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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前沿

人与自然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2020年
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
合国大会上郑重宣布，中国将加大国家
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
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在2030年前达
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
和。自此，碳达峰、碳中和成为网络上
的高频热词引发全民关注和热议。碳达
峰、碳中和究竟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碳达峰、碳中和各有定义

碳达峰，顾名思义是指二氧化碳排
放总量在某一个时间点达到历史峰值，
这个时间点并非一个特定的时间点，而
是一个平台期，其间碳排放总量依然会
有波动，但总体趋势平缓，之后碳排放
总量会逐渐稳步回落。

碳中和则是指企业、团体或个人在
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
排放总量，通过二氧化碳去除手段，如
植树造林、节能减排、产业调整等，抵
消掉这部分碳排放，达到“净零排放”
的目的。

碳中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
“零碳”排放，但不能简单理解为完全禁

止碳排放。碳中和时期依然存在二氧化
碳排放现象，只是人类通过各种方式将
产生的二氧化碳抵消掉了。

碳中和是发达国家设置的
生态陷阱？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
2020年全球平均气温约为14.9℃，比工
业化前（1850年~1900年）高出了大约
1.2℃。全球变暖加剧了地球气候系统的
不稳定性，“几十年一遇”“百年一遇”
的极端气候事件越来越常见，而人类生
产生活中超量排放的二氧化碳，是地球
变暖的“始作俑者”。

控制碳排放，世界各国共同应对气
候变化问题刻不容缓。然而，网上传言
称“碳中和是发达国家为了限制中国发
展而设置的生态陷阱”，因为“中国要发
展，碳排放是必不可少的”“设定碳达峰
和碳中和目标，就是想阻滞中国经济的
快速发展”。

这一说法毫无疑问是片面和错误
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任何国家
都不可能置身事外，每一个国家都应当
承担二氧化碳减排责任。中国作为负责

任大国采取积极行动，作出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承诺，是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
重大战略决策，这既是我国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的体现，也是推动绿色低
碳经济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内在要求。

碳达峰与碳中和需减少碳
排放，会影响我国能源安全？

当前，我国既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
生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
国，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占比约为
85%，减碳工作任重道远。

但减少碳排放和保障能源安全完全
可以并行不悖。能源安全很重要的一点
是供需安全，要保障我国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就不能仅满足于单一的化石能源
供给，非化石能源同样是我国能源供给
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需要重
构能源结构体系，减少化石类能源比
重，大力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生物
质能等自主可控的非化石能源，这既是
节能减排，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需要，又
是解决能源结构不合理，维护国家能源
安全的需要。

碳达峰和碳中和是企业的
事，与个人无关？

有人认为，碳达峰和碳中和工作是
政府和企业的事情，与个人没有关系。
显然，这也是错误认知。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一项极
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与全社会每个组
织、每个公民都息息相关，因为每个个
体本身也是碳排放者。所以，每一个人
都应该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参与到绿色、低碳、循
环、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当中。

具体到个人的衣、食、住、行等方
面，可以做到使用节能环保型产品，随
手切断不必要的电源，选择公共交通工
具出行，少用乃至不用一次性物品，尽
量避免使用塑料制品，扔垃圾前记得做
好分类，有条件的可以种树或者培养绿
植……

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改变，积少成多
时也会成为节能减排的活力源泉。当绿
色低碳生活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时，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肯定可以实现。

据“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关于碳达峰碳中和 你了解多少

女航天员撑起太空“半边天”
10月16日，“神舟十三号”飞船把3名航天员送入我国“天

宫”空间站的“天和”核心舱，其中包括女航天员王亚平。他
们将在核心舱驻留6个月，刷新我国航天员连续在轨驻留的最长
时间纪录。王亚平也是我国空间站迎来的首位女航天员。她还
将出舱作业，成为中国第一位太空行走的女性。那么，男女航
天员的选拔和培养有什么不同？女航天员要克服哪些困难，在
太空又有什么优势呢？

由于载人航天活动具有任务艰
巨、技能复杂、环境特殊、危险性大
等特点，需克服失重、超重、缺氧、
孤独、震动、噪声等一系列艰难险
阻，所以对航天员的生理条件、心理
素质要求很高，否则难以完成航天任
务，女航天员也不例外。

但在早期航天活动中，因为受政
治、技术等因素的影响，美苏在女航
天员的选拔要求上有明显的不同。例
如，为了获得世界“太空第一”，苏联
第一批女航天员的选拔没有完全采用
男航天员的选拔标准。1963年成为世
界太空第一位女航天员的捷列什科娃
是从跳伞运动员中选出来的，而不是

从飞行员中选出来的。
根据工作特点，职业航天员可

分为飞行专家、任务专家。飞行
专 家 都 是 从 战 斗 机 飞 行 员 中 选
拔，而任务专家不一定。至今，
全世界一共选拔出 100 多名女航天
员 ， 其 数 量 只 占 航 天 员 总 数 的
10%，而且大多是任务专家，担当
飞行专家的很少。这是由于男女
航天员在生理和心理等方面存在
一定差异，例如：女性脂肪多，
血红蛋白质量少，平均身高矮，
平均体重轻，有氧运动能力低。
女性进入太空飞行困难更多，特
别是要解决一些特殊问题。

女航天员需要克服更多困难

2012年 6月 16日，“神舟九号”
载人飞船将我国第一位女航天员刘洋
送上了太空。上天后，刘洋考察了女
性在太空环境中的生理和心理变化，
收集相关医学的第一手数据，加强了
乘组的心理建设，为目前我国空间站
长期考察组的人选组成提供了重要参
考信息。刘洋在这次任务中完成了15
项空间医学实验。

为了保障我国首位女航天员在太
空的生活条件，科技人员对“神舟九
号”飞船进行了改进，对她所使用的
舱内航天服、座椅等也做了修改，增
加了女航天员专用的舱内服装备件
包，包内配备了1套供女航天员专用
的舱内压力服，还有女性专用卫生用
品包。女性的手纤细，原来的手套显
得笨重，所以针对女航天员的手形专
门制模，研制了女性专用手套。据
悉，考虑女航天员上天的需要，大小
便收集器的高度和相对位置也进行了
局部修改，有女性专用设备，如适配
器。还为女航天员准备了巧克力、甜
食和补血食品等。

王亚平与刘洋一样，是中国第7
批女飞行员，1980年1月出生，2013
年乘“神舟十号”飞船上天，在“天

宫一号”里面工作了12天。她除了常
规的飞行器状态监视、设备操控和空
间实验外，主要负责太空授课和乘组
生活照料，成为中国第一位太空教师。

在这次“神舟十三号”飞船任务
中，针对女航天员对飞船和空间站进
行了更完善的准备。此前发射“天舟
三号”货运飞船就有针对女性的服装
类货物，包括适合女航天员的舱外航
天服和其他更换的衣服。另外，还有
卫生用品、化妆品等，都是给女航天
员特地准备的。

从总体设计上说，“天舟三号”送
去的女性专用舱外航天服和其他第二
代“飞天”舱外航天服的性能一样，
但尺寸大小是按照王亚平身材专门设
计的，因此比较合身，出舱灵活，可
减少体力消耗，提高工作效率。国外
女航天员出舱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
因为没有女性专用舱外航天服。

按计划，这次将让王亚平执行我
国首次女性太空行走任务，从而诞生
中国太空行走第一位女航天员，以探
索女性太空行走的经验。女航天员身
材小巧，在太空行走时容易控制身体
的移动，可以更灵活地完成一些细致
的作业。 据《北京日报》

我国为女航天员定制舱外航天服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实践，人们
发现，女航天员在航天活动中的作用
与男航天员有所不同，女航天员在太
空也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例如：

从生理构造、心理素质来讲，女
航天员对航天环境的适应能力更持
久，耐寂寞能力较强，心理素质稳定；

女航天员在某些方面感觉更加敏
锐，心思更加细腻，考虑问题更加周
全，处理问题更注意方式方法，语言
表达和沟通能力也比较强；

女航天员可为乘组带来活力，男
女一起工作可使双方配合顺畅，积极
主动，工作效率高，错误率少；

因为女性在太空失重环境中雌激
素和镁的代谢方面优于男性，体内铁
的含量和产生的废物也较低，所以不
易出现血栓、铁中毒、血管痉挛等问
题，更适合长期载人航天；

女性上天也有利于全面开展医学
研究，没有女性参与载人航天，空间
生命科学研究成果是不完整的。

女航天员在太空有独特优势

世界上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是
苏联的捷列什科娃。她于 1963 年 6 月 16
日驾驶“东方6号”上天。捷列什科娃没
有驾驶过飞机的飞行经验，在刚上天时不
太适应高速飞行。她在这次飞行中完成了
生物医学和科技考察计划，并证明了女性
也能在太空正常生活和工作。

然而，捷列什科娃上天后 19 年内，
苏联没有再派女航天员上天，直到 1982
年 8 月 19 日，苏联又把第二位女航天
员——萨维茨卡娅送上太空，目的是使她
在后来的飞行中成为世界太空行走的第一
位女性。萨维茨卡娅也出色地完成了使
命。1984年7月25日，萨维茨卡娅在她的
最后一次太空飞行中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在
太空行走的女性。

1995年3月22日，俄罗斯女航天员康
达科娃乘“联盟TM-20号”飞船从太空
归来。她在“和平”空间站生活了 169
天，创造了当时女性在太空连续逗留的世
界新纪录。

2014年，谢洛娃成为第一位登上“国
际空间站”的俄罗斯女航天员。这是俄罗
斯女性时隔将近 20 年后重返太空。谢洛
娃在“国际空间站”停留了6个月。

太空第一位女航天员来自苏联

比起苏俄至今有四位女航天员上太
空，美国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数量却更
多，已达近50名。

首位太空飞行的母亲是美国的菲希
尔。她于 1984 年 11 月 8 日乘“发现号”
航天飞机上天。

首位航天飞机女驾驶员和女指令长是
柯林斯。她于1995年2月3日首次作为驾
驶员乘“发现号”航天飞机进入太空，
1999年7月23日首次作为指令长乘“哥伦
比亚号”航天飞机进入太空。

单次舱外活动持续时间最长的女航天
员是美国的赫尔姆斯。她于2001年3月11
日与一位男航天员单次出舱活动历时8小
时56分，目前这仍是世界纪录。

首位“国际空间站”女指令长是惠特
森，于2007年10月12日成为“国际空间
站”第一任女指令长。惠特森也是累计太
空飞行时间最长的女航天员，达到665天
17小时22分。

在太空连续逗留时间最长的女航天员
是美国的科赫。她于 2020 年在太空创下
连续逗留时间328天的女子世界纪录。

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美国最多

2010年4月，4名女航天员同时在“国际
空间站”。

萨维茨卡娅在太空舱外作业。

捷列什科娃

训练中的女航天员王亚平。 ■延伸阅读

最近，韩国的一个科学家团
队研制出一种口罩，采用弹性体
纳米纤维材料，两侧一边一个多
孔过滤膜。这种试验性新口罩在
不需要最大空气过滤时，可以自
动使呼吸变得容易。

设计的装置内含空气探测
器、气泵和微控制器芯片。这
一装置与外部计算机实行无线
连接。当传感器探测到空气中
有害颗粒浓度很高，口罩使用
者的呼吸速率相对正常时，计
算机就会把泵激活。这将会导
致拉伸环充气变胖，使膜的空
隙处于最小状态，提供最高程
度的过滤。

如果传感器探测到清洁空
气，如进行相对安全的户外活
动，计算机会提示拉伸环放气变
瘦，使膜伸展，孔径增加，更容

易呼吸。
更为重要的是，对志愿者进

行的试验显示，即使孔隙大到足
以明显改善口罩的透气性，其空
气过滤效率也只下降6%。

据《解放日报》

智能口罩
可自动调节透气性

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研究
团队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独一无二的大脑“指纹”，而且该
指纹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变化。
他们的新技术只需1分40秒就可
识别大脑“指纹”。相关论文发表
在最近的《科学进展》杂志上。

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医学
图像处理实验室和神经假体中心
研究人员通过核磁共振成像技术
检查了受试者大脑中的神经网络
和不同区域之间的连接。在对扫
描结果进行处理后，生成一种以
彩色矩阵表示的图。这些图被称
为功能性大脑连接组，总结了受
试者在被扫描期间的大脑活动。
这种建模技术被称为网络神经科
学或大脑连接学。

几年前，耶鲁大学神经科学
家发现，可以根据大脑“指纹”
准确地识别一个人。在之前的研
究中，大脑“指纹”是通过持续
几分钟的较长时间MRI扫描被识
别的。此次，瑞士科学家将这一
发现更进一步，仅用大约1分40
秒就检测出了大脑“指纹”。

研究发现在很短时间内就可
获得大脑指纹展现出来的信息，
无须用MRI扫描5分钟。研究还
显示，大脑“指纹”最快开始出
现在感觉区域，特别是与眼球运
动、视觉感知和视觉注意相关的
区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更复
杂认知功能相关的额叶皮质区域
的“指纹”也开始出现，并揭示
我们每个人的独特信息。

下一步，研究人员将比较健
康人和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大脑

“指纹”。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研究
人员恩里科·阿米柯说：“根据我
最初的发现，使大脑‘指纹’独
一无二的特征似乎会随着疾病的
进展而逐渐消失。这就好比一个
阿尔茨海默氏症患者失去了他的
大脑‘身份证’。”

这些研究发现有望用于神经
疾病检测，如自闭症或中风。“这
只是向理解我们大脑独一无二的
原因又迈出了一小步，但这种发
现带来的机会却可能是无限的。”
阿米柯说。

据《科技日报》

新技术识别大脑“指纹”
只需100秒

锂硫电池是一种最有潜力的
下一代电池。它的储能能力比今
日锂离子电池提高了4倍。

长期以来，锂硫电池的稳定
性一直无法解决。当电池充电
时，正硫电极会膨胀和收缩，受
到很大压力迅速恶化。同时，负
极受到硫化物污染。

据国外媒体报道，澳大利亚
科学家为这种有希望的结构提出
一种新的设计——添加糖来处理
固有的稳定问题。研究小组推出
一种以糖为基础的添加剂，置入
电极网状结构，帮助调节恼人的
多硫化物行为。测试发现，这一
方法使电池稳定运行超过1000次
充电。

研究人员称，每一次充电次

数增加，就会延长电池的寿命。
生产这种电池也不需要奇异、有
毒或贵重的材料。他们相信，这
一新研究将使锂硫电池向实际应
用迈出关键一步。

据《北京日报》

锂硫电池掺糖更稳定

活树从大气中吸收相当数量
的二氧化碳，在保护气候中发挥
重要作用。但是有多少碳从全球
腐烂的木材中被释放？这在全球
碳循环中的作用却很少有人知
道。

三年前，德国巴伐利亚森林
国家公园专门设立一个全球性项
目，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科研
人员在六大洲设立55个森林地点
调查站，收集来自140多个树种
的数千个死木样本，进行为期三
年的评估。

研究者称，根据报告，每年
全球有约109亿吨碳从腐烂的木
材中释放。部分碳被土壤吸收，
部分则释放至大气。从腐烂木材

中释放的碳，相当于全球化石燃
料排放量的115%左右。

这项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和
昆虫的消失都有可能改变木材的
分解，从而改变全球范围内的碳
和营养循环。

据中新网

全球腐烂木材
每年释放109亿吨碳
比化石燃料排放总和还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