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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的
珠峰北坡冰塔
林（5300米）

高登义摄

飞机上“不起眼的针”
姻张宇宁

在航空领域，因皮托管主要用于测量飞机
的速度，一般被称为空速管。对于空速管，其实
大家并不陌生，很多战斗机前端非常突出的、
类似于针状的结构便是空速管。空速管的形式
和布置受到飞机整体设计中众多因素的影响，
包括飞机的气动布局、机载雷达布置、隐身性
能、结构强度等等。本文主要介绍战斗机和民
航客机的空速管及其演化。

我军的歼 6战斗机头部有一个非常长的针
状部件便是空速管。一般空速管会布置在战斗机
的最前端，这样测速较容易进行，测量结果也最
为准确。在战斗机的其他部位，因受到周围气流
扰动、战斗机飞行姿态等因素的严重影响，测得
的速度值存在较大的波动，不易测准。

歼 6战斗机的空速管之所以很长，是为了避
免战斗机周围大气流动中的扰动对测速的干扰。
因为该型号战斗机采用的是机头进气的方式，空
速管便布置在机头的下方部位。另外，当歼 6战
斗机停靠在机场时，该空速管可以折起来以方便

停靠并节省地面的空间。较长的空速管需要很高
的结构强度以满足高速飞行，这对于飞机的重量
也会造成些许的影响。

同时代的其他战斗机，例如米格 19-S，也
采用了类似的空速管布置方式。值得一提的
是，因为在设计过程中的一些变动，歼 6 战斗
机早期型号的空速管并不是在头部，而是在右
侧机翼的尖部。这些细节可以在北京的中国航
空博物馆里看到，该馆展示了若干架已退役的
歼 6战斗机。

之后我国战斗机的空速管经历过多次的迭
代和变换。1984年，成功完成首飞的歼 8II战斗
机采用了机头锥空速管的形式。该飞机采用两侧
进气的布局，是当时较为先进的机型。2001年 4
月 1日，在海南岛专属经济区上空发生的我国与
美国军机空中相撞的事故中，我国的海军航空兵
便派出了两架歼 8II战斗机，执行对美国军机的
监视和拦截任务，其中一架在与美机发生碰撞后
坠毁，飞行员王伟牺牲。

我国当前的主力机型歼 10 的多个衍生
型号的空速管均采用了机头锥部的形式。该
飞机属于第四代战斗机，单个引擎驱动，具备
全天候、多功能的作战能力。
民航客机一般均会配备一个或者多个空

速管以保证飞机运行过程中测速的准确性。如
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生产的 A330客机，是在飞
机头部布置多组空速管及其他各种类型的传
感器。与战斗机较长的前置空速管相比，民航
飞机的空速管显得更为小巧。这是因为战斗机
飞行速度更快，其所受到的气流扰动更大。

从空速管的演化中，本科生可以体会以下
几点。

系统工程。空速管作为飞机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型号、布置方式、材料等均要服从飞机的
整体定位及设计要求。因此，我们看到不同的
战斗机因为作战定位不同，其装备的空速管也
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除了以上讲的空速管
相关内容之外，隐身性能实际上对空速管的布

置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小见大。虽然空速管看起来是飞机上一

根毫不起眼的“针”，但实际上其中也同样蕴含
着丰富的科学道理和故事。尤其值得一提的
是，因为空速管的问题导致的航空灾难或者航
空事故已经有多起，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值得
高度重视！因此，在本科学习阶段，同学们应秉
持求真务实的精神将所学到的各类知识掌握
扎实，以便后续能够活学活用。

贵在坚持。因为航空领域对于测速精度和
安全性能要求的提升，空速管的演化和不断革
新无疑展示了科学家和工程师在此领域长期
不懈的努力和探索。所以，做人做事难得的是
将好的品质和习惯予以长期坚持，做科学研究
亦是如此。众所周知，很多知名学者均是围绕
自己感兴趣的学术领域坚持了几十年甚至一
生，一直保持着对未知世界强烈的好奇心，并
孜孜不倦地努力探索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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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忽视疫情引发的“精神危机”
姻王元丰

近日，联合国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与精
神健康状况的简报（以下简称报告）指出：疫
情不仅损害人的生命和身体健康，同时，也给
人的心理和精神带来严重的影响，并导致相
关的疾病。

联合国发布的数据显示，疫情导致心理压
力增加的人群比例在中国为 35%、伊朗为 60%、
美国为 45%。

或许一些人对这些数据没有感觉或者有
疑问，觉得没那么严重吧？可我作为一个 19
岁孩子的爸爸，这几个月亲身经历了孩子从
疫情开始情绪平稳，到疫情三个多月后睡眠
极差、情绪非常不好的糟糕过程。而且，我也
看到身边不止一个朋友和同事的孩子出现类
似的问题。显然，疫情带来另一个入侵人精神
和心理的“病毒”，并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负
面影响。

报告警告：新冠肺炎疫情正引发心理健康
危机！这不是危言耸听，联合国这次做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让全世界的人清醒地
认识到，病毒带来的另一场战役仍需要人类社
会共同应对。

报告还指出，疫情对几类人群影响非常
显著。

首先，对于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以及其他相
关工作者，其心理问题比其他领域的人更加突
出。他们经常面临生死的考验，承受各种各样
的痛苦，这已在他们心里产生了负面影响，尤
其在疫情减缓之后，精神和心理问题更容易暴
露出来。

正如不少美国电影和小说反映的，美国军人
在战后出现战争心理创伤问题。二次世界大战后
有 30%左右的军人出现战争创伤的心理阴影，伊
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约 10%—20%的军人亦如
此。所以，这次疫情之后，对于那些“白衣天使”，
应在荣誉与奖励之外给予更多关注。

其次是老年人、妇女和青少年更容易受到
传染病携带的“心理病毒”攻击。

老年人平时生活中相对孤独，较少与人交
流，精神和心理本来就可能受到困扰，叠加疫
情，很多人的心理问题更加凸显。

而妇女由于社会和生活分工，照料家人的
时间更多，在工作中较男性处于弱势，正常情
况下心理困扰也较大，疫情的出现对她们构成
更大的挑战。

此外，学生和青少年群体受疫情影响更为突
出，他们的精神和心理问题需要特别关注。

疫情导致全球 12亿左右的学生无法到学
校正常就读。在中国，2.76亿入园儿童、中小学
生和大学生、研究生自寒假后几乎全部隔离在
家，无法到校园接受教育。虽然有在线教育，但
是对学生们而言，长期的在线网课替代不了在
校园与老师和同学面对面交流获得的心理满
足和安慰，长期居家反而导致不少学生与父母
关系紧张。所以，这次疫情对青少年心理的负
面影响是很大的。

报告显示有 35%的中国人心理压力增大，
那么青少年占比是多少？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调

查结果显示：77%的孩子出现注意力不集中，
39%出现易怒和仇恨情绪，38%感到焦虑。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青少年是受
疫情精神和心理冲击危险性最高的群体之一。
因此，中国需要及早行动起来。

然而，正如报告所指出，目前世界各国对
于抗击疫情引起的精神和心理问题重视是不
够的，在资源上的投入也是不够的。

疫情期间，我们看到政府、学校和一些组
织所发出的关注心理问题的倡议，很多仅仅
是呼吁和建议性的。全方位、具体和深入抗击
“疫情精神心理病毒”的行动还没有真正有效
地实行。

鉴于此，联合国提出了多条建议。
第一，把重视心理问题和精神问题的解决

纳入到整体疫情防控之中。这一问题虽然没有
像身体感染和死亡那样紧迫，但是它的潜在影
响可能已超出人们的想象，这就要求在战略上
把疫情所引起的精神和心理问题，在整体的疫
情防控中置于重要位置。

第二，针对疫情引起的精神和心理问题，
要投入足够的人力和财力。

这方面世界各国都做得很不够，报告指出，
目前仅有 2%左右的医疗成本被投入到缓解人的
精神和心理问题上。而这 2%还只是在疫情出现之
前在精神和心理方面的投入，对于这种历史性疫
情带来的社会问题而言，其投入显然是不够的。

在人力资源投入上更显捉襟见肘。全球每
十万人中精神科医生不到一人。而中国精神科
医生数量严重短缺，全国仅有两万名精神专科
医生。我们可以临时建传染病医院，却由于诊
疗精神及心理方面的医生数量严重缺乏，导致
即使建临时的医院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第三，要更加重视那些本来在精神和心理
上存在一定基础性问题的人群。这次疫情对于
有基础性疾病和免疫力低的老年人群有更高

的致死率，同样传染病对人的精神和心理冲击
最大的，也是那些有基础性精神心理问题的
人。也就是说，那些精神和心理承受能力不足
的人更容易由于此次疫情产生负面反应。

近些年来，心理疾病的风险正在全球各地
上升。《2017 年中国城镇居民健康白皮书》显
示，73.6%的人心理处于亚健康状态，16.1%的人
存在心理问题。也就是说，在没有出现疫情的
社会中，由于工作和生活紧张、压力大等因素，
很多人的心理都处于亚健康状态。疫情的发生
很容易引起这类人的精神及心理问题恶化，使
得很多人从亚健康到不健康，而原本有精神心
理疾病的人病情也将趋重。

还有一点要充分认识到，当前人类对精神
和心理疾病的治疗并没有特别有效的手段。尽
管中国和世界各地有很多的精神科医生，也有
心理方面的理疗师，但是实际上他们治疗这些
疾病的手段是很有限的，人类对很多疾病的认
识还很肤浅。

对于人类的心理和精神问题，世界卫生组
织（WHO）早有认识，曾在 2013 年发布《精神
健康行动计划（2013—2020）》，呼吁各国行动起
来，共同消除精神健康对人类的影响，希望到
2020年受精神问题困扰的人数能够降低 10%。
事与愿违，今年全球遇到了新冠肺炎这样百年
不遇的传染病。

因此，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不
是实现当初所制订的这个计划中的目标，而是
要像应对经济危机一样，抗击一场人类精神健
康的危机。

这需要每个国家、每个社区都真正行动起
来，充分认识到精神及心理问题的威胁，在应
对这次历史性疫情中以及疫情结束后，采取各
种办法来积极抗击新冠疫情的精神和心理病
毒，让人类社会恢复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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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工作者需要认真考虑的
一个问题是自己具体要做什么研
究。其中，一个重要的维度是要做
大问题还是小问题。比如，是做领
域内的关键主流方向（比如人工
智能平台开发、基因编辑工具），
还是做领域内的小众支流问题
（比如唐山特产蜂蜜麻糖的自动
质量监控、德州扒鸡的工艺改
进）。这里简称为大问题和小问
题，说的不是物理的大小，而是认
可度和影响力的大小。
“大”问题具有重要的社会

影响，如果做得好对社会的推动
会很明显，研究者也更容易功成
名就；但是另一方面，大问题下
的竞争也更为激烈，想要出头就
需要比别人做得好，当然也更难
一些。

正反话都说当然容易，但是
我们到底应该选择大问题还是
小问题？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很
多年以来，我的直觉一直是我自
己必须要远离主流问题，也曾
（不负责任地）给不少合作者提
过远离核心主流领域的建议；但
是，现实中，大科学家一般都不
这么认为。你看所有的诺贝尔奖
得主和大科学家的访谈，基本清
一色地建议大家要选择领域内
的主流问题和主流方向。大牛们
给出的各种 qualitative的道理我
倒是都懂，但从 quantitative的角度来说，既然正负
影响都存在，为什么东风压倒西风？这个是我一直
无法理解的，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困惑。

最近又想起这个问题，突然觉得和生态学中
的“岛屿效应”很相关。

生态学中有个“岛屿效应”。简单总结就是：
跟大陆上的动物相比较，岛屿上小型动物的体
型会变大，大型动物的体形会变小。比如小岛上
会出现个头极小的老虎、大象；也可能出现个头
很大的老鼠、海鸟。从环境可提供的资源以及物
种间竞争和生态位的角度来分析，这种效应的
成因不难想象：由于岛屿上食物资源相对匮乏，
岛屿上的大型动物必须小型化才能生存；另外，
由于大型猎食者的缺失，小型动物会填补对应
的生态位，于是体形向大型化发展。

生态中的岛屿效应似乎在科研生态中也有体
现。同是做癌症治疗的（在大陆上），普通大学老师
（老鼠）和哈佛大学教授（大象）的成果可能无法同
日而语；但在德州扒鸡这个研究领域（在小岛上），
我相信“德州大学”教授的工作不逊任何顶级研究
机构。另外，在蜂蜜麻糖和糖炒栗子这两个领域，
“唐山学院”可能也有最顶级的研究工作。

道理应该还是挺清楚的，所以这里就不啰嗦
了。直接上结论：本质都是资源和生态位的竞争，
生态学中的“岛屿效应”在科研生态中也有很明显
的体现。

在科研的岛屿上（科研的支流领域），由于资源
短缺，超级课题组无法保持常规的规模，必须瘦身后
才能勉强存活，实力大打折扣（很多时候，超级课题
组即使瘦身以后也依然无法存活），因此在科研岛屿
上一般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顶级研究团队。同时，为
了填补顶级研究团队缺失所形成的空白，一般情况
下无法成为领域标杆的普通团队有可能得到宝贵的
生存空间，成长为领域的领导者———这就是我所谓
的“科研生态中的岛屿效应”。

科研工作者选择科研问题的时候可以问问自
己是什么情况，是人中龙凤还是能力平平。强者一
定要选大的主流的科研问题，方便以后出人头地，
如同大象、老虎在大陆才能长得高大威猛，蓝鲸在
大洋里才能自由自在；弱者最好选小的支流问题，
如同老鼠和海鸟在岛屿上才可能没有天敌、无忧
无虑。

珠峰测绘与气候变化
姻高登义

今年五月，国家测绘部门与登山队配合，
开始再度测绘珠峰高程的行动，由于各种因
素影响，已两次推迟冲顶计划（编者注：5 月
27日 11 时，登山队正式登顶）。为什么要再次
测绘珠峰高程？珠峰高程测绘与珠峰天气气
候有什么关系？

珠峰高程测绘春秋

早在 1852年，英国测绘珠峰高程为 8839.8
米。之后，在 1975年前，印度、法国、美国等曾经
多次测绘珠峰高程，测绘结果是，珠峰高程在
8847米到 8882米之间。因此，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一度采用的珠峰高程为 8882米。

1975年，国家测绘局与中国登山队配合，
首次在珠峰顶竖立测绘觇标，并首次意识到要
减去珠峰顶部的冰雪厚度，才是珠峰的真实高
程。然而，当时还没有轻便的测量冰雪厚度的雷
达，于是请登山家潘多用冰镐测量为 0.92米。
当年测绘的珠峰高程为 8848.13米。自此，中国
及世界采用的珠峰高程为 8848.13米。

1975—2004年，印度、法国、意大利等国先
后再次测绘珠峰高程，其中，意大利于 2004年
测绘珠峰高程时，首次采用轻便的冰雪雷达测
得珠峰顶的冰雪厚度为 3.0—3.7米，但没有在
珠峰顶竖立觇标，测绘珠峰高程为 8848.8米。

2005 年，中国再次测绘珠峰高程，除了竖
立了测绘觇标外，还采用了轻便的冰雷达，测绘
得到珠峰顶的平均冰雪厚度为 3.5米，测绘珠

峰高程为 8844.13米。自此，我国及其他一些国
家采用的珠峰高程为 8844.13米。

当时，我曾经根据 1975和 2005年两次测绘
珠峰高程结果，在考虑了海平面高度变化与测绘
技术变化的综合结果后，计算得到，珠峰 1975—
2005年的 30年中，其高程降低了 0.42米。

今年的测绘是中国与尼泊尔合作，利用双
方在珠峰南坡和北坡测绘的结果，相互校正，得
到一个共同认可的最精确高程后共同公布。

天气气候的影响有多少

珠峰高程测绘的关键技术之一，是要在珠
峰顶竖立觇标。这是当今经典三角测量法的关
键点。原因是，珠峰顶部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
大约 30平方米的斜面。这就给在接近珠峰顶最
近、最利于观测的三个测绘点以上的测绘者带
来聚焦点的麻烦。而在珠峰顶竖立的三米多高
的测绘觇标恰恰帮助解决了这个难题。

鉴于此，做好宜于攀登珠峰的气候时段和
适时天气预报很重要。

几十年来，若干次攀登珠峰的登山实践及攀
登珠峰的气象保障总结表明，春季和秋季是宜于
攀登珠峰的季节，而五月是攀登珠峰最好的季节。

由于喜马拉雅山脉对于印度洋暖湿气流的
屏障作用，在珠峰南坡的降水量约为珠峰北坡
的 6—7倍，且珠峰南坡的雨季开始时间平均要
比珠峰北坡早半月左右，因此，在春季，珠峰南
坡攀登结束的时间要比珠峰北坡早半月左右。

另外在春季，由于珠峰对于大气的强烈加热
作用，使得珠峰北侧的南北向温度梯度（即差异）
远远大于全球气温随纬度增高而减小的正常值，
带来这里的热成风随高度增加而迅速增加，导致
副热带西风急流中心高度在珠峰北侧最低，使得
从珠峰北坡的攀登者往往受到大风的威胁。
由于珠峰地区南北不同的气候特征，从珠

峰北坡攀登者容易受到大风威胁，而从南坡攀
登珠峰者容易受到降水带来的雪崩威胁。

珠峰地区的气候环境变化

根据康世昌、张强弓、张玉兰的著作《珠穆
朗玛峰地区气候环境变化评估》的研究结果表
明，1961—2014年间，珠峰地区年平均气温升
高率为 3.3摄氏度 /100年，远远超过近百年来
全球气温变化幅度。

珠峰地区如此强的增温，首先导致了珠峰
北坡冰川面积的减小和珠峰地区冰湖面积的增
加，据统计，2013年，珠峰地区的冰湖有 1085
个，冰湖面积 1144.43平方千米。

其次，对于珠峰北坡的冰塔林发育影响很
大。在上世纪 60年代到 80年代，珠峰北坡出现
冰塔林的高度约在 5300米以上，且冰塔林发育
完美、壮观。而在 2005年，珠峰北坡出现冰塔林
的高度由原来的 5300米上升到 6000米左右，
且冰塔林的形态也不那么美丽、壮观了。

而珠峰高程的变化也与珠峰气候环境变化
有关系，并对今后的气象研究有影响。

如果测绘得出青藏高原继续不断抬高，那
么，它对于大气环流和天气气候的影响就越来
越大了。相反，如果测绘得出今后青藏高原不再
抬升的结论，甚至于往东西方向倒塌，海拔高度
降低，那么，青藏高原对于大气环流和天气气候
的影响又另当别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