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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距离

科学咖啡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渺

“数字校园”又出圈了。

鲜活的数字形象奔跑在屏幕上，跑过

草坪，路过教学楼，最终在图书馆前的湖边

长椅上坐了下来；屏幕内外的人同时看着

波光粼粼的湖面，欣赏着“云端”上的虚拟

校园——这是前不久包括中国传媒大学在

内的 4 所国内高校推出的“数字校园”，人

们不用进校门便可沉浸式体验名校环境。

2022 年 6 月，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生曾

搭 建 一 场 兼 具 科 技 感 与 趣 味 感 的 沉 浸 式

毕业体验，引发关注。此次该校的“数字校

园 ”依 旧 由 学 生 创 作 团 队 打 造 ，借 助 绿 洲

启元编辑器，在毕业典礼场景基础上对校

内景物做了更深入的还原，让校园场景飞

上“云端”。

整个项目历时半个学期。如今回忆起

来，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在

读研究生洪天阔感慨，“我们当时去搜集了

学校里最具有特色、最具代表性的校园景

观，这时候我真的感觉到，自己非常爱学校

里的每一个角落，哪里都不舍得放弃。”

作为该项目的辅导教师，中国传媒大

学 动 画 与 数 字 艺 术 学 院 副 教 授 张 兆 弓 告

诉记者，此次的“数字校园”项目，源于“绿

洲 世 界 ”共 建 共 享 计 划 。后 者 是 一 个 集 数

字孪生、社交互动、休闲玩法、品牌合作的

综合性数字体验空间。高校创作团队能够

利 用 可 视 化 资 源 模 块 ，还 原 现 实 场 景 ，或

是将创意想法进行呈现。

在项目逐渐推进的过程中，洪天阔与

导师和同学们不断进行讨论，尽可能使用

最具有校园特色的场景素材，以期更鲜活

地展示出学校中的难忘场景。

“这是大家的中传，要让它呈现出该有

的样子。”主创团队最终决定，放弃一些专

属 于 二 级 学 院 的 建 筑 ，更 加 侧 重 选 择“ 主

楼”“钢琴湖”“图书馆”这些能够代表中国

传媒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他们希望能让每

位中传同仁都感受到，“这是我的中传”，进

而还原一个“最好、最真实的线上校园”。

同 时 ，主 创 团 队 还 加 入 了“ 纸 飞 机 哄

台”“校园打卡点”等交互内容，在复刻校园

的同时，给进入线上校园的“游客”提供一

些游戏性和交互性。

“我们希望后续持续优化和进行设计

方案的迭代，呈现一个更加丰富、更加完整

的虚拟校园。”洪天阔表示。

项目正式上线之后，洪天阔和团队里

的同学们，都“受到了很多小伙伴的关注”，

也得到了大量积极的反馈。“看到大家的评

价，觉得自己做的很多工作、很多努力，都

是很有意义的。”他认为，有这么多同学喜

欢数字校园，是对开发团队的莫大鼓舞。

他也提到，由于之前的疫情影响，有不

少 同 学 没 能 在 课 余 时 间 好 好 地 跟 校 园 合

影，在毕业时也没来得及跟校园好好告别。

主创团队的一大出发点，便是希望利用线

上校园平台，让那些暂时不能亲身回到学

校的同学们，得以在虚拟校园内“云打卡”

“云留念”。

目前顺利留校、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

的洪天阔期待着，去年已经毕业的本科同

学们，有朝一日能够以数字交互的形式，集

体重返校园，补办一场专属于他们的“毕业

典礼”。这也是本次项目为他带来最多的情

感共鸣。

“我相信，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的校

园，相聚都不是一次单纯的活动，而是一份

感情的凝聚。”他说。

张兆弓则提到，“绿洲世界”已经为学

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践平台，中国传媒

大学下一步还将探寻这一“虚拟校园”的更

多可能性：“我们也在设想扩展更多的应用

情境，比如和学生的课业紧密结合起来。”

中传明年即将迎来 70 年校庆，张兆弓

也在畅想，届时能利用更加成熟的虚拟校

园数字技术，为校庆献上一份别出心裁的

礼物。

“数字校园”再出圈 名校“云打卡”

□ 黎刚 刘倩 江桂斌

近日，我国遭遇了
波及全国 15 个省（市、
区）的大范围沙尘天气。
这是我国今年的第八次
沙尘天气，也是我国北
方地区连续第三年遭遇
的大规模、多频次沙尘
侵扰，北方多地出现“口
罩与纱巾齐飞，黄土共
长天一色”的景象。

对于沙尘又来了，开
窗“吃土”的人们不禁有
很多问题：沙尘暴的来
源与成因是什么，经过
多年的植树造林，为什
么依然挡不住沙尘的卷

“土”重来，它对人究竟有
什么样的健康危害，沙尘
暴是百害无一利吗？如
何有效地进行防护？

沙尘暴是指强风将
地面的大量尘土卷入空
中，使空气变浑浊，水平
能见度低于 1 公里的天
气 现 象 。当 能 见 度 在
50-200 米时称为强沙
尘暴，能见度小于 50 米
时，称为特强沙尘暴。沙
尘暴是大尺度环流和不
同尺度的天气系统叠加
所诱发形成的。气象因子
是其形成的必要条件，荒
漠化带来的沙尘则是其
形成的物质基础。

对于生活在北方的
朋友们来讲，沙尘暴从
来不是新鲜物。早在唐
朝时白居易就在《长恨
歌》中写道“黄埃散漫风
萧索”，说明当时的人们
就已经开始“吃土”了。
而生活在北京的小伙伴
们也有着丰富的“吃土”
经验，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就曾将过去的北京称
作“处在沙漠化边缘的
城市”。但随着我国政
府实施植树造林、恢复牧场等一系列生
态修复工程，特别是“三北防护林”的建
设，在固定地面、保护土壤上已取得了卓
越成效，毛乌素沙地甚至即将从陕西版图
上“消失”，1961年至2016年，北方地区的
沙尘暴发生的频率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然而“吃土”民众在细细品尝这几年
卷“土”重来的沙尘之后发现，现如今的

“味道”与之前的不大相同，中间似乎夹
带些跨境“羊蛋马粪”的风味。根据卫星
云图显示，本次沙尘天气起源于蒙古国
南部，在南下过程中，蒙古国沙源与我国
内蒙古沙漠的沙源叠加，最终影响我国
长江以北大部地区，全国陆续有 4 亿人
口受其影响。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区域
性升温与春季尚未完全衰退的冷空气势
力剧烈交汇，形成能够产生地面大风的
蒙古气旋、冷锋等天气系统活动，为沙尘
暴的形成带来了气象因子；人为活动导
致的中亚与蒙古区域严重的荒漠化，为
沙尘暴的形成带来了所需的物质条件是
近期沙尘频发的主要原因。在强烈的不
稳定大风作用下，沙土被卷入空中，并伴
随蒙古气旋和冷锋，通过平流过程输送
南下，其输送高度可达 4000 米以上，在
这样的高度下，防护林也鞭长莫及了。

可见，光自己努力还不够，把成功的
经验和政策分享出去，带动周边国家一
起合作行动才治标治本的关键。

沙尘所带来的健康风险，无疑也是
人们关注的焦点。研究表明，人体呼吸系
统对高浓度沙尘颗粒的急性暴露，可缩
短平均预期寿命，增加心血管和呼吸系
统疾病的发病率，并表现出明显的滞后
现象。除了大颗粒的影响，沙尘中的细颗
粒物（PM2.5）和超细颗粒物（PM0.1）的危害
也不容忽视。由于其粒径较小，能够深入
到人体内循环，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更大。
同时，颗粒物的健康风险与其化学成分
是密切相关的。一般认为，沙尘暴来源于
自然界中的沙尘，与严重雾霾天气中人为
产生的PM2.5是明显不同的。但沙尘颗粒在
远距离传输的过程中，可以作为空气中其
他物质的载体。它所携带的“乘客”可能与
本地的细颗粒物发生复杂的化学作用。同
时，由于颗粒浓度的急剧上升也可能对
颗粒物的毒性效应带来显著的变化。

需要注意的是，沙尘暴虽会对身体
健康造成危害，并对人类的生活、生产活
动造成影响，但同时也具备一定的生态
效益。比如沙尘暴中的颗粒吸附空气中
的污染物质后沉降，可减轻汽车尾气、工
业废气过度积累造成的污染；沙尘可把
酸雨沉降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酸性
物质中和，缓冲土壤酸化过程；沙尘还适
合作水汽的“凝结核”，促进雨滴降落，缓
解春旱；沙尘粒子富含海洋生物必需的、
而海水中常常缺乏的铁和磷，有助于海
洋生物生长，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沙尘本天然，自古已有之。有效的治
理、及时的防护是对待沙尘最科学的态
度。从治理上来讲，需要加强环境的保
护，恢复植被，防止土地沙化进一步扩
大，尽可能减少沙尘源；从个人防护上来
讲，需要在沙尘期间及时关闭门窗，外出
时要戴口罩，护目镜，以免沙尘侵害眼睛
和呼吸道而造成损伤，发生强沙尘暴天
气时不宜出门，尤其是老人、儿童及患有
呼吸道过敏性疾病的人群。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
中心沙尘研究团队成员，刘国瑞、陆达伟
亦对本文有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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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温维娜

天上的星星在说什么“悄悄话”？

一束指甲盖大小的激光可以顶起 100
万个埃菲尔铁塔，是真是假？

肉眼看不到的微观世界到底长什么样？

这些很难回答的问题，通过一个个大

科学装置，可能就可以找到答案。中国科

学院院士白春礼曾把未来科技比作“一个

充满无限可能的魔盒”，在他看来，大科

学装置是一把用来开启未来的钥匙。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不少科技领域

取得的重大成果，也提到我国进入创新型

国家行列。在征战未知科学领域的过程中，

大科学装置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近日，

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

哔哩哔哩共同推出“中国青年说·科学家精

神”特别节目，邀请3位大科学装置建设者在

这里畅聊，看看这群科技版“基建狂魔”有

什么不一样，揭开大科学装置的神秘面纱。

大 科 学 装 置 为 何 能 成 年
轻人“网红”打卡地？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正高级工程师

仲伟业发现，最近来天马望远镜“打卡”

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不少网友在个人账

号上发文称，在上海松江找到了 《三体》

中 描 绘 的“ 红 岸 基 地 ” 里 的 “ 大 锅 盖 ”。

随着“打卡”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开始好

奇这个“相当于 8 个标准篮球场大小”的

“巨无霸”望远镜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

去年，银河系中心的突破性成果——

超大质量黑洞 Sgr A*首张照片发布。天马

望远镜为黑洞成像流量定标与协同观测作

出贡献。一时间，天马望远镜吸粉无数，人们

惊叹这个“大锅盖”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

作为参与建设的青年科学家之一，仲

伟业表示，天马望远镜从 2012 年落成至

今 ， 还 曾 服 务 探 月 探 火 工 程 的 测 定 轨 任

务，未来也将继续脉冲星、大质量恒星、

活动星系核等的观测研究。“天马望远镜

就像深空之眼，能帮助我们看到最真实的

宇宙。”仲伟业说。

在上海，因外形“出圈”的大科学装

置还有位于张江科学城的上海光源。中国

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共青团上

海市委兼职副书记邓海啸常常能在办公区

看到空中飞行的无人机，很多摄影发烧友

都 喜 欢 拍 这 个 外 形 酷 似 鹦 鹉 螺 的 “ 大 家

伙”。在邓海啸眼里，上海光源真正厉害

之处在于，它可以帮助科学家探索肉眼看

不到的微观世界。

邓海啸介绍，上海光源开放运行以来

已执行超过 48 万小时，服务用户超过 7 万

人 次 ， 在 国 际 顶 级 期 刊 CNS 产 出 了 142
篇高水平论文，目前已成为我国服务用户

最多、成果产出率最高的大科学装置。

与前两个大科学装置不同，“神光”装

置与“羲和”激光装置走的是“内秀”路线。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

员彭宇杰是“羲和”的建设者之一，他说，

“神光”和“羲和”可以产生接近太阳内部的

高温高压状态，科学家可以通过这些装置

开 展 聚 变 反 应 以 及 一 些 其 他 前 沿 科 学 研

究。不仅如此，激光驱动的聚变，有可能帮

人类获得永恒的清洁能源。

科技版“基建狂魔”出圈，
“我们拼的是实力”

节目现场，邓海啸谈起上海光源的建

设表现得底气十足。这背后，上海光源始终

在坚持自主创新。

在他看来，这是一个“被逼出来”的故

事。2008 年，在上海光源建设时，其中真空

波荡器因外国公司迟迟不能交货，导致工

期紧张。为了能够按时验收，上海光源工程

经理部当即拍板决定从各个专业组抽调骨

干力量自主研发。

邓海啸至今都能回忆起同事们在实验

室攻关的无数日夜，他们埋头在各种数据

和各种现场中，有时甚至忘了吃饭。终于，

这群当时的青年科研骨干、如今的领军科

学家们“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相应地，我国自主研制的这一关键设

备也已出口到国外。

从毫不起眼到遥遥领先，这样“高科技

出口逆袭”的故事也发生在“羲和”激光装

置建设过程中 。彭 宇 杰 在 节 目 现 场 介 绍 ，

大 口 径 钛 宝 石 晶 体 是 激 光 装 置 所 需 要 的

一 个 重 要 元 器 件 ，在 我 国 成 功 研 制 之 前 ，

也只能从国外购买，甚至要等待两年的交

付日期。

为了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项目团队

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发起科研攻关。最终，他

们研制出这一关键器件，并利用它实现了

国际领先的激光峰值功率。

“好技术研发出来了，不能捂着不让别

人知道。”彭宇杰说，装置成功建设后，很多

的国际同行向他们发出了装置上的实验申

请，他们始终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国际同行。

就这样，中国科学家靠着自主创新的

本事和开放共享的态度，让科技版“基建狂

魔”在国际上打出名号。

一 组 数 据 可 以 佐 证 ：1984 年 ，我 国 开

启了大科学装置的建设，截至目前，我国已

经布局建设 77 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其中的 34 个已建成运行，部分设施已经迈

入全球第一方阵。

他们极少谈“付出”，也从
不因成绩而张扬

在节目拍摄过程中，“付出”一词极少

被谈及。

在仲伟业看来，为实验通宵达旦是最常

见的事。仲伟业负责研制的 Q 波段致冷接收

机，是天马望远镜当时任务书里面的最高频

段。在当时国内没有任何先例参照的情况

下，他们只能通过翻资料、找论文、反复实验

的方法不断摸索求解，常常一干就是到半

夜，但他从来没在团队中听过抱怨的声音。

仲伟业的偶像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天

文学家叶叔华，在天文台上班时，他偶尔会

遇到前来上班的叶叔华院士，看着叶院士

90 多岁的高龄依然奋斗在科研一线，让仲

伟业备受鼓舞，更说不出一个苦字。

叶叔华院士曾说“因为国家需要，纵使

辛苦也要做好”。仲伟业将此作为自己的座

右铭。遇到困难时，他鼓励自己：“前人没给

我们走出路，我们就自己蹚出一条路。”当

Q 波段致冷接收机终于做成的时候，仲伟

业觉得“一切都值了”。

走进上海光机所，很有可能会遇到一

个戴着眼镜的儒雅学者，他是中国科学院

院 士、物 理 学 家 徐 至 展 ，也 是 彭 宇 杰 的 偶

像。彭宇杰曾在笔记本上写下“执着、献身、

攀高峰”七个大字，这是徐至展院士对他们

的教诲。

在彭宇杰的印象中，徐至展就是这七

个字的化身。哪怕他领衔完成的成果，是当

时国际同类研究的最好结果之一，徐至展

也没有因此张扬，依然兢兢业业搞研究，70
多岁的时候还在实验室坚持看文献。

“在他们身上，我们能学到科学家应该

具有怎样的品质，这让我们更能沉下心来，

好好做研究。”彭宇杰说。

如今，已经为人师的邓海啸时常会和

学生们讲起老一辈科学家的故事。在他看

来，不管遇到的科学问题再怎么变，背后的

科学家精神不会变。

去年，邓海啸捧回了第十七届中国青

年科技奖，他说，军功章的背后，不只他一

个人，还有无数像他一样坚持“创新、科学、

奉献”的上海光源人。

科技版“基建狂魔”出圈背后：

看硬核青年如何锻造科研“金刚钻”

科学闪光者

本报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张渺）4 月 12
日是世界航天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守锷书院

师生原创话剧《百 年 守 锷》，在 中 国 航 天 科 工

集团第二研究院职工文化中心上演。这是“北

航 脊 梁 ”工 程 校 园 文 化 艺 术 精 品 项 目 的 再 度

呈 现 ，也 是 航 天 二 院“ 红 旗 讲 堂 ”品 牌 系 列 活

动之一。

《百年守锷》话剧根据屠守锷院士生平事

迹创作，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王甦编剧，中国

艺 术 研 究 院 李 唫 执 导 ，由 北 航 守 锷 书 院 学 生

话 剧 团 创 排 完 成 ，以 学 弟 演 学 长 的 模 式 ，全

面 展 现 了 北 航 建 校 元 老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获 得 者 、航 天 四 老 之 一 屠 守 锷 院 士 空 天 报国

的一生。

“我父母原来是二炮（现火箭军）转业的，

从小就听他们说‘导弹，他们二院管研制，我们

二炮管发射’。今天，带着北航的同学们来到二

院演出《百年守锷》很感慨。”导演李唫说。

“‘洲际导弹检查完毕，请屠总师下达发射

指令’⋯⋯直到所有演员身着白衫向屏幕上的

屠守锷先生鞠躬，我才意识到话剧与屠老的光

辉一生都结束了，而我始终难以从激昂与悲恸

交集的情绪中抽离出来。”北航守锷书院 2022
级本科生章锦川感慨。他认为，屠守锷先生于

他而言，是人生良师，更是精神导师。

据介绍，该话剧首演至今，已累计在北航

学院路校区晨兴音乐厅、北京科学中心等地公

演共 13 场，先后有 310 名同学参加话剧剧组，覆

盖线下观众 6000 余人，在线播放量近 1400 万。

百年守锷：学弟演学长 赓续科学家精神

原创话剧《百年守锷》现场。

任冠宇/摄中国航天科工二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