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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1月 31日，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江苏扬州科技馆，通过参观和体验，学习科学知识，感受科技魅力，丰富寒假生活。

本组图片均由视觉中国提供

寒假感受科技魅力

本报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张渺）有
人把宇宙想象成一个古老的智者。然而，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郭琦团队的

最新研究，揭示出宇宙比想象中年轻，刷

新了人们对宇宙年龄的固有认知。

国际学术期刊 《自然·天文》近日在

线发表了这一重要成果：研究团队利用斯

隆光谱红移巡天发现大质量星系群中，卫

星星系对相对于中央星系有同向运动超

出。这与标准宇宙学模型预测有着显著差

异，意味着宇宙的真实年龄比当前基于宇

宙微波背景预测的年轻。

郭琦介绍，大质量星系群和星系团作

为宇宙中最大的结构，其维里化状态也即

理想气体状态，反映了宇宙演化的状态。通

常，研究者可以借助卫星星系的动力学信

息，推测星系群和星系团的动力学状态。

研究团队借助斯隆光谱红移巡天，测

量了 813个大质量星系群周围卫星星系对

的动力学，特别侧重于其沿视线方向的运

动相关性。研究团队发现，分布在中央星

系两侧的卫星星系对，相对于中央星系的

视向速度偏移，更倾向具有相同方向。

卫星星系对同向运动，通常表征了它

们沿着大尺度结构被吸积的过程。卫星星

系对同向运动的超出，在基于标准宇宙学

模型的数值模拟中也被预测到，但其比例

要远低于观测结果。目前，观测数据相比

于两个数值模拟的预测值，分别出现了

4.1西格玛和 3.6西格玛的超出。

“观测和理论预测之间的巨大差异，

表明在真实的宇宙中，大质量星系群比根

据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推测的形成更晚，

因此也预示了更年轻的宇宙。”郭琦说，

这一结果倾向于支持比宇宙微波背景预

测结果更高的哈勃常数，更接近于近邻

宇宙中对哈勃常数的测量结果，挑战了

目前的宇宙学模型。同时，目前数值模拟

中的重子物质过程偏差也提供了一种可能

的解释。

论文第一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

台谷青，通讯作者包括国家天文台郭琦

和邵实，合作者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和荷兰莱顿大学等多家国

内外单位。

最新研究发现宇宙没那么“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温维娜
实习生 何 萍

在男性研究者居多的计算机领域，夏

培肃女士绝对称得上传奇人物，很多行业

大咖尊称她为“夏先生”。

她曾和冯·诺伊曼在同一所学校深

造，却坚持回国，走上了开拓中国计算机

技术之路，并成功研制我国第一台自行设

计的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107机。

30 多岁时，她协助制定我国科学史

上十分重要的 《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

展远景规划》，计算技术被列为“四项紧

急措施”之首。之后，她还参加了中国科

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筹备和建立。

当年国内没有计算机原理方面的教

材，她就自己编写。翻译相关术语时，反复

推敲，如英文 bit和 memory，被她译为“位”

和“存储器”，这些经典意译沿用至今。

2023年是夏培肃诞辰 100周年，这年

年底，在一些纪念活动的分享中，人们发

现夏先生桃李满天下，培养了 60 多名研

究生，其中 1 人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 人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3 人获

中国青年科技奖。有人称她为“中国计算

机之母”。

哪怕 70 多岁了，她依旧坚持骑自行

车“打卡上班”。

有一个年轻人不小心撞了她，转身就

跑。她的头磕到了马路边，再往上一点就

是太阳穴。但她没生气，只是戏称顺利度

过人生中的一个劫。

当人生的路程走完 80 多个春秋时，

夏培肃的身体已经不能再支撑骑车上班，

甚至耳朵也听不清声音，但她依旧关心中

国计算机的发展情况。

当她的学生、龙芯中科董事长胡伟武

来看望她时，常被她拉着坐在客厅的沙发

里。一老一小，头挨着头，靠在沙发的靠

背上，一个讲着正在研发的 CPU 处理

器，一个认真听着。她说通过固体传导，

能听得更清楚。

她的一生都在围着计算机打转。晚年

时对学生最多的叮嘱就是：“我这辈子最

大的心愿是搞好中国的计算机事业，我们

这代人没搞好，你要搞得比我好。”

她一直关注着龙芯的发展，时不时搜

集媒体上关于龙芯的报道或者国际上

CPU 产业的最新发展，用邮件发给致力

于研究芯片的学生胡伟武。

每当在国外芯片企业工作的亲戚朋友

回来，她都让胡伟武向他们请教国外芯片

企业的管理方法。

在夏培肃从事计算机事业的第 50
年，胡伟武结束了中国计算机“无中国芯”

的历史，并将中国第一款真正意义上拥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命名为“夏 50”。
夏培肃走后的几年里，胡伟武依旧难

忘这位人生中的“恩师”，总是会在不同

场合想起年轻时夏培肃对自己的教诲。

“我们国家还缺什么？需要我们做

什么？”这是夏培肃和胡伟武探讨最多

的话题。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彼时张贴在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内的这八个大

字，也是夏培肃对我国计算机事业发展的

愿景。

在胡伟武眼里，夏培肃是真正的无双

国士。年轻时放弃西方优渥的科研环境和

生活条件，毅然回国；1952 年加入计算

机科研小组，从电机“跨界”到计算机，

瞄准国之所需发起“进攻”，憋着一股劲

儿，成功研制“107机”；从 20世纪 60年
代开始在高速计算机的研发方面做出系统

的创造性成果，解决了数字信号在大型高

速计算机中传输的关键问题……在胡伟武

看来，夏培肃始终心系祖国的发展，这是

年轻一代需要学习的，也是自己努力的方

向。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说：“夏先生是

我的人生引路人。”

胡伟武几乎半生都在为祖国研究芯

片。博士毕业时，他的大学同学一多半去

了美国，收入颇丰；还有一些同学在外企

工作，月薪上万元。而他拒绝了国外教授

的橄榄枝，留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

所，月薪 800元，一拿就是好多年。

他说，这是跟夏培肃学的，“夏老师

一生强调自主创新在科研工作中的重要

性，坚持做中国自己的计算机”。

在夏培肃的教导和鼓舞下，胡伟武于

2001 年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组

建了课题组，开始了自主 CPU“龙芯”

的研制。

夏培肃逝世后的第 9年，基于我国自

主指令系统 LoongArch 的龙芯 3A6000 通

用处理器问世。

在龙芯 3A6000 产品发布会上，当胡

伟武留意到演示文稿上的错别字时，依旧

会习惯性地想：“我写了一个错别字，要

是我的导师看到，要把我骂一顿。”

因为在夏培肃眼里，搞科研是一件马

虎不得的事。

胡伟武回忆起夏培肃时说，她严谨到

“让人受不了”的程度。胡伟武在 1995年
的春末把博士论文交给夏培肃，直至

1996年 2月 29日才完成答辩。在这 8个月

的时间里，这篇博士论文被夏培肃改了

26 稿，不论是学术内容、章节安排，还

是遣词用句，甚至标点符号，都进行了仔

细推敲和修改。

不仅如此，夏培肃还挨个找到答辩委

员会的 10 位博士学位评阅人，要求他们

认真审阅这篇论文，并给出“优、良、

中、差”的明确评价。金怡濂、李未、李

国杰、王鼎兴……这些在国内计算机领域

响当当的大人物，都在论文后留下了“这

是一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的评语。这

篇论文也入选“首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

夏培肃的教育方式总是独树一帜的，

她不赞同学生为了写论文而写论文，她教

导学生说，“发表论文是为了交流，一定

要到会议现场去宣讲”。在科研经费紧张

的年代，她想方设法为学生筹措出国经

费，鼓励他们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让他们

的声音在更大的舞台得以表达。

她曾多次说：“我自己也许不能达到

世界最高的顶峰，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

我给他们做人梯，我给他们铺路，让他们

踩着我过去。”

在谆谆教导学生之余，夏培肃对自己也

时刻保持高标准。“给别人当梯子，自己也要

不断长高，不够高的梯子没人愿意爬。”

1998 年，年逾古稀的夏培肃和中国

科学院院士、著名数学家周毓麟，中国工

程院院士、计算机专家金怡濂一起主办了

题为“高性能计算技术展望”的第九十四

次香山科学会议。会上，夏培肃作了主题

评述报告。这个不到一小时的报告，她筹

备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查阅了大量文献，

并亲自制作每一张报告胶片。直到会议的

前两天，还在对报告内容作大幅度修改。

现在，知道夏培肃的年轻人越来越

少。直到去年 7月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书

记、校长周琪院士在毕业致辞时，哽咽回

忆“中国龙芯之母”黄令仪的新闻爆火，

作为同时代的老科学家，“夏培肃”闯入

年轻人的视野。

人们开始重新了解她出国留学时的初

心——“以后我们回来建设新中国”；她

为表明“中国人有能力、有志气设计和研

制自己的计算机”，勇闯科研难关；她一

生甘为“人梯”，后人评价说：她为计算

机事业培养学生的影响，远远超过研制

“107机”……

2023 年 12 月，在夏培肃诞辰 100 周

年之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学院在

西校区第三教学楼东北角为她立了座雕

像，他们说这座“丰碑”不仅是为纪念先

驱，更是为了启迪未来。

夏培肃：为中国“芯”甘为人梯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瑞璇
记者 邱晨辉

“睡光板床可以治疗腰椎病”“身份证

会被手机消磁”“电水壶烧的水损伤神经

还致癌”……在刚刚过去的 2023 年，这

些在网上流传的所谓“科学说法”，你是

否还深信不疑？

前不久，北京市科协、北京市委网信

办主办的“智止流言 探求真知——2023
年度‘科学’流言求真榜”正式揭晓，中

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多位专家，请他们

梳理并解读过去一年广为传播的“科学”

流言，帮助公众明辨是非。

民间“秘方”陷阱多

你是否自小就听家里老人说睡光板床

对腰好，并形成了这样的认知？2023 年

度“科学”流言求真榜揭晓当天，播放

了一则采访视频，从中可以看到，10 位

受访者中有 9 位都持此观点，受访者表

示这些都是老一辈告诉他们的“常识”，

并且真的有老人常年坚持着睡“光板

床”的习惯。

“睡光板床可以治疗腰椎病，这种说

法是非常错误的。”北京积水潭医院急诊

科主任医师赵斌说。他告诉记者，很多人

都有一个误区，认为“硬板床”就是指硬

床、光板床。其实，硬板床是相对于欧美

人习惯的软床垫而言，硬板床不是指硬

床，更不是光板床，在其硬板上还要铺若

干垫褥。

为打破这一流言，赵斌在工作人员的

配合下开始现场演示。“我们可以看到人

体正常脊柱生理结构有四个生理弯曲，即

颈曲、胸曲、腰曲和骶曲。”随着赵斌的

指引，记者看到，躺在硬板床上的工作人

员的颈椎、腰椎下面都是悬空的，赵斌表

示，这样的姿势过度依赖肩、髋支撑，不

仅不能缓解腰痛，还会造成脊柱扭曲。

“床垫太硬，有前面这些问题；过软

的床垫，又不能提供适当的脊柱支撑。所

以要选择软硬适中的床垫，床垫不能硬到

不变形，也不能变形太大。”赵斌说。

如何选择恰当的床垫？他告诉记者，

要记住“3:1原则”：3厘米厚的床垫，受

压时下陷 1厘米，10厘米厚的床垫下陷 3
厘米，这样的比例软硬适中。

在他看来，缓解腰痛并不是一件简单

的事情，日常的保养和康复锻炼、避免过

度使用腰椎、出现问题时积极应对，都是

缓解腰痛的重要环节。“不要幻想换一张

床或者换个床垫就能彻底解决问题。”赵

斌说。

2023 年网上还出现这样一种说法：

由于电热水壶属于不锈钢材质，里面含有

锰元素，在烧水的过程中锰元素会析出。

长期摄入，会损伤神经甚至致癌。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的检测结

果显示，电热水壶烧水并没有锰元素的

析出。

为什么流言与实验结论相反？北京市

科学技术研究院分析测试研究所 （北京市

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研究员张梅告诉记

者，尽管电热水壶内胆的制作材料中含

有锰，但其以致密组织形态存在，长期

使用不锈钢烧水壶导致锰中毒的可能性是

极小的。

什么才是挑选热水壶的正确方式？她

表示，不管购买哪种类型的热水壶，都需

要看产品的标识是否齐全。

“例如购买不锈钢热水壶，应选用

304 不锈钢、 316 不锈钢等食品级不锈

钢 ， 或 是 带 有 ‘ 执 行 标 准 GB9684-

2011’或‘食品接触用’标识字样的电热

水壶。如果购买玻璃热水壶，应选用高硼

硅玻璃，其性能稳定、材质安全，且不易

生成水垢。在购买陶瓷电热水壶时，建议

最好选择壶内壁并无颜色与图案的款式，

避免重金属等有毒元素析出带来的中毒风

险。”张梅说。

“科学”流言往往就在身边

不少人认为，相机像素越高，拍出来

的照片越清晰，这已经成为一种“常

识”，但往往是生活中的一些“常识”，在

传播过程中更容易出现误差，形成流言。

“比如，单反相机的像素不一定有手

机的像素高，但是根本不影响单反相机比

手机拍得清楚。”北京交通大学物理科学

与工程学院副教授陈征告诉记者，相机成

像效果由镜头和机身共同决定，相机像素

与照片清晰度之间的关系并不绝对相关。

流言求真榜揭晓当天，陈征在现场

做了一个实验。他准备了两个大小不一

的 CMOS 模型，“这个就是相机的主要

元件——CMOS，我们的图像都会通过镜

头照射在这样的东西上”。陈征介绍，如

果将每个像素比作一个人，分别站在这上

面。在同样是 1200 万像素的情况下，站

在小 CMOS 模型上显得拥挤，但是站

在大 CMOS 模型上更松快。“像素之间

‘松快与否’，就决定了照片清不清楚。”

陈征说。

他举了一个拍摄月亮的例子：如果想

把月亮拍得比较清晰，首先需要一个长焦

镜头，镜头焦距越长，分辨细节的能力越

好 。 再 配 合 一 个 高 像 素 、 大 尺 寸 的

CMOS 探测器，提升相机的分辨能力，

就能拍摄一张很清楚的月亮照片。这个过

程中，所谓的“高像素”只是决定照片清

楚的因素之一。

身份证里有磁条，和手机贴着会消

磁？这是一条 2023 年传播较广的“科

学”流言，生活中不少人将身份证与手机

分开来放，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身份证“被

消磁”。

在北京邮电大学集成电路学院特聘副

研究员张博看来，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流

言。“目前广泛使用的第二代身份证，采

用的是无线射频识别技术，内部根本没有

磁条，也就不存在被手机‘消磁’的情

况。”张博说。

在现场，他进行了一个演示：用强光

手电筒照射身份证内部，照射下能看到一

个小阴影和环绕周围的线圈。张博告诉记

者，小阴影是身份证中的芯片，也是身份

证的核心部分，负责存储和传输姓名、住

址、照片以及指纹等个人信息。

“当我们‘刷身份证’时，身份证中

的线圈通过电磁感应获取能量，为自身短

暂供电，完成一次信息交换，阅读器读取

信息并解码后传输到数据处理系统，就完

成了一次身份证核验。”张博说。

据 他 介 绍 ， 身 份 证 采 用 的 是

13.56MHz的射频识别技术，手机的通信

频率在几百到几千 MHz，现在的 5G以及

未来的 6G工作频率会更高，“工作频率不

同，相互之间就不太可能会有影响”。

张博解释，身份证会出现消磁的问

题，一般是因为芯片或线圈损坏造成的。

他提醒，在使用身份证的过程中，要避免

扭曲，重压或者放置在高温下，以防芯片

和线圈受损。

“很多时候，一个实验便可粉碎流

言，带你走出误区。而今天我们用到的实

验器材，大多都是身边触手可及的物品。

其实科学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它体现在我

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张博说。

小心！远离身边那些“科学”流言

本报讯（李雪娇 张
欣驰 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王烨捷）日前，2023 年

度“一健康基金”颁奖仪

式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举行，恰逢“一健康基

金”创始人、中国工程院

院士闻玉梅 90 岁生日，

在场师生共同见证这一温

馨而意义非凡的时刻。

“一健康基金”由闻

玉梅院士、宁寿葆教授夫

妇于 2013 年 1 月 16 日发

起成立。当时，闻玉梅

80 虚岁。对于自己的生

日，她提出“不收礼”，

也“不出书”。

“我年纪大了，不想

摆寿宴收礼品，只希望发

动大家捐赠‘一健康基

金’，鼓励年轻的教师和

学生投身跨学科的综合性

医学研究，让国家的‘一

体化健康’事业一脉相

承。”闻玉梅说。此后，

她与丈夫宁寿葆教授一

起在复旦大学发起成立

了“一健康基金”，夫妇

二人以个人名义捐赠 50
万元并启动该基金，用

于奖励在微生物、传染

病、公共卫生、药学等

领域为“一体化健康”研

究与教学做出突出成绩的

学生和教师。

多年来，闻玉梅默默

无闻地为基金持续注入善款，在刚刚过

去的 2023 年，她又用自己积攒的 50 万
元设立“一健康”老年医学项目。近年

来，“一健康基金”积极关注健康老龄

化，和华山医院老年科等合作，资助了

一系列“一体化健康”理念指导下的老

年相关研究项目，鼓励年轻人开展创新

研究，助力人民健康，贡献更多新知。

在基金成立 11 周年之际，闻玉梅

提出了自己的愿望：“未来希望‘一体

化健康’在学校、社会甚至全国得到重

视，不只是在医科，在公共卫生，在文

科甚至哲学理论等方面得到更多关注，

让‘一体化健康’的理论和实践得到进

一步推广，希望多一点爱、多一点健

康，让人类走上幸福之路。”

“对我而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对社会作贡献！”颁奖典礼现场，闻

玉梅回顾了自己创立“一健康基金”，

以及联合创办国际医学期刊 《新发病原

体与感染》 杂志 （EMI） 的心路历程。

她说：“做任何事，只要是为国家、为

百姓着想，只要付诸努力，都能取得

成功！”

闻玉梅说，自己小时候得到父母的

支持，成长过程中又得到学校、老师和

社会各方的支持，“我在这里感谢大家，

如果没有大家的支持，‘一健康基金’就

走不到今天。如果基金支持的青年人能

在未来做出一些成绩，我就感到非常欣

慰。未来的希望都在你们身上，希望年

轻人可以踩着我的肩膀成长！”

目前，该基金常规年度奖励包含优

秀本科生奖、优秀研究生奖、优秀教师

奖。另有 《微生物与感染》 优秀论文

奖、病原生物专业新生奖，以及 2014
年度为奖励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

的专家设立的特别奖，2020 年度为奖

励抗击新冠疫情设立的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特别奖。 10 余年来，获奖师生几

乎覆盖了上海医学院所有院系专业及临

床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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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科学

闻玉梅院士切生日蛋糕。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供图

往大质量星系群中掉落的星系。红色区

域为一个大质量星系群，黄色圆圈里的为正

沿着大尺度纤维状结构掉落的星系，它们相

对于中央星系沿相同方向运动。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供图

科学闪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