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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陆琦）7 月 19
日，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
成立 10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多
位院士专家在会上指出，我国空
间天气预测预报从无到有，已成
为航天和国民经济领域不可或缺
的重要力量，但其科学基础仍须
夯实。
“与地震、海啸一样，空间天气

灾害也是一种低概率、高影响的重
大灾害。”中科院院士魏奉思说。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工
庄国京介绍说：“目前，北斗卫星
由空间天气引起多起故障，其中
北斗 -G1、北斗 -G3两颗卫星也
出现了多起故障，影响了正常导
航，原因是当时在研制过程中，对
空间天气可能造成的影响研究不
够。在后续研制中，由于采取了防
护措施，今年发射的北斗二号卫
星至今没有出现由于空间天气所
引起的故障。”

剧烈的空间天气变化可以使
在太空中或地面上的技术系统功
能下降甚至报废，而宇航员的健
康亦受到损害，最终导致国民经
济蒙受损失、国家安全受到威
胁。随着我国以航天、航空、通
信、电力等领域为代表的高科技
迅速发展，发展空间天气业务已
逐渐成为迫切需求。

2002年 6月 1日，中国气象
局成立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
心，承担我国空间天气监测预警、
预报发布和应用服务职责。

10年过去，我国已初步建成
了空间天气监测、预报、服务相结
合的完整业务系统，应用服务取
得了显著社会经济效益。

在很多专家看来，这是出乎预料的。
“10年前，大家都不知道空间天气研究是为谁服

务的。甚至有人提出，搞空间天气是给美国人‘站
岗’。”中科院院士涂传诒回忆，关于中国到底需不需
要发展空间天气业务有过很多争论。“实际上，发展空
间天气，是给中国人自己‘站岗’。”
“但是做好这件事谈何容易。”魏奉思坦言，我国

空间天气事业的发展任重道远。
中科院院士王水说，目前空间天气预报能力相当

于天气预报 20世纪 50年代的水平，尚以经验预报为
主，而数值预报还处在探索阶段，并且诸多物理机制
不清楚，对太阳的探测也须加强。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泽椿也表示，围绕空间天气科
学，数值预报需要进一步发展。
“空间天气能够为经济社会作贡献，因此它不是

纯科学。”魏奉思认为，空间天气研究与地球天气研究
应该实现一体化。“空间天气和其他气象业务配合，可
以实现从太阳到地球表面气象环境的无缝隙监测和
预报。”

据了解，目前，我国空间天气业务产品已形成体
系，具备了对太阳、行星际、磁层、电离层、中高层大气
等关键区域的关键要素作出长期、中期、短期预报以
及预警和现报的能力，形成了系列化的预报产品，能
够开展一系列重要的空间天气保障服务。

在此基础上，专家们建议，有必要发展空间天
气监测的专业卫星，并形成业务化，加快建设和发
展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空间天气业务系统，与社会
用户结合，主动为公众服务，为经济社会和国家安
全作出更大贡献。

7月 21日晚，泰兴市 12岁男孩楠楠
在表姐的陪同下上街，在经过该市鼓楼
中路与长征路交叉路口时，楠楠的手触
到了人行道红绿灯信号杆，瞬间被击倒
在地，目前仍在重症监护室内抢救。其家
属事后找到了交警部门，交警中队一位
领导表示，交通信号灯我们“只用不管”。
（7月 23日《扬子晚报》）

一个细节值得注意，“肇事”信号杆
下方的开关盒，现已被一圈圈黑色的绝
缘胶带“封死”。但马路对面的信号灯开
关盒依然“洞开”。事发当晚，“肇事”红绿
灯信号杆四周并没有隔离设施，下方的
开关盒也没有封闭。
“肇事”的开关盒被胶带封死，但安

全隐患就被根绝了吗？显然没有，并且这
件事情最终由谁出面解决还是一个问
题，交警中队一名领导表示，交通信号灯
我们“只用不管”。那城建部门呢？胶带可
能就是最好的答复。

黑色的胶带表面上糊住了危险，但
充其量只能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采用
胶带来缓解问题，又是一种糊弄思维，出
了问题就用胶带糊上，甚至这种胶带思
维只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程度，
只把暴露出来的问题糊住，而对类似的
问题视而不见。

胶带思维是一种表态主义。事发地附
近居民却表示：信号灯电杆下面有个开关
盒，由于年久失修，开关盒上面的盖子不
翼而飞，里面的电线裸露在外面，风吹日
晒后造成信号灯杆身漏电，之前就曾有好
几位路人被电过。如今问题严重了，糊上了

一层胶带，至少说明相关部门是重视了，是作为了。
胶带思维更是一种扯皮主义。胶带的妙处在于糊上

了，还是能够再揭开的。当利益交错的部门理顺了各种关
系，或许一层“中看不中用”的胶带才能被揭开，实施实实
在在的整改措施。

正所谓神仙打架，百姓遭殃。胶带虽小，问题很大，即
便出现恶性的触电事故，依旧没有挡住相关部门推行胶
带思维的“决心”。而胶带难以控制的各种隐患依旧如达
摩克利斯之剑一般悬在每一个人的头顶。

科学时评

王菘，1990 年、1991年连续两届国际数学
奥林匹克竞赛金牌获得者。这位曾被其教练称
作“像陈景润般的数学天才”，如今依然在中科
院专攻数学，已是有一定名气的数论专家。

不巧的是，由于王菘近期有一大堆的会议
和学术活动要参加，记者没能采访到他。
“可以采访我。”当得知记者想采访奥数选

手时，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综合处小
许毛遂自荐。原来，文科出身的她也曾在高中
时参加过奥数培训和比赛，并获得山东省优秀
奖。

奥数比赛有全国小学数学联赛、初中数学
联赛、高中数学联赛。初赛只要报名都可以参
加，初赛的 10%左右可进入省决赛，初赛的 5%
左右参加省决赛可获一、二、三等奖。

小许告诉记者，他们那一年山东省共有
800多人参加全国高中数学联赛，最终得奖的
也不到 40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
奖 3名、优秀奖 30名。

如果孩子有一张奥数奖状，哪怕是个优秀
奖，也会被家长当成分量极重的“敲门砖”，而
一些重点中学甚至大学，往往也会十分留意学
生手里的这个“硬通货”。

如今说起那段经历，小许仍流露出很强的
自豪感。
“但学奥数，并不代表就要从事与数学相

关的工作。”小许本科转读文科，上了广告学
系；她获奖那年的山东省第一名被保送到南京
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后去斯坦福大学念了商
科。
“与我一同参加奥数培训的同学，他们现

在所从事的行业，像金融、计算机、密码安全
等，还都跟数学关系挺密切的。”林海（化名）曾
是 1998年全国高中数学联赛福建省第二名，
目前在北京市某中学当数学老师。

在他看来，奥数选手从事与数学相关的行
业更有优势。“我们那个奥数培训小组里的大
部分人本科都学了数学。”
“本科选数学专业，倒未必真的很喜欢数

学，只是说因为奥数得过奖，想当然就报了数
学系。”林海的同学陈明（化名）目前在上海的
一家网站担任系统架构师，他认为，像王菘那样
一直留在专业领域的奥赛选手是极少数。
“指望奥数提高国家整体数学水平也不太

现实，就像常在奥运会上拿奖，并不代表我国的
体育水平已经很高。”陈明直言。

奥数的初衷，是要激发青少年对数学的兴
趣，促进创造性的思维训练。通过竞赛达到使大
多数青少年在智力上有所发展、在能力上有所
提高的目标，为少数优秀的青少年脱颖而出、成
为优秀人才创造机遇和条件。

林海学奥数纯粹是兴趣使然，“从小就对数
学很感兴趣，数学一直学得还不错”。

当年，学校老师从班里挑选数学成绩比较
好的学生，小学每个班挑一两个，初、高中每个
班挑两三个，利用课余时间甚至寒暑假组织奥
数培训，不收取任何费用。

刚开始接触奥数的时候，陈明并不知道奥
数是什么，只是感觉很新鲜，“跟平时课堂上学
的数学不太一样，而且参加奥数的都是数学‘尖
子’，满足了小小的虚荣心”。

陈明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接触奥数，一直到
高三没有间断过。“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寒暑
假基本上都在学，但最后也没有保送，多少有
点不值。但如果这部分时间不学奥数的话，可
能也玩掉了。”

跟数学已经完全不沾边的小许觉得，自己
学奥数的投入产出不成比例，不过，她坦言：“也
不是白学的，不经意间就会有作用。”除了运算

技巧，奥数对于培养学生严密的逻辑思维、灵活
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有帮助。

真正出成绩的，只是少数，但奥数对思维的
锻炼却为接触过奥数的人所公认。
“奥数本身不是问题，而是现在对待它的态

度和方式不太妥当。”林海说，他们当时虽然也
有为了加分、保送而学的，但一旦发现自己不是
“那块料”就放弃了。

“现在学奥数的太多了，只要是个初中生应
该都接触过。”林海发现，大部分就是为了升学，
即使孩子不适合家长也要“砸钱”试一试，功利色
彩太重，真正发自内心喜欢数学的比例太小了。

陈明表示，奥数应当吸引的，是那些对数学
有兴趣且学有余力的孩子，通过奥数训练提高
其思维能力。

林海希望家长和学生放平心态：“学奥数不
能太功利，不能为升学择校而学，更没有必要每
所学校、每个孩子都去学，‘全民奥数’反而会影
响学生全面发展。”

作为一线教师，林海对现状很无奈，不过，
他坚定地表示，不会要求自己的孩子学奥数。
“如果他喜欢，我愿意教他；如果不喜欢，我不
会强迫他学。”

本报讯（记者潘希）日前，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医工所陈艳带领研究团队，研制了用于肿瘤细胞基因表达
水平评估的高通量微流控芯片，这一技术可发展成为癌症
的早期诊断和分析的新型技术。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
该领域知名期刊《芯片实验室》上。

微流控技术是在微米级结构中操控纳升至皮升体积
流体的技术与科学，是近 10年来迅速崛起的前沿交叉领
域。在微流控芯片上进行生化反应具有试剂和样品量少、
快速实时、大量样本平行处理、防止样品交叉污染等许多
优越性。

据介绍，此次研发的微流控新技术，克服了传统方法中
工作强度大、分析通量低等缺点，可以同时大批量地对细胞
进行独立的自动化分析，防止了细胞间的交叉污染，并可以
高效地提取肿瘤细胞的基因表达信息。这一全新的“芯片实

验室”技术具有应用于肿瘤早期诊断领域的巨大潜力。
在这项最新研究中，科研人员构建了一种独特的集成

化微流控芯片，针对不同类型的肿瘤细胞进行大规模的单
细胞基因表达分析。单细胞层面的基因表达分析在干细胞
和肿瘤疾病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陈艳团队设计的微型芯片集成了单细胞捕获、裂解、纯
化、逆转录等一系列生化样品处理单元，大小为 5厘米见
方，可通过内置气动微阀实现细胞反应腔的独立寻址，从而
实现单细胞处理与分析整个过程的自动化操控。实验结果
显示，此平台可以实现细胞基因表达水平稳定性的评估，并
通过单细胞水平基因表达分布的模式区分不同类型和不同
阶段的肿瘤细胞。

上述研究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广东省创新
科研团队项目以及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的支持。

科学家研制出肿瘤基因表达高效评估芯片

城市防洪应立足系统规划
姻本报记者 张巧玲
“欢迎到北京来看海！”
7月 21日，北京遭遇历史罕见的大暴雨，

城区许多地方顿时陷入一片汪洋之中，有网友
不禁在网上发出这样的帖子，其嘲讽之意不言
而喻。
此次暴雨不仅导致城市交通几近瘫痪，而

且造成众多人员伤亡。更引人注目的是，近年
来北京几乎每遇暴雨就会发生类似惨剧。
一场场“出其不意”的暴雨灾害拷问着北

京城市安全。寻找城市内涝症结，提升城市排
水能力，多位专家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城市防洪，既要加强旧有管网的改
造，也应立足城市特点进行系统规划。

标准过低是根源

北京 7月 21日遭遇的暴雨，无论降雨总
量、全市平均降雨量，还是城区平均降雨量均
为“历史罕见”。
“暴雨早已超出了北京市地下排水管网的

排水能力。”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所
教授级高工李娜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
李娜介绍，目前北京市的排水系统主要是

采用城市主干管网收集雨水到城市内河，然后
由内河将雨水排入更大的河流中。
目前北京市的管网能力大部分是采用“一

年一遇”的标准，即每日降雨 30毫米左右时，
要求道路上不出现积水。部分重点地区，如天
安门、鸟巢等，采用的是“五年一遇”的标准，大
约是每日 60～70毫米降雨的排水能力。

北京市城市内河的防洪能力相当于“20
年一遇”的标准，个别河流，如潮白河能达到
“50年一遇”的标准。永定河则是按照历史最
大洪水量设计的标准，超过“200年一遇”。
“北京市地下管网的排洪标准还是 20世

纪六七十年代制定的。”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院教授窦以松告诉记者。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程
晓陶则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北京的许多
地下排水管网是逐渐修建完善的，随着城市开
发力度的加大，周边建筑物增多，接入骨干管
道的小管道逐渐增多，使主干管网的负担已远
远超出设计标准。

城市管网改造难度大

事实上，北京城市管网的排水标准过低早
已是有目共睹的事情。李娜介绍，目前北京市
正在制订新的规划，未来的排水标准可能会提

高到“五年一遇”。
提高标准是否就意味着北京市要进行大

规模的地下管网改造？几位专家不约而同地给
出了否定的答案。

程晓陶认为，将北京市的地下管网，尤其
对老城区做大规模的管网改造，工程量大且密
集，对交通影响和投入都会很大。
“基础设施改善不可能一蹴而就。”李娜也

认为。
不过，李娜认为，提高标准是必然趋势。

提高标准后，新建小区等的地下管网可以按
照新的标准进行建设，能提高部分地区的排
水能力。

更重要的是，标准提高后，可以采取许多
其他措施，综合提高城市排水系统的排水能
力，如可通过提高蓄积雨水的能力，为城市河
道减压。

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水电水利规
划设计总院规划部主任顾洪宾认为，遭遇暴雨
后，城市内涝多发生在立交桥下凹处：“那里的
建设不应按普通的排水标准建设，而应设计专
门的标准或规范。”

城市防洪有法可循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李娜等刚刚完成水利

部重点课题“中国城市防洪的现状、问题与对
策研究”。
李娜说，近年来，受到气候变化和城市化

快速发展的影响，城市发生洪涝灾害的确有增
强的趋势，但防止城市洪涝灾害并不是无法可
循，“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办法”。
研究人员发现，目前许多城市都与北京有

类似情况。一方面防洪、排涝，尤其是治涝方面
缺乏总体规划。“许多城市只有排涝或排水的
规划，他们只是治涝规划的一部分。应从降雨
开始，到如何防止城市发生内涝，制定一个综
合的整体的规划。”
另一方面，在防洪的应急管理方面，精细

化预报、预警或预案做得远远不够。比如橙色
预警是什么含义，将要发生的暴雨会带来什么
影响，哪里可以去或不能去等，应该把这些详
细的信息发布到每位城市居民手中。
“当前相比改善基础设施，做好精细化预

报、预警和预案更能防患于未然。”李娜说。
程晓陶认为，今后的城市发展应采取低冲

击的开发模式，即在做城市规划或设计时，尽
量保留城市本身能渗水的地面，保留城市自身
的排涝能力。
窦以松则建议，可以通过配备相应的城市

排水设备，如利用一些移动的排水车，来提高
城市防洪的应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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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死的奥数”系列报道之六

奥数达人今何在
姻本报记者 陆琦

本报讯（记者张楠）日前，教育部正式印发《国家教
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根
据该《规划》，为推进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将成
立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开展高等学校分类入学考
试改革，实行择优录取、自主录取、推荐录取、定向录取、
破格录取等多种方式。

该《规划》提出，有条件地区可对部分科目开展一年
多次考试和社会化考试的试点，并提出将高中学业水平
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有机纳入高等学校招生选拔工作。

就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目标等问题，教育部有关负责
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到 2015年将实现基本普及高中
阶段教育，并且要切实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推
动各地制定非户籍常住人口在流入地接受高中阶段教
育，省内流动人口就地参加高考升学以及省外常住非户
籍人口在居住地参加高考升学的办法。

此外，该负责人介绍，考虑到教育规划纲要发布以
来，学前教育发展的良好形势和各地的积极性，《规划》
将 2015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目标由 60%调整为 65%，学
前一年、两年毛入园率目标也相应作了调整，其他主要
指标与教育规划纲要目标衔接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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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业
“十二五”规划发布

7月 22日，一名工作人员坐在“自动登楼椅”样机上进行演示。
在没有电梯的小区里，老年人每天上下楼很不方便。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信电、工程、创意、计算等分院

的科研人员为此联合研制了“自动登楼椅”，帮助老年人解决“爬楼难”问题。
该课题涉及电气控制、机械设计、人机工程以及创意设计等技术。其安装成本约为每层 1万至 2万

元，批量生产后价格将更低，日常维护也较简单。 新华社记者韩传号摄

在有关奥数是非的议论中，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那些作为学生参加过奥数的亲历者。今天，本报记者就联
系到这样几位“过来人”。他们大多对奥数怀有相当不错的好感，但特别反对以功利的心态对待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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