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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的奥秘，正变得不
再遥不可及。船时 8月 18日
13时许（北京时间 11时许），
深蓝色的西太平洋海面上，

“蛟龙号”搭载科学家许学
伟、潜航员齐海滨和张奕完
成航次首潜，这是我国自主
设计、自主集成的首台 7000
米级大深度载人潜水器“蛟
龙号”的第 300次下潜。

金黄的海星、长着黑色
珊瑚的海绵、藤蔓橙黄的冷
水珊瑚……这次下潜，“蛟龙
号”带回了科学家们梦寐以
求的深海“礼物”。

据 2024 西太平洋国际
航次首席科学家、国家深海
基地管理中心副主任许学伟
介绍，今天的下潜在西太平
洋海域一座尚未正式命名的
海山进行，主要任务是观察
及拍摄海山山坡到山顶的海
底生物分布，采集生物、水
体、地质样品和环境参数数
据，并全面测试潜水器的各
项功能。

船时 6 时许，深海之旅
即将开启。

作业区天气晴朗，潜航
人员和技术保障团队各就各
位。按照平板电脑上的标准
化作业流程，工程师们对

“蛟龙号”各系统的 100多个
检查项逐项检查。一系列准
备工作就绪后，工程师刘坤
关上了“蛟龙号”的舱盖。

船时 7 时，“蛟龙号”准
时入海。

“蛟龙号”从“深海一号”
船后甲板推出，并被绞车牵
引布放至海面，一眨眼的功
夫，便随涌浪漂到远处。

“现在‘蛟龙号’正在注
水，100 秒后它就会开始下
沉。”顺着潜次总指挥傅文
韬手指的方向，“蛟龙号”于
船时 7时 18分从水面消失，
慢慢沉入海底。

记者紧张又兴奋地注视
着眼前的海面，但对于已转
入业务化运行阶段的“蛟龙
号”，一切都是队员们再熟
悉不过的日常。

6 个多小时后，“蛟龙
号”出海。

深蓝的海面激起白色的

浪花，“蛟龙号”于船时 13时
5分返回海面，带回了 4K摄
像机拍摄的高清视频，以及
通过虹吸取样器、生物网
兜、微生物原位富集装置等

“三头六臂”带回的一系列
样品。

还没等“蛟龙号”在后
甲板完全停稳，来自墨西哥
的科学家埃里卡便凑上前。
她惊喜地发现，海绵上竟有
共生的黑色和紫色珊瑚！她
拿来装有冰块的样品箱，小
心翼翼地将样品转移到船上
的生物实验室。

在另一侧的潜器监控中
心，科学家们早早守候在这
里，“蛟龙号”从深海拍摄的
画面被展示在大屏幕上。

2000 米的深海宁静而
漆黑，“蛟龙号”发出的一束
光照亮前方的海底，顺着光
照的方向，不时有白色的颗
粒匆匆划过。

“海底微生物无法通过
肉眼看到，但它们与漂浮在
海水中的微小颗粒物聚集，
形成颗粒般的‘海洋雪’，它

们也是海山生物的主要食物
来源。”许学伟说。

透过“蛟龙号”的“双
眼”，绚烂多彩的深海生物
在海山山脊浮现。海葵、冷
水珊瑚、海绵缓缓漂荡，海
星、海参、海百合等时隐时
现，共同组成神秘的“深海
花园”。

时间推移，“蛟龙号”来
到海山山顶。中外科学家指
着屏幕，一起辨认出现在山
脚和山顶的岩石。“这两块
岩石都有黑色的金属结皮，
结皮包裹的应该是钙质沉积
物，我们会带回实验室进一
步分析。”中国海洋大学教
授陈旭光说。

意犹未尽时，“蛟龙号”
结束今天的深海之旅。作为
以验证潜水器功能为主的工
程潜次，这一潜次会比后续
的科学潜次时间略短一些。

“这座尚未命名的海山
今天迎来首批‘访客’，有幸
成为‘访客’一员，难掩激动
心情。”许学伟说。

自 2009年 8月首次在长

江江面完成下潜测试，2012
年 7月在西太平洋马里亚纳
海沟完成 7000 米级海试，
2017年进行全面技术升级，
今年上半年首探大西洋并创
下“九天九潜”新纪录，如今
顺利完成第 300次下潜……

“蛟龙号”已在太平洋、印度
洋、大西洋的海底留下足
迹，彰显中国深潜的实力，
实现“可上九天揽月，可下
五洋捉鳖”的夙愿。

“经过 15 年的攻坚探
索，我们已形成一套成熟的

‘蛟龙号’作业模式和安全
保障制度体系，培养出一批
专业的潜航员与技术保障队
伍保驾护航。”“蛟龙号”潜
航员齐海滨说。

在接下来的 30 余天，
“蛟龙号”还将进行 17 次下
潜作业，搭载中外科学家前
往深海探索，共同推动深海
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
用。期待“蛟龙号”能解锁
更多未知的深海奥秘。

（新华社“深海一号”8
月18日电）

14 日，世界卫生组织自 2022 年 7
月以来第二次就猴痘疫情发出最高级
别警报，引发公众关注。海关总署也
于近日发布关于防止猴痘疫情传入我
国的公告，提醒来自猴痘疫情发生国
家（地区）的人员，如接触过猴痘病例
或出现发热、头痛、背痛、肌痛等症状，
入境时应主动向海关申报。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目
前猴痘疫情具备在非洲以及向其他大
洲进一步传播的潜力，这十分令人担
忧。根据非洲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
目前非洲至少有 16个国家受到猴痘疫
情影响。

“猴痘是由猴痘病毒感染所致的
一种人兽共患病。猴痘病毒主要通过
密切接触传播，特别是性接触传播。
生活接触传播风险比较低。自 2023年
9月 20日起，我国将猴痘纳入乙类传染
病进行管理。”中国疾控中心卫生应急
中心有关专家告诉记者。

据该专家介绍，猴痘为自限性疾
病，症状早期可出现发热、头痛和淋巴
结肿大等，常经过斑疹、丘疹、水疱、脓
疱、结痂至痂皮脱落几个阶段，伴有明
显痒感和疼痛，可累及口腔咽喉黏膜、
生殖器、结膜和角膜等。

被誉为北京“双枢纽”机场的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
际机场，定期会有自肯尼亚、布隆迪、南非、埃塞俄比亚等
非洲国家转机或直飞入境的航班。

记者 17日在首都国际机场 3号航站楼国际到达区看
到，旅客走出飞机进入航站楼后，带有海关标识的“前方
请接受卫生检疫”的蓝色牌子清晰可见。

海关总署发布的公告显示，根据国境卫生检疫法及
其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自 8月 15日起的 6个月内，
来自猴痘疫情发生国家（地区）的人员，如接触过猴痘病
例或出现发热、头痛、背痛、肌痛、淋巴结肿大、皮疹和黏
膜疹等症状，入境时应主动向海关申报，海关人员将按规
定程序采取医学措施并开展采样检测；来自猴痘疫情发
生国家（地区）且被污染或有被污染可能的交通运输工
具、集装箱、货物、物品，应按规定程序实施卫生处理。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猴痘防控方
案》指出，各地卫生健康、疾控部门要加强与海关等有关
部门的密切协作和信息共享，及时发现与处置猴痘疫情，
落实猴痘病例发现、疫情报告、诊疗隔离、密切接触者追
踪管理等工作，防止疫情扩散和蔓延。

“从此前临床情况看，大多数猴痘病例为轻型、普通
型，是可以自愈的。目前治疗主要是做好防护隔离和对
症治疗。”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侗曾说，
如果发现自己有过猴痘接触史，或出现了以上相应症状，
应及时就医并告知接诊医生接触史和暴露史。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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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完成300潜！“蛟龙号”彰显中国深潜实力
新华社记者 王聿昊

新华社北京 8月 18 日
电 记者 18日从交通运输部
获悉，8月17日至18日，交通
运输部所属福建海事局、东
海救助局共同实施2024年台
湾海峡海上巡航执法行动。

本次行动由“海巡 06”
“海巡 0802”“东海救 115”三
艘公务船艇组成的巡航编队
共同执行，历时 30.5小时，巡
航总里程413海里，主要任务
包括开展台湾海峡相关水域
巡航，对福建沿海航路、锚
地、海上施工作业区、商渔船
碰撞高风险警示区、交通密

集区、事故多发区、台湾浅滩
等水域开展巡查，查处各类
海上交通违法违章行为，维
护通航秩序；巡查台湾海峡
中部海域航路，实施交通组
织和管控，点验过往船舶，现
场检验海上应急搜救预案落
实情况；巡查巡检台湾海峡
内助航设备，现场核查船舶
标识码信息，测试陆海通信
传输能力，维护水上无线电
通信秩序。

台湾海峡是中国沿海
重要的海上运输通道，船舶
种类多、流量大，气象海况

复杂多变，航路多点交叉，
险情事故多发易发，是交通
运输部划定的水上交通安
全监管“六区一线”重点区
域之一。尤其是自 8 月 16
日中国东南沿海开渔后，大
量渔业船舶进入台湾海峡
生产作业，商渔船碰撞事故
风险加大。此次组织的海
上巡航执法行动，将增强对
台湾海峡海上交通管控和
应急救援能力，切实保障在
台湾海峡航行、生产作业的
船舶、设施和人员生命财产
安全。

交通运输部组织开展2024年
台湾海峡海上巡航执法行动

青藏高原生态系统
整体趋好、亚洲水塔将
进入超暖湿阶段、人类
活动最早可能出现在 19
万年以前……

18 日，中国科学院
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
队队长姚檀栋领衔来自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
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
究院、北京大学、兰州大
学等单位的科研专家，
带着本次科考十大任务
的重要成果在拉萨进行
集中发布。

青藏高原是世界屋
脊、亚洲水塔，是地球第
三极，是我国重要的生
态安全屏障，是中华民
族特色文化的重要保护
地。

2017 年 8 月第二次
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
研究启动以来，我国组
织 2600多个科考分队次
28000 多人次进行青藏
高原全域科考，不断解
码地球第三极，向世界
展示中国青藏高原科考
的系列成果。

——全球变暖，亚
洲 水 塔 是 否 引 发“ 失
衡”？

科考发现，过去 15
年，青藏高原正在变暖、
变湿、变绿，生态系统呈
现整体趋好态势，但因气
候暖湿化导致亚洲水塔
失衡，也为我们带来一些
隐忧。科考模型预估表
明，亚洲水塔 21 世纪将
进入超暖湿阶段；21 世
纪末，部分地区冰川物质
损失超过一半……

“随着全球变暖、冰
川消融，亚洲水塔变得
更暖更湿，引发失衡。”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
究所研究员邬光剑说，

“在青藏高原，一些海拔
较低的小型冰川正在消
失，这与欧洲等世界其
他地区的趋势是一致
的。”

亚洲水塔失衡，如
同冰川对储水量也有收
支平衡，“收入”来自降
水等积累过程，“支出”
来自融化、渗透、蒸腾等
消耗过程。如果“收入”
赶不上“支出”，冰川就
会出现负增长。

河流径流整体增
加，亚洲水塔供水能力
增强……科考评估结果
表明，尽管亚洲水塔未
来水量趋于增加，但下
游水资源未来要强化构
建冰崩、冰湖溃决等灾
害科学预警体系。

——物种“上新”，
青藏高原带来哪些新发
现？

各类珍稀物种荟萃
的青藏高原，在生物多
样性方面又有新发现。

曾一度被认为灭绝
的枯鲁杜鹃、墨脱百合、
贡山绿绒蒿、中甸半脊
荠等植物，在第二次青
藏科考中再次回归人们
的视野，雪豹、云豹、孟
加拉虎、豺等珍稀动物
的身影，也在野外镜头
中频繁出现。

相关研究显示，孟
加拉虎频现，突显出西
藏墨脱地区生态系统结
构和功能完整，在全球
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保护
中地位举足轻重。

一些“新朋友”也加
入了青藏高原生物“大
家庭”。通过对青藏高

原薄弱与关键区域的大
量野外考察，科研人员
发现了墨脱四照花、察
隅链蛇、雪山大爪鼩鼱、
拟沉衣等一系列动物、
植物、微生物新物种。

第二次青藏科考截
至目前已发现新物种超
过 3000 个，其中动物新
物种 205个，植物新物种
388 个，微生物新物种
2593个。

——探索不止，青
藏高原人类活动有多
早？

科考发现，青藏高
原最早人类活动可能出
现在 19万年以前。在拉
萨邱桑村，科研团队还
发现了距今 16.9 万至
22.6 万年前世界最早的
岩面艺术，让我们接近
青藏高原早期人类生
活。

在青藏高原东北部
白石崖溶洞遗址，研究
团队发现了距今至少 16
万年的丹尼索瓦人的下
颌骨化石，揭示了这一
种群曾经生活在青藏高
原高海拔地区。科考人
员发现，丹尼索瓦人能
利用区域内的不同动
物，具有较广的食谱范
围，揭示其对高海拔环
境的较强适应能力。

姚檀栋表示，青藏
高原生态环境保护是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步履
不停，探索不止。随着
科考的持续深入，人类
正处于对青藏高原了解
更透彻的时期。未来，
它的神秘面纱还将继续
向世人揭晓。

（新华社拉萨 8 月
18日电）

新华社天津8月18日电
（记者 周润健）今年首个“超
级月亮”将于 8月 20日凌晨
现身夜空，我国感兴趣的公
众可于 19日傍晚仰望天空，
欣赏这轮“胖月亮”。

当月球和太阳处于地球
两侧，并且月球和太阳的黄
经相差 180 度时，地球上看
到的月球最圆，被称为“满
月”，亦称为“望”。农历每月
的十四、十五、十六甚至十
七，都是满月可能出现的时
段。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
文科普专家修立鹏介绍，月
球绕地球运转的轨道是个椭
圆形，月球有时离地球近，有

时离地球远，离地球最近点
称为近地点，反之称为远地
点。从天文学的角度来讲，

“超级月亮”可以简单称为
“近地点满月”，即满月正好
出现在近地点附近，此时，月
亮看起来特别大。本次“超
级月亮”，满月时刻出现在20
日 2时 26分，月球过近地点
时刻出现在21日13时。

“超级月亮”并不是罕见
天象，一年少则一两次，多则
三四次。“今年就有四次‘超
级月亮’且依次出现，接下来
的三次分别出现在 9 月 18
日、10月 17日和 11月 16日。
其中，9月 18日的这次‘超级
月亮’是本年度最大的一轮

满月。”修立鹏说。
如何欣赏今年首个“超

级月亮”？“由于满月时间发
生在凌晨，感兴趣的公众可
于19日傍晚进行观测。此时
月亮刚刚从东方升起，由于
有地面参照物，肉眼会感觉
比较大，且满月的颜色略微
有些偏红；当月亮上升到一
定高度时，肉眼就难以分辨
这种差距了，月亮的颜色也
会逐渐变成白色或白黄色。
欣赏满月不需要专业的天文
设备，就如同欣赏流星雨一
样，裸眼即可。当然，如果使
用小型天文望远镜可以更清
晰地观察到月面上或明或暗
的细节。”修立鹏说。

今年首个“超级月亮”
20 日 凌 晨 现 身 夜 空

“不向农田抢地，不与
草虫为敌，不惧山高林密，
不负山青水绿。”提起六年
前发出的中药生态农业宣
言，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
究所所长郭兰萍言语中充
满了激动。

在日前于浙江省德清
县举行的第三届中药生态
农业大会上，郭兰萍将带领
团队研发推广中药材生态
种植技术的经历娓娓道
来。得益于这一技术体系，
许多农民用很少的化肥、农
药种出了优质中药材，实现
了增产增收。

依靠“中药生态农业创
新团队”和“国家中药材产
业技术体系”等国家级平

台，郭兰萍团队通过建立核
心示范基地、开展模式集
成、召开示范现场会和技术
培训等方式，已在 20多个省
份示范推广生态种植中药
材 200 余万亩，带动生态种
植 1500万亩以上，线上线下
培训超过 1800 万人次；“中
药材生态种植理论和技术
体系的构建及示范应用”获
得 202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二等奖。

中药材生态种植概念的
提出，缘于一个重大民生问
题。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
始，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临
床需求，人工种植养殖中药
材逐渐兴起。一些农户大

量施用化肥与农药获得高
产，却导致耕地质量恶化，
造成中药材发病率增加、品
质下降等问题；中药材和土
壤农药残留及重金属积累
更威胁着用药安全。

如何才能不让中医亡
于中药？

“大多数药用植物主要
生境在林缘林下、路旁、山
坡地、荒地、沙地。”郭兰萍
发现，自然状态下的药用植
物很少发病，林中生物及其
土壤微生物共同形成复杂
完整的生态圈，这说明对特
定生境的长期适应是道地
药材品质形成的重要保障。

模拟这些生境，能否提
升药材品质？郭兰萍大胆

提出“拟境栽培”理念，带领
团队逐步建立中药材生态
种植理论体系。

苍术与玉米间套作，种
植密度没变，土壤肥力却能
提高 20%；瓜蒌-黄豆立体
生态种植，可让瓜蒌年产量
每亩增加 150 公斤，还能收
获黄豆 100 公斤，经济效益
提高约 30%……

实践表明，不占农田的
“边缘地带”产量并不低，
“逆境”中生长的中药材品
质反而更好，生态系统呈现
稳态，土壤质量也形成了正
向循环——中药生态农业
有着化学农业模式无可比
拟的优势，而这些也正是

“宣言”所揭示的中药材生

态种植的核心要义。
不仅如此，大力发展林

草中药材生态种植、一地多
用，有效防止了耕地“非粮化”
和“林草退化”，这也与我国防
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
产的政策要求不谋而合。

“中药生态农业改变了
中药农业以往药进粮退、药
进林退的不可持续发展策
略，既满足了中药材对特定
生长环境的要求，增加了药
农收入，也为中药材可持续
发展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利
用提供科学有效的解决方
法。”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说。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
电）

生态种植开辟中药材可持续发展“新天地”
新华社记者 田晓航

新华社拉萨8月18
日电（记者 李华 魏冠
宇）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
科学考察研究成果发布
会 18日在西藏召开。来
自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
研究所、中国气象科学研
究院、北京大学、兰州大
学等单位的科研专家相
聚拉萨，集中发布本次科
考十大任务七年来的重
要成果。

科考发现，作为亚洲
水塔的青藏高原正在变
暖、变湿、变绿。过去 15
年，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呈
现整体趋好态势，其中优
良等级草地和森林面积
比例分别提高了 6%和

12%；水源涵养、土壤保
持和防风固沙服务功能
分别提升了 1%、2%和
70%，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逐渐提升。同时，青藏高
原每年碳盈余超过 6500
万吨，也为全国实现碳中
和作出了贡献。

青藏高原逐渐变绿
的同时，因气候暖湿化导
致亚洲水塔失衡，也带来
一些隐忧。科考发现，亚
洲水塔预计在本世纪将
进入超暖湿阶段，在本世
纪末部分地区冰川物质
损失将超过一半，湖泊水
体上涨超过 10 米，亚洲
水塔整体供水能力增强，
需要实施更有效的水资

源可持续管理措施。
据介绍，七年来，科

考人员已发现超过 3000
个新物种，重新发现了一
批被认为已经灭绝或多
年未见的物种。科考还
提出青藏高原最早的人
类活动可能出现在 19万
年前，为人类活动适应青
藏高原提供了新证据。

自 2017年第二次青
藏科考启动以来，围绕亚
洲水塔变化与影响等课
题，持续开展覆盖青藏高
原的全域科考，将对推动
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推
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促
进全球生态环境保护产
生重要影响。

第二次青藏科考成果显示：

过去 15 年青藏高
原生态系统整体趋好

新华社北京 8月 18 日
电 近期，公安机关会同有关
部门依法打击整治体育领域

“饭圈”违法犯罪行为。对此，
中国体操协会17日晚发布声
明表示坚决支持，并谴责任何
违法犯罪行为。

中国体操协会表示，以
“饭圈”形态编造谣言、传播不
实信息、煽动网民情绪，对运
动员、教练员及管理人员进行
辱骂、诋毁、诽谤等恶意行为，
给相关人员的工作、生活和家
庭造成了极其负面的影响，也
干扰和破坏了中国体操队始
终秉承的“团结一心、祖国至
上”的光荣传统和和谐氛围。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针
对在网络空间和其他公共场
所对中国体操队及其成员进
行侮辱造谣、断章取义、恶意

揣测等行为，协会将依法收集
证据，并保留追究相关组织和
人员法律责任的权利。”中国
体操协会在声明中说。

声明表示，中国体操事业
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
人士的关心与支持，也要感谢
万千热爱体操项目的体操迷
始终与中国体操队心系一处、
荣辱与共。中国体操协会愿
意与社会各界及广大体操迷
一道努力，共同维护清朗网络
空间。协会也将继续以为国
争光、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为己
任，加强管理、苦练内功，提高
竞技水平，在体育强国建设新
征程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公安机关网安部门高度
重视“饭圈”乱象，持续会同有
关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相关领
域违法犯罪行为。巴黎奥运

会期间，网安部门密切关注涉
巴黎奥运会相关动态，切实加
强针对性工作措施。

8月 15日，公安部公布 4
起打击整治涉体育领域“饭
圈”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在
杨某某涉嫌网络暴力案里，
河南公安机关查明杨某某
（女，18岁，河南焦作人）在网
络社交平台公开辱骂体操运
动员，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河
南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予以行
政处罚。

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表
示，将继续强化工作举措，依
法严厉打击涉体育领域“饭
圈”违法犯罪行为。同时提
醒广大网民，网络不是法外
之地，切勿传播谣言信息、攻
击诋毁他人，共同维护清朗
网络空间。

中国体操协会：

坚决支持依法打击整治体育领域
“饭圈”违法犯罪行为

重要成果集中发布！
第二次青藏科考“大开箱”

新华社记者 李华 魏冠宇 杨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