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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孙雨林可能变成大草原

本报讯 9月 5 日，在秘鲁利马举行的第五
届原住民峰会上，来自亚马孙 9个国家和地区的原
住民领袖提交报告称，雨林的大量消失已经达到了
一个关键转折点，这将使雨林变成大草原的时间比
预期更早。亚马孙南部大片雨林已经消失，如果不
停止砍伐，其余地区的雨林也将随之消失。

研究人员预测，亚马孙雨林消失到了一定的
量，将不能再保有必要的水分并产生维持植物所
需的降雨。如果世界上最大的雨林变成了无法自
我再生的热带草原，这将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雨林转变为草原的临界点何时出现目前尚
不清楚。2018年的一项研究预测临界点为雨林损
失和退化总量达到 20%至 25%。而最新报告指
出，近年来该地区森林砍伐的激增意味着早已超
过了上述阈值。

亚马孙经济社会地理信息网络的 Marlene
Quintanilla和同事与亚马孙河流域原住民组织等
各种团体合作，利用森林覆盖率数据绘制了 1985
年至 2020年间亚马孙河的森林损失、降雨模式
和碳储存图。

结果发现，亚马孙地区 33%的雨林保持原始
状态；41%退化程度较低，尚可自我恢复；26%无
法恢复，其中 20%完全消失、6%高度退化，需要人
力支持才能恢复。

亚马孙河跨越的各地区相互间高度依存，

一个区域的树木消失就意味着其他区域的降
水量减少、温度升高、固碳能力降低。报告指
出，巴西和玻利维亚已经出现了上述问题。这
两个国家退化、砍伐的森林面积占亚马孙森林
砍伐和退化总量的 90%。过去 20年间，玻利维
亚部分地区的降水量减少了 17%，气温上升了
1.1℃。如果不停止砍伐，上述问题将迅速蔓延
到其他国家。 （徐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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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回信勉励北京师范大学“优师计划”师范生

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
祝全国广大教师节日快乐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9 月 7 日给北京师范大
学“优师计划”师范生回信，对他们寄予殷切
期望，并在北师大建校 120 周年和第三十八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向该校师生员工、广大校
友表示祝贺和问候，向全国广大教师致以节
日的祝福。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入学一年来，你们通
过课堂学习和支教实践，增长了学识，开阔了

眼界，坚定了到基层教书育人的信念，我感到
很欣慰。

习近平指出，北京师范大学是我国最早的
现代师范教育高等学府，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
优秀教师。希望你们继续秉持“学为人师、行为
世范”的校训，珍惜时光，刻苦学习，砥砺品格，
增长传道授业解惑本领，毕业后到祖国和人民
最需要的地方去，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
“四有”好老师，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力量。
2021 年起，国家启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简称“优师计划”），
由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与地方师范院校采取
定向方式，每年为 832 个脱贫县和中西部陆
地边境县中小学校培养 1 万名左右师范生。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优师计划”师范生代表
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入学以来的学习收
获，表达了毕业后扎根基层教书育人的决心。

2022年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论坛举办
本报讯（记者高雅丽）9月 6日至 8日，2022

年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论坛在北京举办。论坛
由中国科学院主办，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
中心（SDG 中心，英文简称 CBAS）、中国科学院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联合承办。

中科院副院长张亚平出席论坛开幕式时指
出，数字技术尤其是大数据，在分析与地球系统
和人类活动相关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及协助各国
政府进行决策的过程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中科院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大数据研究，将
继续对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科学前沿技
术，将 SDG中心打造成可持续发展的科研中心、
科技创新中心、高端科技智库。中科院将与世界
各国科研机构和科学家一道，努力构建数字化合
作新格局。
“SDG中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

慧，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质落实作出了重
要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国际科学
理事会可持续性科学使命全球委员会联合主席
伊琳娜·博科娃说。

会上，SDG 中心、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
用中心、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国家卫星海

洋应用中心、国家卫星气象中心、自然资源部
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和国家航天局对地观测与
数据中心等单位联合发起了可持续发展卫星
观测联盟。

该联盟将宏观、动态、持续地探测不同尺度
和不同圈层的地球表层参数，并且通过空间对地
观测技术客观反映地球环境状况及社会经济发
展表征指数，以此直接或间接为 2030议程和全
球发展倡议的实施提供数据服务和科技支撑。

论坛开幕当天公布了“CBAS全球 SDG伙伴
关系计划”首批伙伴名录，芬兰、泰国等 8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以及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 6所大学
和科研机构共 14家单位成为 SDG 中心首批合
作节点。

SDG中心于 2021年 9月 6日成立，是全球
首个大数据服务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专业科技机构。中科院院士、SDG中心主任郭
华东表示，下一步，SDG中心将继续秉承创新驱
动和技术促进理念，共同促进全球发展高层对话
会成果清单中可持续发展卫星星座和数据与信
息研制、分享工作的落实，为推动全球发展倡议
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吴孟超：白大褂、手术服和最后的军装
姻本报见习记者孟凌霄 记者李晨阳

几年前，如果你来到上海东方肝胆外科
医院，掀开住院部 15楼走廊尽头的门帘，也
许就能见到那位 90多岁的老人吴孟超。

吴孟超有不少头衔———中国科学院院
士、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医学界第一
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上海东方肝胆外
科医院院长。

吴孟超身材不高，只有 1.62米，体重常
年维持在 50多公斤，手术时他总要垫一块
近 20厘米高的台子。正是这单薄的身板，在
手术台前一站就是 70多年，82岁时还曾连
续做 10小时手术。

他的手也不大，长约 14厘米，右手食指
和中指相向弯曲，这是外科医生常年握止血
钳的烙印。正是这双有点变形的手，曾完成
1.6万多台手术。也是这双手在 97岁时还拿
起手术刀，做了一台中肝叶 3厘米肿瘤切除
手术。

2021年 5 月 22 日，吴孟超在上海去
世。他这一生很长，穿过七八十年的白大
褂、外科手术服和军装。只有在生命最后
一段时光，他最常穿着的服装，换成了宽
松的病号服。

2022年 8月 31日是吴孟超百岁诞辰，
他的学生、后辈再一次讲起了他的故事。

一代仁医：把病人一个一个“驮过河”

1922年夏天，吴孟超出生在福建闽清。

5岁时，吴孟超跟随母亲前往马来西亚投奔
父亲。在那段上学、舂米、割橡胶的日子里，
他手把割胶刀，尽情挥舞。几十年后，他诙谐
地说，这就是最早的“手术训练”。

21岁那年，吴孟超考取同济医学院，开

启杏林生涯。后来，他的恩师、“中国外科之
父”裘法祖用 4个“非常”来形容这位爱
徒———“他非常勤奋、非常刻苦、非常聪明，
对病人非常好。”

吴孟超曾这样说过，“一个好医生，应该
眼里看的是病，心里想的是病人。我就想当
这样的好医生。”

他的学生周伟平回忆，跟着吴老去查房
时，吴老对病人总是笑脸，尤其对老人和孩
子特别关心。

一次，一位年轻母亲带着两岁的孩子来
看诊，吴孟超笑眯眯地伸出手摸了摸孩子的
肚子。孩子看着“白眉爷爷”的笑脸，也笑了。
一旁的母亲却哭了，“生病一年多了，这是我
第一次见孩子笑”。在辗转就医的日子里，孩
子一见到白大褂就哭。

从穿上外科手术服的一刻，吴孟超就
进入“战时状态”，直到确认病人的病情完
全稳定。

术后，吴孟超有自己的一套体检方法。
摸摸额头有无虚汗，看看舌头干不干，把把
脉搏快不快、跳动是否有力，观察小便量多
不多、颜色深不深，就能初步判断病人情况。
观察腹腔引流管时，他会看引流液的颜色是
鲜红还是暗红，计算每分钟滴数，握住引流
管感受引流液温度。通过这些简单的方法，
就能判断引流液是新鲜的还是陈旧性的、引
流量多少，从而判断病人术后有无腹腔出血
以及出血量。

吴孟超

科研人员利用“活字印刷术”
优化单原子催化剂

本报讯（记者温才妃 通讯员王一钦）海南
大学南海海洋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
田新龙带领的海洋清洁能源创新团队，从活字
印刷术中获得灵感，采用简便、高效的“点对
点”印刷策略优化单原子催化剂，突破多元活
性中心单原子催化剂研究瓶颈。相关研究成果
近日发表于《自然—通讯》。

单原子催化剂由于独特的电子结构、均一
的活性中心和接近 100%的原子利用率，展示出
了优异的催化活性和巨大的应用前景。此外，
多元活性中心单原子往往能提供更多种类的
活性中心，且相邻原子间的协同作用也有益于
提高其电催化活性。

然而，目前单原子催化剂研究一般仅限于
一元至二元单原子催化剂。多元活性中心单原
子催化剂的研究报道很少，主要是难以将不同
种类的金属原子稳定地锚定在单一载体上。因
此，迫切需要开发一种通用且高效的方法，以
实现具有多元活性中心的单原子可控合成。

据田新龙介绍，团队的灵感来源于活字印
刷术。他们首先精确合成 11种单原子个体作为
“活字”模板，将多孔碳载体作为“纸张”，在高温

焙烧条件下，实现了简便、高效的“点对点”印刷，
并成功合成了从五元到十一元的单原子催化剂。
所制备的五元高熵单原子催化剂展现出了优异
的催化活性、耐久性和器件性能。

该成果对于开发高效氢能转换技术、推动
燃料电池大规模商业化和氢能产业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相关论文信息：

“活字印刷术”策略合成多金属活性中心单
原子催化剂。 海南大学供图

中科院团队发现东亚最早现代人植
物类食物直接证据和剔牙行为

9 月 7 日，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标本馆内展示了一颗东亚最早现代人
（12 万 ~8万年前）牙齿化石标本。

科研人员对化石进行牙结石提取与分析
后，发现了东亚最早现代人植物类食物直接证
据和剔牙行为。 图片来源：孙自法 中新社 视觉中国

（下转第 2版）

近期，全球多地遭受极端高温天气考
验，干旱严重。高温造成的能源供求紧张局
势突出，能源保供情况备受关注。

可想而知，未来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
行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是全球气候变暖引起
的极端天气频发，二是“双碳”目标下能源转
型和能源革命持续推进，三是大规模分布式
电源并网。

在此背景下，电力系统的灵活性越来越
重要，虚拟电厂因注重综合能源服务的形式
“应运重生”。

何谓虚拟电厂？虚拟电厂的概念最早在
1997年提出，主要目标是节能减排，在 21世
纪初期已受到了欧洲、北美等国的关注 , 之
后在全球推广。

应该说，虚拟电厂是一套先进的电力管
理系统，结合软件系统和信息通信技术，将系
统中的分布式电源、柔性负荷、储能、电动车等
多种可调节资源聚合在一起，通过对资源的智
能调控和协调优化，实现电力系统的供需平衡
和对大规模新能源电力的高效利用。

虚拟电厂兼具“源—荷”特性，既可以向
电力系统供电，又可以消纳系统的电力，可
以更灵活地实现“削峰填谷”的功能。虚拟电
厂通过将多种可调节能源集成的形式实现
智能协同调控，从而保障电网的安全稳定输
出，为解决极端天气、新能源电力和大规模
分布式电源接入给电网带来的波动性难题
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案。

因此，虚拟电厂可以说是新型电力系统的
智能管家，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配套保障。

虚拟电厂参与电力市场兼具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虚拟电
厂是个老概念，但未来虚拟电厂在先进数字
技术和能源互联网的加持下可以实现电源
的多能互补和负荷的灵活互动，为电网提供
调峰调频、储能等辅助服务。

虚拟电厂聚合了多种能源，可以在用电
高峰期削减负荷、在用电低谷期增加负荷，
因此其在辅助服务市场上具有独特优势，可
进行调峰和调频服务交易。虚拟电厂参与需
求侧响应的方式是根据合同要求按时按容
量削减负荷，从而保障电网的供需平衡。在
提供需求响应和辅助服务业务中，可通过价
格补偿机制获得收益。

在现货交易市场中，虚拟电厂可以灵活
配置电能，利用峰谷电价差盈利，不仅具有较
大的盈利空间，还可实现电网运行供需优化。
从经济性来看，根据国家电网的测算，如果通
过火电厂实现电力系统的削峰填谷，满足 5%
的峰值负荷需要投资 4000亿元，而通过虚拟
电厂实现这一目标仅需投资 500 亿 ~600亿
元，即火电厂成本的 1/8~1/7。

虚拟电厂市场至少有三方面潜能。首
先，可再生能源占比提高使电网“双高”“双
峰”的特点凸显，加之备用容量可能不足，导
致电网备用容量缺口巨大。其次，我国分布
式发电装机量大，装机容量逐年增长。同时
电动车、储能等用户侧可调节负荷资源也在
逐年增长。再次，随着电能替代的进一步推
进，全社会用电量持续攀升，虚拟电厂平抑
负荷的功能将发挥更大作用。

除了市场推动外，近年来利好政策频
发，为虚拟电厂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政策环
境。随着电力市场交易的持续放开，推动新
能源逐步参与市场交易，电力系统对于调峰
调频此类辅助服务的需求将大大增加。虚拟
电厂作为市场参与者，可通过电力交易和提
供辅助服务获得收益。同时，《“十四五”现代
能源体系规划》等多个政策文件均提出将开
展各类资源聚合的虚拟电厂示范。

在市场驱动和政策支持下，虚拟电厂有
望实现跨越式增长。然而，虚拟电厂发展仍
面临着挑战。

随着信息通信、智能调度算法、智能计
量等技术的发展，虚拟电厂的技术日渐成熟。
虚拟电厂的发展通常分为邀约型阶段、市场化
阶段和跨空间自主调度型阶段。国外虚拟电厂
已进入市场化阶段，国内尚处于由邀约型向市
场化过渡的初期发展阶段，以试点示范为主，
市场参与度比较低，上海、江苏、河北等地已开
始虚拟电厂的试点建设和运行。

虚拟电厂如何“应运重生”
林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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