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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7 月 22~26 日，东北大学晋

善晋美实践团前往山西吕梁临县参观学习。

实践团在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先后

参观了孙家沟村、双塔村、南疙瘩村、中央后

委旧址等红色革命旧址，重走红色足迹、感悟

红色精神，并前往临县金色摇篮幼儿园、河渠

小学、利民学校等地开展多场党史学习宣传

及环境保护宣传。

实践团成员表示，将通过党团课宣讲、文

创设计、视频制作等方式进一步推进实践成

果培育转化，在强国有我的旗帜下，立鸿鹄

志，成大气候。 马哲琦

汛期的危害———滑坡和泥石流

当土壤含水量达饱和时，将造成山

体和土壤松动，引发泥石流和滑坡等地

质灾害。在短时间内，堵塞江河，摧毁城

镇和村庄，破坏森林、农田，冲毁公路铁

路等交通设施，对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

威胁。

特别提醒：滑坡和泥石流经常在山

丘地区尤其是地震易发地区发生。

汛期的危害———洪水

汛期局部强降雨或长期降雨使靠近

江河湖海流域的地区水系泛滥，将大量

淹没房屋和人口，卷走人们的生活用品，

还会淹死农作物，导致粮食大幅减产，造

成饥荒。

特别提醒：仅 15 厘米高的水流就有

将人冲倒的力量，当水流达到 60 多厘米

时，产生的力量足以冲走汽车。

道路行洪的应对措施

雨中不应赶路，尽快到地势较高的

建筑物中避雨。

密切关注防汛警示标志，及时避开

缺失井盖的收水井。

暴雨中行车，应低速挡缓慢行驶，保

证足够安全距离。

行人在路上被洪水冲倒，一定不要

慌张，尽量憋住呼吸，然后想办法抓住地

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发现他人被洪水冲倒，应保持冷静，

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设法帮助他人

从水中站起来。

铁路、立交桥积水应对措施

切忌冒险涉水，水深未知路段应下

车探索或绕行。

遇有前方积水或交通管制路段，应

服从交警指挥，绕行其他道路。

车辆误入深积水区，应低挡行驶，过

水后，要留意制动性能是否有效。

车辆掉入深水区，切勿打开车窗或

试图打开车门，应努力呼吸，找好准备逃

生的门把手，等水慢慢涌入车内，在水将

要漫到车顶时，深吸一口气，然后屏气打

开车门迅速游出。

低洼地区内涝应对措施

密切关注警示标志，切忌冒险涉水，

水深未知路段应下车探索或绕行，不可

盲目强制通行。

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

动机，应设法将车推入高处安全地带。应

当避开危墙、危房。

发现溺水者，应迅速呼救他人协助

救治，尽快从水中救出溺水者。

雷、电的应对措施

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

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杆

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

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

电的物体。

发现有人触电倒地，切忌用手接触

触电者，应及时拨打 110 等求助电话。

王俊

shijuekexueK 视觉科学

蚊子有偏爱的血型？
真相：蚊子无法识别人的血型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科学家首次揭示了锂

的真正形状，最新发现有望帮助科学家研制出性能

优于现有锂离子电池的锂金属电池，也将对高性能

能源技术产生重大影响。相关研究刊发于最近出版

的《自然》杂志。 刘霞

俄罗斯托木斯克理工大学开发出一种基于尼龙

织物和还原氧化石墨烯的“智能服装”新材料。这种

混合纺织品在洗涤过程中可保持其特性并具有导电

性，这使得它可用于制造纺织品传感器平台。研究成

果发表在最近的美国化学会《ACS 应用材料与接口》

杂志上。 董映璧

kexuejinzhanK 科学进展

新型双色发光
人造分子制成

据 8 月 3 日发表在《自然·材料》上的论文，以色

列希伯来大学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由两个耦合的半

导体纳米晶体组成的“人造分子”系统，该系统可以

发出两种不同颜色的光，实现了快速和瞬时的颜色

切换。这表明，在纳米尺度上如此快速和高效地切换

颜色具有巨大的可能性。 张佳欣

地球生命出现前
甲烷或已很普遍

《自然·通讯》8 月 1 日发表的一项地球科学研

究指出，地球早期的甲烷形成可能比之前认为的更

容易也更普遍。研究结果显示，温暖环境和光驱使的

反应或许能在无需高压和高温的情况下，在全球含

水环境中产生甲烷。这些反应可能影响了生命出现

前的大气化学演化。 张梦然

智能服装新材料
能导电且可洗涤

近日，2023 年第 5 号台风“杜苏芮”来势凶猛，

给相关地区造成了损失，牵动着大家的心，同时各种

谣言开始在朋友圈滋生蔓延。

在突如其来的险情下，公众迫切需要获取最新

动态。然而，造谣者却不顾事实真相，利用公众对自

然灾害的紧张心理，在社交媒体上散布虚假灾情，以

此吸引关注和流量。这种危言耸听、扰乱社会秩序的

行为，已然成为台风灾害之外的“次生灾害”。

遭遇病毒式扩散的“实时台风”视频，实则是多

年前的旧视频换了个“马甲”；照片配文称某地体育

场被整个吹倒，真相却是只有顶棚外部的彩板表皮

脱落……纵观这些形形色色的谣言，看上去煞有介

事，却往往缺乏真实的证据支持，稍加辨别就能发

现，有些是捕风捉影，有些是移花接木，有些是旧闻

新发，不仅人为制造恐慌，还带偏抗灾节奏，徒增不

必要的防灾成本。

眼下，各地汛情仍在持续，抢险救灾面临巨大压

力，应急部门和志愿者夜以继日奋战在前线。网络本

应是迅速传递险情，为避灾、救灾争取时间的重要工

具。然而，一些自媒体却将网络搅成了一锅烂饭，让

真实信息的获取成本大幅上升，给应急救援工作带

来不必要的干扰。

因此，抗击灾情也要避免谣言误导公众，浪费有

限资源。防止谣言泛滥成灾，各方主体都责无旁贷。

近期，一些媒体整理了有关台风“杜苏芮”的谣言，提

醒公众保持理性和冷静，避免被虚假信息所误导。各

大互联网平台纷纷开通辟谣功能，依托大数据技术

实现信息共享、快速查询。同时，多地警方也加强对

与暴雨有关的网络谣言的打击，依法查处一批恶意

造谣、传谣的组织者、策划者和主要实施者。

在互联网时代，灾情谣言的传播只需“动动手

指”，但清理成本却极高。此次抢险中，有个别网络意

见领袖未经判断就发布了不实信息，有意无意间充

当了谣言的“帮凶”，造成了难以预估的负面影响。鉴

于此，作为传播媒介的网络平台也应建立健全信息

审核机制，加大对发布内容的审核、管理和监测，对发

布不实信息的账号进行封禁和严肃处理，及时发挥谣

言“粉碎机”作用，让公众得以从谣言的圈套中挣脱出

来，同时引导公众保持理性和冷静，提升媒介素养和

辨别虚假信息的能力，增强对谣言的“免疫力”。

消灭谣言最有效的办法是及时公布真相。无论

是在避险还是救灾过程中，准确的信息都是做出正

确决策的关键。因此，除了澄清不实言论和对用户进

行教育引导，我们还需要加强对真实信息的收集整

理和发布，向社会公众提供专业真实的第一手资讯，

让其第一时间了解灾情、掌握救援进展和注意事项，

最大程度、最快速度保障公众知情权。

灾情谣言像洪水一般来势汹汹，倘若不及时加

以防范和打击，势必给抗灾救灾工作带来极大的困

难和风险，切莫等闲视之。在应对过程中，不妨多些

主动出击，多些信息服务，占据跟谣言赛跑中的主动

权，为防汛救灾创造良好信息环境。

山西要求重点产业链“链主”需承担补链强链主体责任 kexueweipingK 科学微评

防汛当前，不能让
谣言“淹”了朋友圈
姻 丁家发

科学导报讯 记者耿倩 8 月 7 日，记者

从山西省政府新闻办获悉，山西公布了《山西

省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遴选及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其中规定，“链主”企业需

承担延链补链建链强链的市场主体责任，发

挥对产业链发展的带动作用。

产业链“链主”企业是指处于产业链供应

链中核心优势地位，对产业链资源配置、技术

产品创新和产业生态构建等具有重大影响的

企业，有能力且有意愿对增强我省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健全和壮大产业体系

发挥重要作用的企业。

《办法》确定了“链主”企业的遴选标准———

规模实力。优势基础产业链“链主”企业

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原则上不低于 50 亿

元；新兴培育产业链“链主”企业上一年度主

营业务收入，原则上不低于 5 亿元。

市场影响力。企业主导产品占较高市场

份额，主导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排名前 15
或在省内市场占有率排名前 5。

自主创新力。企业具有较强的研发实力，

至少拥有 1 个省级及以上认定的创新研发平

台；自主创新能力较强，包括但不限于获得国

家级和省级科学技术奖励、专利奖项等创新

成果。拥有国家级、省级高层次领军人才、团

队的优先考虑。

产业带动力。企业居于产业链发展核心

地位，能整合产业链各个规模企业的生产、供

需等环节，促进整个产业链快速发展，资源整

合能力突出，产业链带动能力强。优势基础产

业链“链主”企业在所属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

套的企业原则上不少于 15 家，新兴培育产业

链“链主”企业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的企业

原则上不少于 5 家。

主体意愿度。企业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

感，积极作为，主动制定“链主”企业带动产业

链发展方案，承诺按照“链主”行动指南承担任

务，愿意深度参与产业链招商，联合开展产业关

键共性技术攻关等工作，带动产业链优化提升。

《办法》确定了“链主”企业行动指南———

“链主”企业提前谋划、科学统筹，围绕延

链补链建链强链建立“链主”企业产业链项目

储备清单，储备一批技改项目、创新研发项

目、智能化升级项目、产业化项目。

“链主”企业要聚焦产业链缺失薄弱环节，

梳理筛选重点目标企业，每年向省、市、县招

商部门提供招商建议清单；以投资、合资、采

购订单等方式吸引上下游关键配套企业落地

山西，不断培育新增市场主体。并积极利用自

身技术优势，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开

展产业链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着力解决制约

产业链发展的关键技术难题。

《办法》明确指出———

“链主”将根据“链主”行动指南形成“链

主”企业评价指标体系，对“链主”企业发挥产

业链带动作用进行年度评价。按照《重点产业

链培育激励方案》，对符合条件的“链主”企业

予以资金支持；省直相关部门及“链主”企业

所在地政府在金融、资源、用地、用能等方面

出台专项支持政策促进产业链发展。

锂的“庐山真面目”
首次被揭示

作为我国音频产业高速发展的参与者

和见证者，AES 广州分部创始人兼主席林彬

多年来潜心深耕技术领域，更是从音频产业

链发展的角度推动核心项目的合作，不断开

拓产业空间上限，以技术驱动产业发展，在

为消费者打造更好音频体验的同时，也为中

国音频产业的繁荣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林彬毕业于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师

从香港伟大混音工程师 Raymond Chu，在海

纳百川、兼容并蓄中不断提升个人的专业实

力与战略眼光。以创办 AES 广州分部为起

点，林彬充分发挥了自身在专业创新和管理

合作领域的优势，促成一系列音频产业项目

落地。比如，FumacLab 是广东佛山的一家音

频企业，以生产非常优质的民用与实验室用

放大器以及周边产品著称，凭借着可测量可

量化的超低失真、超低噪音的放大器技术受

到同业认同。近年来，市场需求的持续变化

也倒逼 FumacLab 加速调整产业结构。按照

规划，FumacLab 有意从民用与实验室用的

产品线发展至录音室用的职业音频产品线，

因此选择录音师出身的行业技术专家林彬

作为项目合作者。

对录音室工作流程和录音师工作需要

了然于心的林彬在音频技术领域又深耕多

年，是相关工程学等专业技术领域的权威，

因此参与到 FumacLab 录音室产品线开发项

目后如鱼得水。结合 FumacLab 的规划需求，

林彬将前沿技术理念和公司的现有技术完

美结合，在三个重点板块展开创新攻关。这

三个板块包括两大产品项目：可以一键串联

提高放大器功率的多通道放大器系统、可以

随意搭配多输入端口和多输出端口的麦克

风选择辅助系统，以及一个附件式：可装载

与上述两个系统内部的失真谐波发生器等。

由于 FumacLab 工程师工作能力很强，对于

林彬的一系列技术理念都能快速领会，因此

一系列对产品的设想得到高效落实，项目进

展也非常顺利。

除了携手 FumacLab 在录音室产品线开

发项目取得重大突破之外，多年来，林彬与

铝带麦克风工程师符兆荣、电气工程师符

兆、Josephson Engineering、德国仪器生产商

Labortechnik Tasler、浙江徐州 buzz studio
等国内外众多企业、研发机构与行业精英展

开深入合作，取得累累硕果。

林彬表示，作为行业从业者，应该把发

力点用于科研创新和产业应用上，真正用具

有市场价值的核心项目和产品推动行业升

级变革。未来，他也将继续整合 AES 广州分

部的相关资源，进一步拓展学术交流与产业

链项目合作，用不断扩大的生态合作体系，

为我国音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筑牢根基。

卢志君

AES 广州分部创始人兼主席林彬：

推动产品创新，开创音频产业新辉煌

8 月 4 日，太原市异星遨游太空航天艺术馆内，孩子们正在探索地外星系的奥秘。据了
解，艺术馆内设有中国航天历史科普天地，“长征”运载火箭、“神舟”飞船等系列科普知识展，
以及火星等星球地表模拟空间，吸引了众多游客进行体验。 姻 阮洋摄

探秘“太空”

夏天最让人烦恼的事，莫过于被蚊子叮

咬。被咬之后，皮肤瘙痒红肿，让人心烦。有

人发现，在同样的环境中，蚊子格外青睐某

些人，总是紧“叮”他们。有人推断，蚊子可能

“偏爱”某种血型的人。

对此，天津市医疗健康学会变态反应专

业委员会委员奚丹表示：“蚊子无法识别人

的血型，蚊子选择叮咬对象通常与血型无

关。”

那么，蚊子选择叮咬对象是随机的，还

是真有“口味”偏好？

“蚊子选择叮咬对象，与人体产生的气

味、呼吸时产生的二氧化碳量以及体温有

关，还与人体代谢产物有关。”奚丹解释道。

汗水在细菌的分解下产生乳酸、尿素和

其他物质，更容易吸引蚊子叮咬。除此之外，

运动后的人、孕妇、儿童等呼吸频率较快的

人，在呼吸时会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即他

们周围的二氧化碳浓度相对较高，因此更容

易吸引蚊子。

除此之外，美国和赞比亚科研人员进行

的一项实验显示，人体散发的气味分子可吸

引蚊子从几十米外追踪而至，不同“配方”的

气味对蚊子的吸引力大不相同。

与此同时，蚊子还有自己偏爱的颜色。

研究人员发现，蚊子喜欢红色、橙色、黑色等

颜色，却容易忽略绿色、蓝色、紫色等颜色。

因此要想避免被蚊子“叮”上，也可以考虑换

换衣服的颜色。

“在日常生活中，为了减少被蚊子叮咬，

首先应该注意保持环境卫生，清除积水、污

水，在蚊虫数量较多的地方可以用网捕或粘

捕；必要时可以穿长袖、长裤或者在衣服上

喷洒驱蚊药；被蚊子叮咬后应该避免用手抓

挠，以免发生感染；如有不适症状，应及时就

医。”奚丹建议。 陈曦

kexueshiyiK 科学释疑
防汛小知识

东北大学实践团
前往吕梁临县参观学习

fangxunkepuK 防汛科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