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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高温天气引发多地预警
天津市气象台 6月 20 日

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

市气象部门迅速进入三级应急

响应状态。为应对高温天气，天

津电力部门采取错峰作业方

式，减少露天作业时长，防止作

业人员出现中暑等不适症状。

在天津市武清区 220 千

伏变电站重建工程的施工现

场，这几天作业时间已进行了

调整。天津送变电工程有限公

司电缆施工分公司施工班班

长张亢介绍，项目组在一天中

气温相对较低、日照相对较弱

的时间段进行施工，并关注施

工人员身体情况和精神状态，

定时轮换人员。

24日下午，内蒙古气象台

发布的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显

示：24 小时内，赤峰市中部和

东部部分地区、通辽市中部和

西南部部分地区、兴安盟东南

部部分地区、呼伦贝尔市西南

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升至

40℃以上。当地气象部门紧急

提醒有关部门和单位需按照

职责采取防暑降温应急措施，

除特殊行业外，停止户外露天

作业。

河北省气象台 24 日 16

时 50 分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

警信号，预计 25 日白天，保定

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

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西部最高

气温可达 36℃至 38℃，并提

醒有关单位和人员注意防范。

河南省针对本轮高温过

程，启动重大气象灾害（高温）

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开封市

市容环境卫生事务中心的避

暑驿站，为环卫工人提供风油

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品，

该中心还调整了户外作业时

间，增加机械化作业频次。

多部门部署防暑降温工作
全国总工会印发《关于做

好 2023 年职工防暑降温工作

的通知》，要求各级工会督促

用人单位合理布局生产现场，

按规定发放高温津贴；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

控局联合印发《关于做好 2023

年用人单位防暑降温工作的

通知》，部署重点行业、重点岗

位和重点人群防暑降温工作；

国家疾控局发布《高温热

浪公众健康防护指南》，针对

我国夏季高温热浪引发的健

康问题，提出人群健康风险干

预措施和建议，指导公众进行

科学防护……

为保护公众健康，有效防

范职业性中暑事件的发生，有

关部门相继发文要求各地、各

有关单位积极做好职工防暑

降温工作，并提醒公众加强自

我健康防护。

高温天气下，电力供应稳

定和百姓用电安全事关千家

万户。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充

分发挥市区镇三级应急抢修

中心作用，部署 200 多支配网

抢修队伍、100 多辆应急发电

车随时待命，开通 24 小时应

急送电服务，方便百姓购电。

为应对高温时期的用水

高峰，天津水务集团充分利用

引滦、引江双水源保障供水格

局，优化输水线路，确保供水

平稳充足。该集团所属各供水

公司组织专业抢修队伍，进行

24小时备勤，全力保障居民用

水需求。

如此高温之下，如何保障

在校学生的正常学习生活成

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北京市教

委 23 日晚间发布通知，明确

高温天气下可根据实际情况

采取减课或停课措施。在中考

组织方面，要采取有效措施降

低教室温度，增加室内通风，

为考生营造良好考试环境。

个人加强健康防护 科学预防中暑
国家疾控局有关专家介

绍，《高温热浪等级》将高温热

浪定义为气温高、湿度大且持

续时间较长，使人体感觉不舒

适，并可能威胁公众健康和生

命安全、增加能源消耗、影响

社会生产活动的天气过程。高

温热浪可直接引起热疹、热水

肿、热晕厥、热痉挛、热衰竭和

热射病等热相关疾病。

“高温热浪极易引发中

暑，一旦发生中暑，要及时干

预、正确处置，将患者转移到

阴凉通风处，解开患者衣扣，

并通过擦拭、冷敷等措施帮助

患者降低体温。”北京大学人

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迟

骋说，同时要给患者补充含有

盐分的液体，补充中暑导致的

体液和电解质丢失。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专

家提醒，当患者出现体温持续

升高甚至超过 40℃、在高温

环境下或重体力劳动后出现

持续性头痛、肌肉痉挛、呼吸

浅快、恶心等情况时应及时就

医；如发现有昏迷、极度虚弱、

意识模糊、谵妄、癫痫等情况

的患者，应立即送医或协助拨

打 120。

当前，高温天气仍在持

续，公众应如何预防中暑？专

家建议，尽可能避免在高温高

湿环境下长时间工作、运动或

者生活，要注意劳逸结合，并

主动、多次、适量饮水，不要

感觉口渴才喝水。同时，饮食

要清淡，多补充有防暑降温作

用的饮品和时令水果，如绿豆

汤、西瓜等。

（据新华社）

把空间站建在地球上
——走进我国航天领域首个大科学装置

在距离地球 400 多公里

的轨道上，中国空间站遨游苍

穹，成为我国航天事业的重要

里程碑之一。

遥望祖国东北角，一座被

称为“地面空间站”的空间环

境地面模拟装置前不久正式

建设完成，进入试运行阶段，

诸多指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作为我国航天领域首个大

科学装置，“地面空间站”是国

际上首个综合环境因素最多、

可实现多尺度和跨尺度环境效

应研究的综合性研究装置，将

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及人类太

空探索贡献智慧和力量。

圆梦 ：把“空间站”建到地球上
空间环境严苛复杂，不仅

航天器的可靠性受到考验，航

天员的健康安全也面临挑战。

如何增强宇宙探索能力，是亟

待解决的难题。

“要想飞得更远、驻得更

久、探得更细，就要更加了解

空间环境。”空间环境地面模

拟装置常务副总指挥、哈尔滨

工业大学空间环境与物质科

学研究院院长李立毅说，“地

面空间站”就是要在地球上建

设一个与真实宇宙空间环境

相似的基础科学研究平台，相

当于把“空间站”建到地球上。

“地面空间站”位于黑龙

江省哈尔滨新区科技创新城，

由哈尔滨工业大学联合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承建。在建设园

区，分布着“一大三小”四栋实

验楼，“一大”即空间综合环境

实验楼，“三小”即空间等离子

体科学实验楼、空间磁环境科

学实验楼和动物培养室。

按照设计规划，“地面空

间站”可以模拟真空、高低温、

带电粒子、电磁辐射、空间粉

尘、等离子体、弱磁场、中性气

体、微重力等 9 大类空间环境

因素，能够阐释空间环境对材

料、器件、系统及生命体的影

响规律和作用机制。

相较于把实验仪器设备

搬到太空，“地面空间站”既能

节省成本、减少安全隐患，又

可以根据科学问题和工程需

要，设置特定的环境因素，不

受时空限制进行多次重复验

证，从而打造更加安全便捷的

实验条件和科研手段。

随着圆形拱门缓缓移动，

月尘舱映入眼帘，这便是“模

拟月球”实验舱。在一人多高

的空间里，一米见方的平台闪

着银光，悬置于顶部的探照灯

和射线源造型各异。

团队成员孙承月说，月尘

舱攻克了多源辐照充电装备集

成、微小粉尘均匀淋撒、强静电

环境光学原位在线检测等多项

关键技术，将为我国探月工程、

月球基地建设和载人航天等重

大航天工程提供科研平台。

“未来，许多需要抵达太

空才能进行的实验，在地面上

就能完成。”哈尔滨工业大学

空间环境与物质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闫继宏说，这是科学家

梦寐以求的。

攻坚 ：把“冷板凳”坐热
谈起“地面空间站”的缘

起，李立毅说，空间环境导致航

天故障频发，成为制约航天器长

寿命和高可靠运行的关键所在。

早在2005年，哈尔滨工业

大学开始联合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组建团队，就空间环境与物

质相互作用基础科学问题的研

究平台条件展开调研和分析。

“科技攻关就是要奔着最

紧迫的问题去。”哈尔滨工业大

学空间环境与物质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鄂鹏说，大科学装置建设

对诸多基础前沿研究、战略高技

术研究起着重要支撑作用。

经过相关领域科学家和

有关部门的反复论证、审慎决

策，2015 年 9 月，“空间环境

地面模拟装置”立项获批；

2017 年 1 月，其可行性研

究获批，同年 7 月，装置初步

设计获批，年底开工建设；

2019 年 9 月，哈尔滨工业

大学空间环境与物质科学研

究院成立，团队从筹建之初的

几个人增加到百余人，覆盖物

理、材料、机电、电气、化工、航

天、生命等多个学科；

2023 年 2 月，哈尔滨工

业大学空间环境与物质作

用前沿科学中心获批立项

建设……

不同于其他科研项目和基

础设施，大科学装置既是一个

科学项目，又是一个工程项目，

兼具科学研究与工程建设的双

重特性，技术难度大、周期长、

风险高，可借鉴经验几乎空白。

作为“地面空间站”的重

要组成部分，零磁空间环境的

目标是构建一个屏蔽外界环

境磁场干扰的近零磁空间。在

导师带领下，“90 后”团队成员

孙芝茵读博时，创新提出“套

娃”式磁屏蔽设计方案。

“地面空间站”离子加速

器系统主任设计师刘剑利回

忆说，由于大量设备没有成熟

产品，团队需要从零起步。设

计、加工、安装、调试运行、数

据分析……每一个环节都要

拿出“120% 的精力”投入。

“作为科研‘国家队’，不

能只考虑我会做什么、能做什

么，更要考虑该做什么、要做什

么”“摸着石头过河，哪里有石

头就把哪里的石头搬走”……

团队成员坦言，大科学装置通

常需要三四百人的团队，但“地

面空间站”约百人就完成了，周

末假期不休息、一天工作十几

个小时是常态，很多时候“一个

人当两个人用”。

“‘地面空间站’为什么

能？关键要靠自主创新，拿出

了‘钢牙啃硬骨头’的劲头。”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空间环

境地面模拟装置总师韩杰才

说，学校联合多家协作单位不

断攻关，科研探索始终贯穿建

设之中，实现同步推进。

展望 ：拉开科技交流合作新篇章
夏日的哈尔滨，草木葱

茏。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物理学

院引力中心的“95 后”博士研

究生俞远阳坐在零磁装置前，

仔细观测电脑屏幕上的实验

数据。他将在这里进行为期一

个月的引力波探测相关试验。

“我们使用的关键部件

磁性很弱，在特定零磁环境

下，才能得到更精准的测量结

果。”俞远阳说，“地面空间站”

是国之重器，更是科研利器，

将助推一大批科研成果产出。

眼下，国内外科学家竞相

申请进入“地面空间站”开展

科学实验。110 余家机构已签

署用户协议，覆盖 30 多个国

家和地区。

大科学装置承载着人类

探索未知世界的美好愿望，更

吸引着一批青年科技工作者。

他们来自多个高校和科研院

所，将自身成长成才与国家发

展需求更紧密地结合。

今年，“80 后”聂秋月迎来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的第

十个年头。2014 年，她从清华

大学博士后工作站出站后，毅

然选择一路北上，参与到空间

等离子体环境模拟与研究系

统的研制工作。

“大科学装置将成为抢占

科技竞争制高点的一个新的策

源地。”从南方一所高校到哈尔

滨工业大学任职的金成刚说，

从航天电子元器件检验到引力

波探测，从农业育种到生命科

学实验，越来越多科研攻关将

在这里展开，越来越多高层次

科研人才将在这里汇聚。

当前，“地面空间站”建设

的溢出效应已经显现，已累计

获得国际和国内发明专利 80

余项，将在脑科学、生命健康、

高端仪器、辐照育种等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

业内人士坦言，在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驱动下，

“地面空间站”有望解决航天

产品一体化设计、模块化制

造、空间环境适应性等方面的

瓶颈问题，带动卫星制造、电

子信息、人工智能、新材料、生

物医学等新兴产业发展。

创新无止境，谋创新就是

谋未来。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

书记熊四皓说，学校将努力把

“地面空间站”打造成先进技

术研究与工程应用平台，为科

技强国建设、探寻未知奥秘作

出更大贡献。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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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丽娜丢失身份证，号码为：

622826199601170845。

* 陕西金邦汇融商务信息咨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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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等地陆续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
高气温达到 43℃或以上。面对来势汹汹的高温热浪，该如何应对？个人
健康防护有哪些注意事项？如何预防中暑？针对公众关心的问题，记者
采访了有关部门，并梳理多地应对高温天气的措施。

这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月尘仓 （4 月 6 日摄）  新华社发

应对         天气举措

热浪来袭

透视北方多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