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观

本报记者 朱平 通讯员 祝姚玲

睡眠，一件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事。但
在孩子们的世界里，睡眠不仅仅是休息，还
是成长的营养剂、大脑发育的“加油站”。

你知道吗？全球竟有20~30%的儿
童，因为睡眠障碍而夜夜难眠。这可不
是小事一桩，它可能与自闭症、多动症、
发育迟缓等神经发育疾病息息相关。

“很多人觉得人年纪大了睡不好，童
年时期的睡眠都超级好，其实并不是这
样。”浙大儿院康复科主任李海峰表示，
孩子的睡眠障碍，真实存在。最常见的
表现有夜醒、入睡抗拒、睡眠拖延、睡眠
焦虑等，具体症状有夜间睡眠时常常醒
来，不能持续整个晚上睡觉，在上床后难
以入睡，或是迟迟不肯睡觉等。

由于儿童睡眠障碍与脑发育疾病高度
共患，有研究发现，自闭症患儿的睡眠障碍
发生率约为34~89%，多动症患儿的睡眠障
碍发生率约为25~85%，智力发育障碍患儿
的睡眠障碍发生率高达44~86%。

针对存在睡眠障碍的儿童，今年 2
月起，李海峰所在的康复科开展了睡眠
干预的临床实践，6 个多月里，已有 30
余名患儿参与治疗，涉及的病种有多动、
自闭、抽动、智力发育不足等，大概有 20
余人收到了明显的干预效果。

既然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都支持
“睡眠+脑发育”干预，有利于治疗儿童
神经系统疾病问题，能不能专门开设一
个门诊，方便存在这方面需求的家庭？

医学专家们想到了把理论研究、技术
创新和医疗结合起来。近日，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开出了新型门诊：睡眠
与脑发育特需门诊，由浙江大学求是讲席
教授、儿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欧洲科学院
院士（MAE)马大青领衔的围术期医学、
神经科学和系统医学研究团队负责。

马大青教授表示，这个门诊不仅关
注并解决儿童睡眠问题，还整合了儿童
脑发育的综合诊疗策略，形成睡眠与脑
健康多模式诊疗的一体化闭环系统，运
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和丰富的临床经
验，采用多模式、阶梯式和个体化的诊疗
策略，为孩子们提供全方位的睡眠评估
和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浙大儿院党委书记舒强教授表示，
脑科学是探索人类思维和行为之源的前
沿领域，也是治疗神经疾病、推动医学进
步的重大难题。此次睡眠与脑发育特需
门诊的开设，汇集康复科与围术期医学、
神经科学和系统医学研究团队两大顶尖
团队，是浙大儿院脑科学研究在临床上
的重大实践，众多失眠、脑发育迟缓的患
儿将在这里找到新的治疗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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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自然》杂志网站日前报道，近
期肆虐北美西部大片地区的山火不仅规
模大、蔓延迅速，且引发了“火积雨云”。相
关研究人员表示，随着全球变暖，由类似
积云引发的灾害现象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2023年之前，全球最高纪录是一年
发现 102 起“火积雨云”现象，其中 50 起
发生在加拿大。然而，去年仅加拿大就
报告了140起“火积雨云”现象。今年截
至目前，加拿大“火积雨云”数量也高于
正常水平。随着全球变暖，炎热、干燥、
多风的天气更加普遍，森林也变得更加
干燥易燃。预防这些极端火灾关键在于
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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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的查探下，地下深至 60 米，
横向精度亚米级，各类空洞、干洞、岩溶
等地质灾害隐患都一目了然。”近日，在
杭州叙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叙简科技”）的测试场地，记者见到
了这款神奇的工具——一辆 1 米长的
银色小车在拖曳车的牵引下缓缓开过，
电脑上便实时显示这段路面的地下结
构数据。

令人惊喜的成果来自历经近6年的
联合攻关。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大学
教授林君科研团队联合叙简科技技术团
队自主研发了我国首个“车载拖曳式瞬
变电磁道路地下隐患探测技术及装备”，
并申请近 20 项发明专利，发表了 18 篇
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填补了我国
相关地球物理勘探仪器设备的空白。

“该项技术的应用给排查道路隐患
装上了‘透视眼’，可以有效地保障道路安
全。”叙简科技董事长金国庆说。

给城市地下空间做“CT”

长期以来，我国地球物理勘探仪器
设备一直被国外垄断，高端设备国产化
和技术超越已刻不容缓。

2002 年，受医学核磁共振成像原
理的启发，林君萌生了通过给地球做

“透视”，寻找水源的念头。“给地球做
‘CT’要比医学 CT 难很多”，尽管后来
他一直发出这样的感慨，但这也是他
发起挑战的意义所在。林君在核磁共
振找水仪的设计过程中引入联合波
场，使它突破了世界上唯一商品化的
法国产品的探测深度，并提高了探测分
辨率和抗干扰能力。

2010 年 4 月 21 日上午，云南省陆
良县小百户镇兴隆村。数百名村民守
在一口钻井旁，等待着清水从地下涌
出。这里，已经大半年无雨。处处无水
可用，生产生活几乎停滞。

在科技部指派下，林君率领的找水
专家组带着当时最先进的核磁共振找
水仪，要进山帮忙找寻地下水。老乡们
放下手里的农活从家里走了出来，帮助
团队抬装备上山，装着热乎乎的腊肉炒
饭送到野外工作现场。

不到一个月，这支队伍为受灾严重
的旱区探寻出 15 处地下水源，选定打
井位置 9 个，为当地百姓带来了生活的
希望。

林君常说，“我们的研究一定要真
正解决国家重大需求。”他反复强调的
聚焦国家所需，也成为团队成员的共同
追求。

早在 2018 年，研究团队就将目光
投向城市地下空间有关的电磁探测技
术，目标测深范围 0~200 米，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大仪器研制项目资助。

近年来，伴随城市化建设的飞速发
展，城市地下隐患因其特有的隐蔽性和
技术发现手段不足，越来越难以被事前

发现。以杭州为例，其属冲海积平原，钱
塘江两岸的土壤大部分都是粉沙和粉
土，出现水作用后，粉沙和粉土就容易被
水带着流动，进而形成流沙出现空洞，如
果不加以重视，很可能形成地质事故。

防控这一点，关键在于“超前探测
和预报”，防患于未然。

是不是可以探明城市地质条件和
地下空间资源特征，构建地下地上一体

的“透明城市”？已在杭州工作 20 多年
的金国庆一下子想到了已在城市地下
空间探测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的林
君院士团队。为了解决道路地下隐患
预警难题，金国庆回到母校，与林君院
士团队协商达成了“产学研一体化”合
作意向，并成立了吉林大学-深蓝感知
公共安全技术联合研发中心。合作从
此开始。

让看不见的世界看得见

“现有地质雷达探测深度主要为
0～5 米，对更深层次的地下重点建设
区域，尚没有更高效的勘察和检测方
法。”金国庆告诉记者，这种探测方式有
点像医生给病人做 B 超，胜在方便，但
是对于深层次的病灶无可奈何。

团队研发的小型化拖曳式瞬变电磁探
测技术深度最高可达60米，是传统技术的
12倍以上。“它将帮助我们装上‘透视眼’。”
他说，该技术更像是核磁共振，使得深层空
间的空洞等地质灾害风险可以一览无余。

如同四亿年前，古鱼爬上陆地，演化
过程中的磨练一般。新技术与现实应用
相撞，难免遇到问题，如何化短板为优势？

城市电磁干扰是当前所有探测技
术遇到的最大难题。相较于安静的地
下世界，现代城市发出的电磁“嘈杂”就
喧嚣得多了。即使是拔掉插头的电动
牙刷，发出的电磁信号都可能盖过地底
传来的“耳语”。

别看这辆小车的外表简单，团队别
出心裁在它的外壳、轮子等位置均使用
了抗干扰性强的特种材料，“不着一缕
金属衣”。这样一来，设备好比是装进
了安静的小黑屋环境中，能够更加清晰
地“听”到来自地下的电磁信号。

当然，与电力有峰谷电价类似，电
磁信号的干扰同样随着人类的活动而
变化。“一个更加朴素的方法是，若是城
市电磁干扰依然强烈，我们会在夜晚八
点以后进行作业。”金国庆说。

将小型化的瞬变电磁系统与拖曳
车组装在一起，让设备动起来，也是其
一大特点。传统的瞬变电磁系统是定
点式勘探，限制了该方法进行大面积地
质普查的探测效率和横向探测分辨
率。由拖曳车牵引的设备，在保证成像
清晰的前提下，最高可以实现 20 公里
每小时的速度，使用寿命达 10 万公

里。也就是说，它一小时可以完成 20
公里的地下测量。而当不需要使用设
备时，拖曳车上的机械臂便会启动，将
其收纳回拖曳车的后备空间。

地下地上一体的“透明城市”，需要
新技术具有快速成像与识别功能。让
看不见的世界看得见，该技术形成的孪
生数字地下城市引人注意。

“这样可以充分挖掘地下的应用，
像地铁建设、隧道盾构等。”金国庆介
绍，可以实现实时监测的孪生数字地下
城市，将为高效安全的地下空间开发提
供准确的地质数据，团队研发探测仪器
也是基于未来发展需要而进行的。

在多座城市进行服务测试

有了技术还不够，没有经过实际的
测试，终究只是纸上谈兵。实战的机会
很快就来了。

今年5月，在持续一天的强降雨后，
某高速的一段路面出现了一段长 30 余
米，宽22厘米的裂缝。它会不会是地下
空洞造成的，会有塌陷的风险吗？

技术团队随即奔赴现场，进行检测。
随着设备缓缓在路面上开过，不到一个小
时，团队便得出了结论：推测存在较大空
洞的可能性较小。这与另一支团队使用
其他定点式物探设备的结果基本一致。

“地下就像是一座死火山，如果空
洞不会继续扩大、影响地质，进行路面
修复就能继续通车。”金国庆表示。

近年来，“车载拖曳式瞬变电磁道
路地下隐患探测技术及装备”获得了多
地认可，陆续在长春、银川、南京、杭州、
深圳等城市进行多项商业服务测试。

一个月前，在专家评审会上，院士
专家对新技术给出一致意见：国际水平
领先，填补国内空白。

“希望未来在全国的高速公路、中
心城区的市政道路都能有该技术的身
影。”金国庆充满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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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科
研团队利用我国风云三号D星观测数据，
并结合多源地基观测，精确量化了2020
年至2022年间全球生物质燃烧碳排放。
相关成果日前在国际学术期刊《地球系统
科学数据》在线发表。

研究显示，2020 年至 2022 年间，全
球年均生物质燃烧碳排放量高达 25.9
亿吨，生物质燃烧碳排放在时间和空间
上存在显著差异。该研究为精细量化
全球生物质燃烧碳排放对大气二氧化
碳浓度变化的影响，提供了新的途径和
方法，为生物质燃烧合理管控提供了科
学依据。 （据新华社）

全球生物质燃烧
碳排放被精确量化

这几天，随着杭州局部雷暴雨增
加，一波波绝美晚霞在不少人的朋友圈
占据C位。

高温和雨天，每年入夏以来，大家
都格外期待清晨和傍晚的天空。大片
大片或团状或絮状的云朵，粉嘟嘟、红
彤彤的，怎么拍都不过瘾。如果这天有
火烧云，绝对可以成为夏日消暑的一大
慰藉。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份
从古至今，大自然所带的“瑰丽浪漫”是
怎么来的？近几天的“高温模式”，是开
启火烧云绚烂的钥匙吗？为此，潮新闻
记者采访了浙江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
师毛燕军。

什么情况会产生“火烧云”？
火烧云，其实是大气变化的现象之

一，通常指的是出现在日出或日落时的
赤色云霞。

毛燕军介绍，火烧云的形成，是阳
光透过厚厚的大气层，被大量的空气分
子散射。不一样的太阳光斜射云层会
产生不同的颜色。

比如傍晚时，拥有红橙黄绿青蓝紫
七色的太阳光，会穿过云层。在这场

“光的旅行”中，因为云中悬浮的水滴或
者斜射的角度不同，青、蓝、紫等其他颜
色因为波长较短会相继“走散”，红色、
橙色光等波长较长的光，相对“坚强”，

被减弱最少的光，被保留下来照射在天
空、云层上，形成了鲜艳夺目的彩霞。

太阳天天上山下山，为何火烧云却
不常有？毛燕军表示，我们肉眼能看到
火烧云，也是需要天时地利的条件的，
首先当天的云层不能太厚，足够太阳光

穿透，此外，也需要大气中含有适量的
水汽。

这也解释了为何夏天短暂的降雨，
会让火烧云变得格外绚烂。

不少摄影爱好者会在网上通过预测
信息，提前预告当天是否会出现炫丽晚

霞。毛燕军表示，大家要看实时、定点的
天空云层情况，或是大气水汽情况，“这
些信息可信，但也不一定完全准确。”

“其实朝霞晚霞一年四季都有，并
不是夏天的特产，但在夏天可能会更常
出现。”毛燕军补充道，因为夏季阳光充
足，炎热也会利于地面的水汽往高空对
流，形成层积云；同时夏季雷雨天气更
多，在雷雨之后的日落前后，充足的水
汽也会给晚霞带来有利影响。

有谚语流传，“早烧不出门，晚烧行
千里”，就是说早上看到朝霞，意味着今
天要下雨，晚上的晚霞则可能表示第二
天是个好天气。毛燕军也认为，这有一
定的科学依据。因为早烧表示西边的
天空已经有云存在，天空状态并不稳
定；傍晚出现火烧云，则表示西边的上
游地区云层已经消散，笼罩在本地上空
的雨云即将东移。

“但这仅适用于大众对天气进行短
时间的预测。更准确的预测则需要进
一步的科学观察和数据监测。”毛燕军
说道。

专家科普“火烧云”——

雷雨过后，为何频现绝美晚霞
本报记者 林辰辰

科技速递

【开栏语】在生命的旅程中，医学

是治愈之光，亦是人文关怀的体现。

我们聚焦生命健康前沿，关注病房

内外的暖心故事，以温情和尊重的

视角，讲述我们共同的“生命观”。

金国庆（右二）与团队在调试设备。 受访者供图

林君院士（右一）和团队在野外开展测量工作，并调试仪器系统。 受访者供图

车载拖曳式瞬变电磁道路地下隐患探测技术及装备。 受访者供图车载拖曳式瞬变电磁道路地下隐患探测技术及装备。 受访者供图

杭州的“火烧云”。 视觉中国供图杭州的“火烧云”。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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