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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消息 为鼓励

和帮助人们更好地保持社

交距离，日本电子产品制

造企业纷纷推出新产品，

比如随人体移动的地面投

影系统。

日本广播协会11日报

道，日立公司研发的投影

系统借助传感器锁定人位

置，以人为圆心、在周边地

面上投影出一个直径 2 米

的白色光圈，光圈内还有

“游动的鱼”作为保持社交

距离的指示物。一段视频

显示，一旦两个人走近致

使各自所处圆圈产生交

集，圆圈就变成黄色，彩色

“游鱼”也像受到惊吓一样

散开、冲出圆圈“逃走”并

变成黑色剪影。

三菱电机公司则于 4

月推出新型地面投影系统，

以动画形式或是提醒人们

保持社交距离，或是提示乘

坐电梯者在轿厢内尽量站

在四个角落，减少聚集。

松下公司也推出适用

于活动举办场所的可变色

照明系统，一旦监测到人

员过多，照明灯光会变色，

以提醒人们注意。

日本广播协会说，这些

投影系统旨在帮助儿童或

看不懂日语标识的外国人

保持社交距离。鉴于防疫措

施逐渐成为人们生活新常

态的一部分，日本企业将加

强研发相关产品。（乔 颖）

日企推出保持社交距离投影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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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现 13

《北京日报》消息 中

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研究员梁尔源及合作者近

日发布研究成果，认为除

气候原因外，树木间的竞

争和互利也导致了喜马拉

雅山中段树线爬升速率的

变化。

高山树线是树木分布

的海拔上限，往更高处，山

上的植被就变成了草甸。

在喜马拉雅山区，连续分

布的高山树线是观察气候

变化对高寒生态系统影响

的敏感指示器，其变化速

率一直受到国际生态学界

关注。近年来，在气候变暖

背景下，树线位置向高海

拔迁移。

基于对喜马拉雅山中

段树线的调查，研究团队

发现，树线上升速率不仅

受降水和种间竞争限制，

还受种内关系（即树木间

的竞争和互利）影响。随着

降水减少，树木幼苗趋于

集群分布，树木之间相邻

距离越大，爬升速率越快，

反之爬升速率越慢，树线

爬升速率的 34.7%由树木

集群分布强度决定。

团队负责人表示，进

一步研究表明，温度-降水

交互作用影响树木幼苗集

群分布状态，进而调控树

线爬升速率。 （董瑞丰）

新华社消息 正在国际空间站工作的俄罗斯航

天员伊万·瓦格纳向俄罗斯航天局控制中心专家报告，

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的温度因漏气缓慢升高。控制

中心一名专家说，舱内温度预期12日恢复正常。

国际空间站去年9月发现轻微漏气。至今年8月，

泄漏率比先前增加了5倍。经过排查，航天员发现漏气

位置是俄罗斯舱段“明星”舱。由于裂缝“非常细小”，暂

时无法确认具体位置。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以俄航天局一名发言人为消息

源报道，漏气不会危及国际空间站宇航员的安全。

瓦格纳、俄罗斯航天员阿纳托利·伊万尼申和美国

宇航员克里斯托弗·卡西迪目前在国际空间站工作。

俄航天局载人航天项目主管谢尔盖·克里卡列夫

说，如果航天员无法解决漏气问题，可能需要额外向国

际空间站运送空气。

国际空间站并非首次漏气。按照美国国家航空航

天局官员的说法，这次漏气的严重程度不及2018年

一场类似事件。2018年8月，与国际空间站对接的“联

盟MS-09”飞船漏气，宇航员在飞船轨道舱舱壁发现

长度接近2毫米的裂缝，紧急修补。 （包雪琳）

新华社消息 新西兰

奥塔戈大学流行病学家、公

共卫生专家戴维·贝克 11

日表示，今年冬季，新西兰

流感病例几乎绝迹，这主要

归功于新冠防疫要求使人

们彻底改变卫生习惯。

贝克当天对新西兰广

播电台说，据其在新冠疫

情期间针对新西兰流感病

例所做的调查发现，出于

应对新冠防疫要求和人们

对新冠病毒传播了解的深

入，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和保持良好卫生习惯等行

为客观上大大降低了人们

在冬季感染流感的概率。

研究数据显示，新西

兰每年冬季的死亡人员，

约三分之一与感染流感有

关。今年冬天，新西兰全国

仅记录了6例流感病例，但

普通感冒病例不在这一统

计之列。

贝克认为，这一研究

发现，戴口罩是应对诸如新

冠、流感这类呼吸系统传染

病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只要新西兰人保持这一习

惯，呼吸系统传染病感染率

将会持续保持低位。

（郭 磊 卢怀谦）

新华社消息 在一年

四季分明的地区，树木会

有年轮等周期性明显的特

征，那么在没有明显季节

变化的赤道附近地区，热

带雨林树木的生长也会有

周期性变化吗？日本研究

人员在追踪观察马来西亚

热带雨林后给出了肯定结

果。

日本京都大学等机构

研究人员日前在英国《生

态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

对马来西亚基纳巴卢山的

热带雨林进行了长达10年

的持续观测，发现当地树

木生长有明显的周期性，

周期为12个月。

研究小组使用独特方

法分析了长期观测数据，

发现随着热带辐合带的移

动，当地日平均气温微妙

的年间变动引起了树木生

长的周期变化。热带辐合

带是南北两半球信风气流

形成的辐合地带，其强弱、

移动和变化会对热带地区

天气产生影响。

这项研究表明，热带

地区树木可以感受微小的

气温变化，周期性地实现

叶子的生长和凋落。这会

进一步影响当地生态系

统，如影响依赖于新叶的

植食性昆虫和分解落叶的

土壤微生物。 （华 义）

热带雨林树木生长也有周期变化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我国载人航

天工程第三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日前结束，共有

18名预备航天员（含1名女性）最终入选，包括7名航

天驾驶员、7名航天飞行工程师和4名载荷专家。

●日前，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北京揭牌。中

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是中国科学院面向国家战略需

求建立的新型科研机构，依托中国科学院大学进行建

设和管理。

●环境减灾二号A、B卫星近日在太原卫星发射

中心成功发射。每颗卫星上各搭载一台光学载荷，每

台光学载荷均由4台16米多光谱相机组成，用于对生

态环境和灾害进行大范围、全天候动态监测，对灾情

进行快速评估，为紧急救援、灾后救助和重建工作提

供科学依据。

●临床试验显示：肠癌有了高效的早期筛查手段。

近日，中国首个癌症早筛前瞻性大规模多中心注册临床

试验Clear-C的重要数据结果正式发布。结果显示，肠

癌精筛的灵敏度可达95.5%，与问卷及便潜血的初筛相

结合，可以有效浓缩高危人群，显著提升肠镜检出率。

●近日，2020全国高性能计算学术年会在郑州举

行。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州大学校长刘炯天披

露，我国第7家获批筹建的国家超级计算中心“郑州

超算”目前已经完成主机系统的研制和测试工作，并

进入试运行。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最新发现，新冠肺炎重症的发

生可能与患者自身免疫系统存在的薄弱点有关，比如有

相关基因突变和产生自体抗体等。该团队近期在美国

《科学》杂志上发表了2篇相关论文。（据《内蒙古日报》）

喜马拉雅树线升高

喜马拉雅山中段糙皮桦树线景观喜马拉雅山中段糙皮桦树线景观

◎微科技

漏气致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
温度升高

除草剂目前在农业生

产中广泛应用，但常会“误

伤”农作物。近期，中科院合

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吴正岩研

究员课题组研制出一种防护

剂，如同“植物护甲”，可通过

红外线和紫外线照射切换功

能，让植物“智能”地选择吸

收肥料但“避开”除草剂。

由于人工除草成本高，

目前除草剂在农业领域应

用比较普遍。但在施用的过

程中比如“飞机播药”时，除

草剂常发生漂移，导致其被

农作物或树木等“目标外”

作物吸收，使“无辜作物”受

损、减产甚至死亡。

近期，吴正岩研究员

课题组以生物炭和纳米二

氧化钛为原料，研制出一

种植物表面防护剂，把防

护剂撒播到植物叶片的表

面，它就会变成一种可人

工调控的“智能护甲”。

“当使用红外线照射叶

片，‘护甲’就会具有疏水性，

除草剂撒上去也留不住。再

用紫外线照射叶片，‘护甲’

又会变得具有亲水性，高效

吸收播撒上去的肥料。”吴正

岩说，“一套护甲”可循环使

用3次以上，基本上能满足一

季农作物几次除草的需要。

那么，太阳光中的红外

线和紫外线会不会扰乱“护

甲”的功效呢？吴正岩介绍，

他们在研制时考虑到这个

问题，“我们设计的这种材

料只对‘纯红外线’和‘纯紫

外线’敏感，阳光这种‘混合

光’不会激发它的功能，因

此不仅适用于大棚农业，也

适用于露天农业。”

日前，美国化学会知

名学术期刊《可持续化学

与工程》发表了该成果。据

了解，“智能植物护甲”的

两种原料生物炭和纳米二

氧化钛均价格低廉，光线照

射也只需普通的红外线、紫

外线灯或便携式发光设备，

因此该技术具有成本低、操

作简便的优点，具有较好的

应用前景，有望通过科技成

果转化成为实用产品。

（据新华社报道）

今年冬季新西兰流感近乎绝迹

可智能调控的“植物护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