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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欧莱雅中国日前携手
上海斯安肤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斯安肤诺学
院”。未来，该学院将促进基于体外重建皮肤模型的
标准化、规范化体外测试方法的研究，并推动其在化
妆品原料、配方等相关测试研究领域的应用。

欧莱雅中国的蔡臻子博士说：“我们在中国开发
的体外重建皮肤模型作为重要的替代测试工具，可
在不使用动物实验的前提下更科学地预测人体反
应，这对有效评估化妆品原料和产品的功效性与安
全性意义重大。同时，这项技术还可以有效模拟人
体皮肤的主要生理功能，为科学家提供深入研究皮
肤的科研工具。”

“斯安肤诺学院”成立——

化妆品将获更大安全保证

实验者在培养体外重建皮肤模型实验者在培养体外重建皮肤模型。。陈陈 颐颐供图供图

字体大、按键大⋯⋯这几乎是目前市场上老年
手机的全部特征，当智能手机在全球快速普及的同
时，我国老年人却被科技“边缘化”。

近日，安赛捷科技宣布推出国内首个专为老年
人开发的小依休智慧亲情交互平台，基于此平台同
时开发了小依休智能手机及专属 ES 手机系统。通
过小依休平台和智能手机终端，老年人除了接打电
话，还能通过一键视频、一键救助、电子围栏等特有
功能，得到更多的安全防护和亲情陪伴。

“在硬件方面，小依休通过服务性功能的研发，
为老人提供便捷、安全的防护环境。”安赛捷科技董
事长袁伟栋说，当老年用户遇到身体不适或其他意
外时，只要按下手机上的一键救助按键，即可自动拨
通小依休服务平台的客服中心，工作人员会呼叫青
年机用户或最近的 120 急救中心。子女还可以预先
设置父母手机的安全范围，当老年机用户超出安全
范围时，小依休将自动通知与之绑定的青年机用户。

除了硬件支持，小依休更注重服务后台的接报
和应急处理能力。小依休服务平台前期设置了近
2000 个服务坐席，为老人提供 24 小时、365 天全天
候响应，可为老人提供安全应急处理等服务。

考虑到老人渴望子女的陪伴、关爱和沟通，小依
休从一键视频、亲情相册等，让子女远程陪伴成为可
能。当子女不方便接听时，可以通过“托管”功能，由
小依休客服中心代替委托人和老人通话。小依休还
开发了亲情提醒功能，子女可以在自己的小依休
APP 上设置提醒内容。即使在网络不畅的情况下，
提醒内容仍会以短信形式发至老年机。

小依休还具备医疗咨询等老年人实用功能，未
来还将通过物联网、传感技术等，容纳更多老年人所
需要的功能和服务。

老年手机迈入“智能时代”
本报记者 王轶辰

近日，河北省涿州市聚烨光能技术有限公司的
塔式聚光光伏系统示范项目成功并网发电。

塔式聚光光伏技术是一种独特的新型太阳能利
用技术。它不同于碟式光伏，也不同于传统的静态
平板光伏的发电模式，而是通过大量的超白玻璃制
成的定日镜，经芯片程序控制，可以像向日葵那样自
动跟踪太阳，并将太阳光反射聚焦在一个中央塔结
构顶部的接收器上。该接收器装有以密集阵列式排
布的超高效光伏电池，实现太阳能到电能的转化。

据涿州聚烨光能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慕震介
绍，塔式聚光光伏历经国外 3 家公司近 20 年的共同
研发，是具有巨大商业投资前景的太阳能发电技
术。公司的塔式聚光光伏系统，采用全球光电转化
率最高、原本用于航天科技的砷化镓电池技术，是目
前全球唯一的可对已建成电站进行升级的光伏系
统。通过以更高效率的光伏电池替代原有电池，可
以直接增加已建电站的发电量和收益。而这套光伏
系统所采用的定日镜，是超白玻璃反射镜，可实现低
成本规模化生产。慕震预计，5 年内，塔式聚光光伏
系统的发电成本或将达到目前化石能源水平。

相关示范电站并网发电——

塔式聚光光伏前景广阔
本报记者 马洪超

塔式聚光光伏系统示范项目现场。马洪超摄

岁末年初，雾霾频扰，灰蒙蒙的天气
反反复复地破坏着人们的好心情。特别
是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几度爆表，2015
年 12 月 23 日、26 日，冷空气都曾努力清
扫出一抹蓝色，无奈比起雾霾仍然势单力
薄，只能匆匆走个过场。人们陷入了无比
困扰的“雾霾”循环曲，几乎是眼一闭、一
睁，又是一片昏天暗地。

因此，许多人萌生了比盼望新年更强
烈的愿望，就是每天都能看见蓝天白云。
为什么雾霾总是频频来袭？如何打破

“霾”循环怪圈？深陷霾扰，该如何科学应
对？《经济日报》记者走进中国气象局试图
寻找破“霾”之道。

逆温层成雾霾“帮凶”

雾和霾是自然界中能使能见度降低
的两种不同的天气现象。窗外的昏天暗
地究竟是雾是霾，不少人表示“傻傻分不
清楚”。

中国气象局环境气象中心首席预报
员马学款介绍，雾是由大量悬浮在近地面
空气中的微小水滴或冰晶组成的水汽凝
结物，雾滴肉眼可见，常呈乳白色，使水平
能见度小于 1 公里，高山、海滨、乡村常
见，城市群区域较少见。而霾是大量细微
的颗粒物均匀地浮游在空中，这些微小颗
粒物尺寸大多数小于 1 微米，肉眼不可
见，它们使空气混浊，水平能见度小于 10
公里。

组 成 霾 体 的 细 小 颗 粒 物 从 何 而 来
呢？专家表示，这些颗粒物主要来自工业
排放、汽车尾气、建筑扬尘等人类活动直
接排放，还来自于气态污染物二次转化形
成的二次气溶胶，以及自然界火山爆发、
森林火灾等排放。我国东部目前的严重
霾污染主要是人类活动形成的，尤其是二
次气溶胶，在城市群区域占细粒子的 70%
以上。

这些悬浮的细小颗粒物本来在各处
漫无目的地飘摇散落，无意危害人间，是
一股神奇的力量将他们召唤聚集，终成四
面“霾”伏之势，这就是雾霾的帮凶——逆
温层。

马学款说，逆温层好比一个锅盖覆盖
在城市上空，使城市上空出现了高空比低
空气温更高的逆温现象。污染物在正常
气候条件下，从气温高的低空向气温低的
高空扩散，逐渐循环排放到大气中，但是
逆温现象下，低空的气温反而更低，导致
污染物的停留，不能及时排放出去。

逆温层阻碍了空气的垂直对流运动，
抑制了烟尘、污染物、水汽凝结物的扩散，
几十米甚至几百米厚的逆温层像一层厚
厚的被子罩在城市的上空，近地面的污染
物“无路可走”，只好“原地不动”，越积越
厚，烟尘遮天蔽日，空气污染势必加重。

冬季更加容易发生雾霾便与逆温层
有关。专家介绍，冷空气的密度要比暖空
气的大，简单来说就是，冷空气总想往下
沉，而暖空气总想往上跑。在冬季，夜间，
地面向外发出大量辐射，迅速降温，而由
于白天接收到的太阳辐射又相对较少，这
样就造成了近地面空气温度低，而高层空
气温度高，因此近地面的冷空气不会向高
空运动，高层的暖空气也不愿意降落到地
面，于是各自保持着稳定的状态，在垂直
方向上也就没有了空气交换，这样更容易
形成雾霾。

雾 霾 也 可 以 算“ 城 市 病 ”并 发 症 之
一。随着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大楼越建
越高，增大了地面摩擦系数，使风流经城

区时明显减弱。静风现象增多，不利于大
气污染物向城区外围扩展稀释，并容易在
城区内积累高浓度污染。

关键在于减少污染排放

2015 年入冬以来，京津冀地区出现
四次严重雾霾过程，短到 3 天，长到 7 天，
其中，2015 年 12 月 19 日至 25 日的京津
冀雾霾过程中，重度霾面积达 35.2 万平方
公里，PM2.5 峰值浓度：北京、河北中南部
超 500 微克/立方米，河北南部局地超过
1000 微克/立方米。此次过程影响范围
最广、持续时间最长，污染程度接近去年
最强重污染过程。

记者 2015 年 12 月 28 日采访时获悉，
未来几天，还有两次雾霾过程，但是不会
有持续性雾霾，为间歇性雾霾，程度偏轻。

面对雾霾高调的单曲循环模式，“暂
停键”在哪里？马学款表示，在大气污染
排放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善的情况下，气象
条件尽管只是重污染天气形成的诱因，但
实际上已经成为重污染天气形成和消散
的首要因素，特别是京津冀地区，一旦静
稳天气建立和持续，必然形成空气重污
染。

因此，短期内制止雾霾需要气象上出
大招。专家介绍，大气中的污染物想要稀
释扩散，一般有三种方式——水平扩散、
垂直扩散和雨雪沉降作用。

水平扩散主要看风速，如果风够大，那
么污染物就可以很快被吹散。但是风不能
一直刮，冷空气活动间歇期往往风速小甚
至静风，就给污染物堆积提供了条件。

2015 年 11 月以来，华北黄淮雾霾频发，其
中一个原因就是冷空气强度弱，小风日数
多，造成污染物水平扩散能力差。

“大气污染物的扩散除了水平扩散还
有垂直扩散。”马学款说，污染物还可以向
天空，更高的地方扩散。一般情况下，大
气温度的分布上冷下暖。近地面气团温
度高，质量轻，就会向上飘，这样就会出现
大气的垂直运动。这种具有垂直交换作
用的大气层叫做混合层。如果混合层高
度高，意味着它的垂直运动空间大，有利
于污染物向高空扩散；反之，则说明垂直
扩散能力差。近期雾霾频发的另一原因
就是因为大气层结稳定，混合层顶高度
低，抑制了污染物的垂直扩散。

当然，能一扫雾霾的“风局长”“雨局
长”并不好请，需要足够的气象条件才能
约到。除了等老天爷帮忙，可否发挥人的
主观能动性制造这样的气候条件？换言
之，人工消除雾和霾可行吗？

据中国气象局介绍，目前国内外尚没
有只针对雾和霾天气过程开展的人工影
响天气活动，仅有通过人工消雾作业来设
法达到消除和减轻雾害的技术尝试。向
高空喷水、喷雾的雾炮车能够增加近地面
的湿度，对地面扬尘有抑制作用，对 PM10

以上的大颗粒物能够起到一定的湿沉降
作用。而对于 PM2.5 一类的细小颗粒物，
湿度的增加反而会造成细小颗粒物的吸
湿增长，不利于减轻霾。

当然，气象不是解决雾霾的最终出
路，要想让雾霾循环曲永久停播，根本方
法还是要依靠一系列综合措施减少污染
排放。中国气象科学院大气成分研究所

副研究员刘洪利告诉记者，近年来，一些
地方措施有力，雾霾治理取得了明显成
效。“新疆乌鲁木齐 2013 年以前在空气污
染严重城市中排名前列，经过将烧煤取暖
改为天然气取暖、电厂外迁等系列举措调
整能源结构后，空气质量已经大为改善，
成功退出了空气严重污染城市行列。”刘
洪利说。

如何应对四面“霾”伏

雾霾已经深刻地影响到生产生活的
各个方面，它虽然不像狂风、暴雨、暴雪、
雷电那么直接和猛烈，却常常导演出一
幕幕令人心烦的“恶作剧”：计划好的航
班因此而延误，安排好出行路线却被告
知高速关闭，鼻炎咽炎呼吸道疾病又复
发了，长期见不到阳光的大棚蔬菜又要遭
殃了⋯⋯

“当前，对气象条件的实时监测、准确
预报、提前预警是应对重污染天气的关键
基础和重要前提。”马学款说。

实际上，霾是气象部门的传统预报项
目。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规定，中国气象
局开展了霾的短时（1—12 小时）、短期

（1—3 天）、中期（4—10 天）及长期（10 天
以上）预报预警，并依托国家突发事件预
警信息发布系统、社会媒体及时发布预报
预警信息。气象部门的霾预警信息已成
为政府启动大气污染应急防治的主要依
据，被社会广泛接受。

为了掌握雾霾动态，全国共有 272 个
PM10、267 个 PM2.5、156 个 PM1 观测站以
及其他主要大气污染物观测站，可对大气
污染物、散射特性等获取逐小时观测资
料。此外，天上有 7 颗风云系列卫星可动
态遥感监测全球和区域大气污染空间分
布、传输扩散规律和发生发展变化，提供
沙尘范围、垂直能见度、气溶胶光学厚度
等 10 类大气环境卫星遥感监测产品。在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还建
设了 11 个边界层垂直梯度观测站，6 部激
光雷达，可动态监控大气污染的垂直分布
和扩散轨迹。

马学款说，从上世纪 80 年代，气象部
门即着手大气环境监测网络建设。目前，
已经建立集地面观测、卫星遥感观测以及
边界层垂直观测、激光雷达、移动观测为
一体，气象、环境要素相综合的多要素、立
体化观测网络。

随着对严重雾霾天气过程的应急要
求越来越高，多部门通力合作势在必
行。马学款介绍，环保部门重点在空气
质量监测和源分析，气象部门则重在污
染气象条件的分析和预报，包括雾霾的
预报预警。气象部门致力于与环保部门
建立完善的沟通交流和数据共享机制以
及区域重污染天气联合会商预报预警机
制，并积极探索重污染天气联合应对机
制。目前双方已联合发布重污染天气预
警，部分省 （自治区、直辖市） 已联合
开展空气质量预报。

除了相关部门积极应对，及时发布雾
霾相关信息外，公众在接收到相关预警
后，也要学会保护自己。专家提醒，霾天
气人们应该尽可能减少出门，取消晨练等
户外活动。出门时，最好戴上医用口罩防
护。N95、KN90 等型号的专业防护口罩
密封性强、孔径非常小，对 PM2.5有很好的
防护作用。室内活动时，宜关闭门窗，使
用空气净化器，待到霾散时再开窗换气。
此外，雾霾天气容易引发交通安全事故，
出行需要更加小心谨慎。雾霾天气时气
压低，湿度大，人体无法排汗，会提高心脏
病的诱发几率，此外，雾霾中的颗粒物还
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造成上呼吸道感
染，对此应该特别注意防范。

如何打破雾霾循环肆虐的怪圈？
本报记者 杜 芳

专家呼吁应专家呼吁应““唤醒唤醒””我国计算科学的发展我国计算科学的发展——

计算科学决定我国信息化未来计算科学决定我国信息化未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董碧娟董碧娟

▶ 2015 年 12 月

28 日，中国气象局专

家介绍我国雾霾发生

发展相关情况。

本报记者 杜 芳摄

周宏仁在第四届中国科研信息化发展研

讨会上呼吁

，我国应重视计算

科学发展

。

本报记者

董碧娟

摄

▲ 2015 年 12 月 28 日，

中国气象局举行座谈会详细

介绍近期雾霾发生发展情况。

◀ 2015 年 12 月 28 日，

中央气象台气象工作人员正

在分析雾霾发生发展情况。

提到计算科学，很多人都会想到世界
超算竞技场上的“猛将”——天河二号。它
在 2015 年国际 TOP500 组织发布的第 46
届世界超级计算机 500 强排行榜上再次稳
居榜首，成为超算史上第一台实现六连冠
的超级计算机。如此“牛”的天河二号是否
说明了我国计算科学发展也十分迅猛呢？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周
宏仁的回答却是：“发展计算科学和高端计
算并不仅仅是一个发展超级计算机的问
题。我国对超级计算机发展比较重视，发
展计算科学则显得力度不够。”

周宏仁介绍，计算科学是一个迅速成
长的、利用先进计算能力去认识和解决复
杂问题的多学科合成的领域。计算科学的
发展取决于 6 大要素：超级计算机（计算能
力）、网络（计算机联网应用）、建模（问题的
数学模型）、算法（编程）、软件（实现模拟计
算）和结果分析（数据处理技术和软件）。

“当然，支配这 6 个要素的是人——计算科
学家，即精于计算技能的科学家和熟悉相
关学科的计算机专家。”周宏仁说。

美国总统信息技术顾问委员会一篇文
章中写道：“虽然以信息技术为动力的革命
正在加速进行，计算科学与高端计算正在
尖端科学、社会科学、生物医学、工程研究、
国防与国家安全以及产业革新方面扮演着
中心的角色，然而，这个国家（美国）却还没
有醒悟过来⋯⋯计算科学的潜力只有较少
的一部分正在得到利用。”

对此，周宏仁感慨，美国是发明电子
数字计算机的国家，也是世界上信息化最
发达、最先进的国家，美国总统信息技术
顾问委员会尚且发出如此的评论，呼吁要

“唤醒”全体美国人，不能不引起我们的
深思。

“信息化向高端的发展——智能化，主
要依托的就是计算科学，各行各业无一例

外。” 周宏仁说，计算科学和高端计算的
发展，不仅决定中国信息化未来的发展水
平，也决定中国科学技术未来的发展水平，
其紧迫性和战略重要性毋庸置疑。

现在，人们经常会听到很多跟“智慧”
有关的新名词，比如智慧城市、智慧商城、
智慧农场等等。在周宏仁看来，这些被冠
名“智慧”的事物并不一定能真正实现智
慧，因为“智慧与高端计算密不可分”。他
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什么叫做真正的“智
慧”：对被研究的对象，如电网、环境、水资

源、交通网络、物流运输等，首先构造其数
学模型，然后利用各种算法和软件，将有关
信息系统（或传感网、物联网）采集的数据
和信息送入模型进行处理和计算，从而得
出最优化的解决方案，对对象进行实时或
非实时的处理和控制，这才是“智慧”即智
能化的实现。

周宏仁认为，发展计算科学要依靠人
才的力量，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大学和
研究机构都需要做出结构性调整，才有可
能培育出跨学科的、高水平的计算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