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
11执行主编：刘国新 责任编辑：潘佳 版式策划：卓娜 制图：安宁 2019 年 4 月 16 日 星期二 邮箱：nmgswxz@163.com

科技领航

□白田田

在国网湖南电力防灾减灾中心的山火
监测预警系统上，显示着电网输电线路和杆
塔密布。工作人员介绍，一旦有黄色和红色
的点闪动，表明监控范围内出现火点，系统
会第一时间发送警报给线路运维人员⋯⋯

每年清明节前后，是山火高发期，而山
火极易影响输电线路的安全运行。国网湖
南电力防灾减灾中心运用“卫星遥感+大
数据”等技术手段对山火进行实时监测，目
前监控范围覆盖到国家电网在全国的 220
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的输电线路。

据了解，当卫星过境“扫描”地面时，山
火监测预警系统实时接收遥感信息，自动
进行图像识别，并与海量的线路坐标匹配，
及时发现、定位距离输电线路 1000 米以内
的火点。除了卫星遥感监测，重要线路上
同时部署了分布式监测装置。

此外，针对山火发生随机、预测难的问
题，技术人员分析了近 15 年 100 多万个火
点的大数据，得出“山火分布规律表”，并且
通过与气象因素、地理信息的量化关联分
析，开发了山火预报模型，可对 3 至 7 天时
间内山火发生的可能性进行预测。

国网湖南电力防灾减灾中心灾害预测
组组长冯涛说，过去山火监测预警完全靠
人的经验，现在依托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可
以让山火的监控、处置更加精准。近几年
在山火高发时段，这一监测预警系统已经
取得了良好的运行效果。

“卫星遥感+大数据”
预警山火

□周梦

随着春天的到来，天气逐渐转暖，不少
爱美的年轻人已经迫不及待地脱掉秋裤，
挽起裤腿露出了自己的脚踝。这些年轻人
认为，露出脚踝的穿搭很时髦，殊不知，在
天气还没有完全转暖时，露出脚踝会对身
体造成很多危害。

中医学理论认为，人体的头部及上半
身位置属阳，对风寒之邪的抵御能力较强，
因而不需要作为“捂”的重点；而下半身位
置属阴，对风寒的抵御能力较差，需要作为

“捂”的重点，尤其人的双脚更应“捂”，大部
分寒气都是由下而上入侵人体，损伤阳
气。春天气温还不稳定，需要做好双腿和
双脚的保暖工作。

露脚踝的穿搭会使踝关节暴露在外，
而踝关节是人体最重要的关节，人类在行
走时需要靠关节的联动来消解地面带来的
震动，因而踝关节的保护特别重要。裸露
脚踝容易使脚踝受寒，而脚踝受寒会对身
体造成很多危害：

1. 中医理论中，脚踝处的三阴交穴很
重要，三阴交穴受寒将直接影响肝、脾、肾
三条阴经，尤其对于女性，可能会引起脾胃
虚寒、脾肾阳虚等情况，进而导致腹痛、腹
泻、消化不良、月经不调等一系列症状。

2. 裸露部位可能会出现冻疮，以及局
部青紫、瘙痒、溃烂等症状。

3. 脚踝暴露在外，可能导致人体受寒，
进而引发感冒、发烧。

4. 还有些病症可能在人上了年纪后才
会突然出现，这些因寒凉所致的疾病往往
难以治愈。

此外，对于露脚踝是否会导致关节炎这
一问题，目前临床上并不明确。但对于脚踝
不完全健康的人，天气冷的时候露脚踝会增
加患关节炎的几率。因此，脚踝的保暖对人
体很重要，建议爱美人士不要因追求时尚而
过早裸露脚踝，以免埋下健康隐患。

春天露脚踝
健康隐患多

健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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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爽

北京时间 4 月 10 日晚 9 时许，包括中国
在内，全球多地天文学家同步公布首张黑洞
真容。这一由 200 多名科研人员历时 10 余
年、从四大洲 8 个观测点“捕获”的视觉证据，
有望证实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在极端条件下
仍然成立。

“事实有时候比小说更奇怪，黑洞最能真
实体现这一点，它比科幻作家梦想的任何东
西都更奇怪。”霍金在最后一本著作《十问：霍
金沉思录》中这样写道。

时空中的无底深渊、深藏不露的引力陷
阱⋯⋯黑洞是天文物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研
究课题之一，更是科幻小说、电影等多种文艺
作品中的常见“角色”。

人类关注黑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8 世
纪末。在万有引力定律提出约百年后，英国

科学家约翰·米歇尔在 1783 年首次提出，可
能存在引力强大到连光线也无法逃离的“暗
星”。不过，那时天文学家对此讨论不多。

1915 年，爱因斯坦提出真正“预见”黑洞
的广义相对论。但其实，就连爱因斯坦也曾
经不相信黑洞真实存在。不过，科学界确实
利用广义相对论计算得出，在宇宙中存在这
样的天体。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天体物理学家约
翰·惠勒首次将“黑洞”作为一个科学术语提
出，这个词象征着它的黑暗与神秘。

此后，科学界不断收获关于黑洞的研究
成果。迄今为止，黑洞的存在已得到多数天
文学界和物理学界科研人员的承认。

在人类首次获得黑洞照片之前，2015 年
堪称黑洞研究的一个小高峰：引力波探测项
目为黑洞的存在提供了明确证据。

科学界普遍认为，黑洞是宇宙中最神秘
的天体，几乎所有质量都集中在最中心的“奇

点”处，其周围形成一个强大的引力场，在一
定范围之内，连光线都无法逃脱。这个边界
称作“事件视界”，本次发布黑洞照片的国际
组织，就叫做“事件视界望远镜”项目。

根据理论推算，银河系中光恒星量级的
黑洞就有上千万个。天文学界认为，许多星
系中央都有超大质量黑洞。例如代号 M87
的超巨椭圆星系中心黑洞的质量被认为约为
太阳的 65 亿倍。

天文学家根据质量将宇宙中的黑洞分成
了三类：恒星级质量黑洞（几十倍至上百倍太
阳质量）、超大质量黑洞（几百万倍太阳质量以
上）和中等质量黑洞（介于两者之间）。

尽管黑洞无法直接观测，但由于黑洞的
引力会吸积物质到它附近，周围通常都有一
个吸积盘环绕。吸积盘非常热且亮，与黑洞
对比明显，因此可以通过观测吸积盘来为黑
洞拍照。

黑洞
比科幻更不可思议的天体

□本报记者 白莲

矫健的身躯，一张黝黑的脸，常年工作
在田间地头的程满金经常被认作是当地的
农民。

然而，这个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水黑
子”的人，却是在国内水利界具有较高知名
度、奋战在自治区水利科研战线上的一位重
量级大咖。

“我就是‘水命’，注定要和水打一辈子
的交道。”无论走到哪儿，程满金留给人的印
象总是笑容可掬、平易近人，做事雷厉风行。

1978 年，22 岁的程满金大学毕业后被
分配到刚恢复建制的内蒙古水利科学研究
所，从此立志投身水利事业。

参加工作的 40 余年间里，程满金和许许
多多水利科研工作者奋战在内蒙古的广袤
大地上，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自治区水利的
沧桑巨变。如今，年逾花甲的程满金退休后
依然宝刀未老，继续驰骋在水利战线上。

做水利科研就要不怕吃苦

1982年，程满金在赤峰宁城县参加渠道衬
砌冻害防治试验研究，当时从呼和浩特去试验
地的时间是7月初，穿着短袖凉鞋下去的。组
织试验场施工，因时间紧、工作量大，一直坚持
到11月试验转入正常观测后才返回呼和浩特。

“天冷了也没有厚衣服，等家人托人捎
来秋衣、毛衣等换季衣服，已是深秋。虽没
赶上‘万里送寒衣’，但千里是赶上了！”回忆
往事时，程满金打趣说。

内蒙古是全国干旱缺水严重地区。上
世纪 90 年代初期，农村雨水集蓄利用是我区
水利科研工作的重点之一。

地处黄土丘陵沟壑区的准格尔旗和清
水河县地下水资源极度匮乏，多少年来当地
都是等天下雨，靠天吃饭。

“看到这里的群众连吃水都成问题，我
们搞水利科研工作的，心里真不是滋味！”
1995 年，程满金作为项目负责人，在准格尔
旗和清水河县两地启动了“半干旱丘陵山区

‘112’集雨节水灌溉工程试验示范”项目。
项目实施的 3 年里，科研团队提出了 5

种节水灌溉技术和 11 种灌溉类型，在国内首
次提出了集雨优化灌溉制度，为我区中西部
50 多个旗县推广应用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示
范样板。也是在这 3 年时间里，程满金被山
区毒烈的太阳晒得黝黑，成了当地人口中的

“水黑子”。
水利科研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需要

发扬“献身、负责、求实、创新”的精神。“做水
利科研就要不怕吃苦”，程满金话语简单，却
充满力量。他身上坚忍不拔、认真严谨的精
神也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肩负职责不辱使命

长期以来，我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和耕
地亩均水资源占有量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
颈。同时，农业水资源量严重不足和农业水
资源浪费严重的矛盾非常突出，水利科技工
作者肩上的责任重大，任重而道远。

1999 年，程满金主持自治区“九五”重点
科技项目“河套灌区节水改造工程综合节水
技术试验与示范研究”，拉开了大型灌区节
水改造的序幕。

项目采取工程、田间、农艺、管理等综合
节水措施，针对河套灌区渠道冻胀破坏与渗
漏严重、灌溉用水量大，灌区管理粗放等问
题，在防渗、抗冻新结构和新材料应用等方
面开展科研攻关，并取得重大进展。

在大型骨干渠道衬砌方面，首次在我区
大型灌区节水改造中引进聚苯乙烯保温材
料，通过系统研究，提出了不同级别骨干渠
道、渠道走向与部位适宜的保温板铺设厚度，

解决了渠道衬砌冻胀破坏的关键技术难题。
这一创新成果已在我国北方地区大中

型灌区渠道防渗工程中推广 1600 公里，整
体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国内同类灌区
的节水改造提供了科学依据和重要经验。

之后，程满金又主持完成了在河套灌区
实施的“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
目“北方渠灌区节水改造技术集成与示范”，
使示范区灌溉水利用率由 43%提高到 65%，
单方水粮食生产效率由 1.0 公斤提高到 1.5
公斤，增产粮食 15%。

创新的脚步永不停歇

“多出成果和出好成果，是衡量科技工作
的主要标志。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才
是科技工作者的真正成功。”科研的道路上，
程满金总是精益求精，永不满足，永不停歇。

40 年来，从技术员到工程师、高级工程
师，从副主任到总工到副院长，虽然岗位在
变化，收获的荣誉越来越多，但程满金从未
停止过科研创新的步伐。

“现在，我区农牧业高效节水灌溉建设
还处于较低水平，解决农牧业灌溉发展中的
用水总量大、节水灌溉技术和装备水平差、
灌溉方式粗放和水资源利用效率低等突出
问题，迫在眉睫。”程满金说，大力发展节水
农牧业是保障我区水安全和粮食安全的重
要措施。

如何平衡好增加产量与节水灌溉的关
系，是过去一段时间始终困扰经济发展的首
要问题。

为实现治水思路的转变，2011 年，自治
区启动“十二五”重大科技示范项目——“四
个千万亩”节水灌溉工程，由程满金主持。

项目明确了以水利灌溉设施配套为基
础，以节水改造为重点，以强基稳粮促牧增
效为目标，决心要把农牧业节水作为一项战
略工程全面推进，从根本上转变农牧业灌溉

发展方式，走提高质量、增加效益内涵的发
展之路，扭转“雨养农业”的局面。

遵循“需求牵引、应用至上”的原则，采
取水利、农业、农机、地方联合攻关，主要围
绕玉米、大豆、马铃薯等主要作物和牧草，在
阿荣旗、松山区、商都县、鄂托克前旗等地开
展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集成模式，建成膜下滴
灌、大型喷灌和大型灌区综合配套节水灌溉
示范区 7 处，形成了具有内蒙古不同区域特
色的农牧业高效节水灌溉标准技术体系和
推广保障措施。

经过科研团队 4 年的联合攻关，节水灌
溉工程科技支撑项目在 10 个方面取得 76 项
单项成果，这些成果已在自治区节水灌溉工
程中大面积推广应用，有效支撑了我区农牧
业高效节水灌溉的发展。

作为自治区水利科技的领军人物，程满
金为我国农牧业节水灌溉发展提供了成功
经验和发展模式，发挥了重大科技支撑作
用，为科技兴区和确保我区粮食安全与水安
全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组数字，证明了我区水利科研工作者
的辛勤付出：截至 2014 年，自治区农业灌溉
用水量为 135 亿立方米，占经济社会用水总
量的 74%，与 2011 年相比，农业灌溉用水量
减少了 25 亿立方米，农业用水占用水总量的
比例降低了 8 个百分点。

七十载岁月沧桑，草原水利旧貌换新
颜。今天的自治区水利科技机构完善，科研
队伍强大，科技实力雄厚，科技成果遍地开
花，对全区农牧业发展以及粮食稳产、高产
贡献巨大。

新时期，我区水利科研工作者们将秉承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的水利工作方针，围绕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
和水利中心工作，不断拓展科技创新之路，
为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全力以赴做好以
高效节水灌溉为目标的科技支撑大文章。

壮美 70 智“惠”草原 程满金程满金：：不怕吃苦的不怕吃苦的““水黑子水黑子””

（本版图片源自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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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满金（中）在示范
区进行中期检查评估

青贮玉米大型喷灌示范区青贮玉米大型喷灌示范区

黑洞模拟图黑洞模拟图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为进一步推动我区
科普工作，全力服务乡村振兴和科技助力脱贫
攻坚，3月25日，2019年内蒙古自治区“百名专
家走进盟市旗县科普传播行”春季活动同时在
赤峰市、乌海市、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启
动。

赤峰站启动仪式在内蒙古交通职业技
术学院举行。内蒙古科协邀请全国航天科
学普及首席科学传播专家田如森、中国人
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首任大队长申行运等
区内外航空航天、电力、地震、医疗、种养殖
等行业 15 名专家参加赤峰站活动。

乌海站启动仪式在乌海市第五中学报告
厅举行。来自区内外的四位专家奔赴学校、

医院、社区、乡镇、嘎查村开展为期 5 天的科普
报告、专题讲座、义诊、现场指导等，再次掀起
科普传播热潮。

巴彦淖尔站启动仪式在巴彦淖尔市河套
学院报告厅举行。来自区内外的 11 名专家将
在为期 5 天的活动中，前往学校、社区、乡镇开
展科普报告、专题讲座等科普传播活动。

鄂尔多斯站启动仪式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
报告厅举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体部高级
工程师韩光熙为吉劳庆小学的师生们带来首场
科普讲座。

启动仪式后，来自区内外的科普专家们将
分赴所在盟市旗县区的学校、医院、社区、乡
镇、嘎查村开展为期 5 天的科学知识普及传播

行活动，面向基层、面向公众大力传播科学知
识、弘扬科学精神，齐奏“科普乐章”。

活动现场，巴彦淖尔市科协党组书记张
宇表示，“百名专家走进盟市旗县科普传播行”
活动，是切实履行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
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神圣使命的
重要举措，也是提升全民科学素质、促进经济
转型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精准脱贫、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政协副主席刘兰香认
为，科技创新之舟，离不开科学普及之水。此
次活动的开展为推动该市科普传播提供了难
得的机遇，也为广大师生拓宽科学视野、感悟
科学人生、积极营造科学文明的学习生活方

式创造了良好的契机。
内蒙古科协科普部部长高虹表示，2018

年内蒙古科协在 103 个旗县区开展的“百名
专家走进盟市旗县科普传播行”活动效果显
著，反响热烈。为了进一步增强公众绿色发
展、生态文明理念，让科普的声音传播到每一
个角落，让科学的精神植入到每一位听众心
中，2019 年，将持续加强为基层服务的力度，
面向“四大人群”，大力提升全区公民科学素
质，为 2020 年我区公民科学素质达到 10%的
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李琳 郭莉 周亚军 王峰）

与内蒙古科协合办

2019 年内蒙古“百名专家走进盟市旗县科普传播行”春季活动启动科普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