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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昌 12 月 10 日电 12
月10日4时14分，我国在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用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
以“一箭双星”方式将引力波暴高
能电磁对应体全天监测器卫星送入
预定轨道，发射获得圆满成功。

引力波暴高能电磁对应体全天
监测器卫星由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
导科技专项空间科学 （二期） 部
署，2 颗小卫星采用共轭轨道星座
布局，将对引力波伽马暴、快速射

电暴高能辐射、特殊伽马暴和磁
星爆发等高能天体爆发现象进行
全天监测，研究中子星、黑洞等
致密天体及其并合过程。此外，
卫星还将探测太阳耀斑、地球伽
马闪和地球电子束等空间高能辐
射现象，为进一步研究其物理机制
提供科学观测数据。

引力波暴高能电磁对应体全天
监测器卫星工程任务由中国科学院
负责组织实施，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负责工程大总体和地面支撑系统的
研制建设，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负
责卫星系统研制，高能物理研究所
为任务科学目标提出单位，并负责
卫星有效载荷、科学应用系统研制
建设，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负责科
学数据的地面接收。用于此次发射
的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研制生产。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的第355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引力波暴高能电磁对应体全天监测器卫星

开启引力波追寻之旅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0 日电 记
者10日从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
研究院获悉，临近空间数据共享服
务系统日前正式上线，为国内外用
户提供多学科领域临近空间科学数
据的多模式检索、信息在线浏览与
下载服务。

该系统是中国科学院A类战略
性先导科技专项“临近空间科学实
验系统”（“鸿鹄专项”） 科学数

据共享服务的门户网站，由中科
院定量遥感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
承担建设，集成历次专项科学实
验原始数据与科学分析数据，通
过数据交换等渠道汇集的来自其
他科学探测系统、支持临近空间
科学研究的外部系统数据，以及
支持开展临近空间科学研究的相
关气象、水文、地理信息等基础
数据，涉及生物、大气、电磁、

辐射等多学科领域。
目前已上线对外共享的数据为

2018年和2019年开展的6次综合科
学实验的原始数据，主要为空间原
位探测数据与地基观测数据，包括
青藏高原多地联合大气观测实验、
临近空间生物/大气综合载荷验证
实验、模拟陨石抛投实验、地磁暴
环境综合探测实验和临近空间生
物/大气/紫外辐射综合科学实验。

鸿鹄专项于 2018 年 3 月启动，
由中科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牵
头，联合中科院内外30余家科研单
位，聚焦临近空间环境，开展国际
上迄今为止覆盖参量种类最全的临
近空间全域综合探测。

临近空间数据共享服务系统正式上线

提供多项科学实验原始数据

12月9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天坛医院的工作人员帮助老年
人使用手机缴费。

受疫情影响，北京市二级以上
医院从2月下旬起实行非急诊全面
预约挂号。为应对因“数字鸿沟”带
来的老年人“挂号难”问题，2020年
底前，北京所有医疗机构将开设为
老年人提供挂号、就医等便利服务
的绿色通道。

记者近日走访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天坛医院、宣武医院，发现这
两家医院采取多项措施为老年人挂
号提供便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
年人挂号的“数字鸿沟”问题。

新华社发

新华社合肥 12 月 10 日电 记
者从9日召开的“美好安徽‘十三
五’成就巡礼”系列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安徽省牢牢守住耕地红线，
坚持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全省
耕地面积8828.9万亩，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面积 7393 万亩，已连续 21
年实现耕地占补平衡。

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郜红
建介绍，“十三五”期间，安徽省
累计新增耕地81.3万亩，修复采煤
沉陷区耕地1.47万亩，城市周边永
久 基 本 农 田 划 定 保 护 比 例 由
38.75%上升到55.28%。

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
安徽省加强省内耕地占补平衡统筹
管理，交易补充耕地指标 6.53 万
亩，成交价款75.28亿元。

据悉，“十四五”时期，安徽
省耕地保护工作将继续严守耕地红
线，强化对耕地的日常监管，及时
发现、制止和严肃查处违法违规占
用耕地的行为。此外，安徽省将清
理整治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坚决制
止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并加
大对空心率高、日趋凋敝村落的整
治和复垦力度，因地制宜推进“旱
改水”等耕地提质改造工程，提升
耕地占补平衡能力。

安徽连续21年

实现耕地占补平衡

新华社太原 12 月 10 日电 记
者从山西省教育厅获悉，这个省近
日就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机构
治理工作进行专门部署，将严查校
外培训机构无证无照办学、聘请在
职中小学教师任教等问题。

山西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指
出，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机构
是近年来困扰基础教育的一个突出
问题，也是全社会关心的热点难点
问题，必须加强综合治理、源头治
理，促进校外培训机构健康有序发
展，切实营造良好教育生态。

此次严查，山西将以过度逐
利、超纲教学、强化应试、无证无
照、存在安全隐患和中小学在职教
师参与等问题为重点，强化巡查发
现、归口受理、违法查处等各环节
工作，确保责任落实到位、违规查
处到位、问题整改到位。

山西还将进一步健全完善校外
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和管理办法，严
格审批办证和日常监管，同时，利
用好信息管理平台，健全黑白名单
制度、联合惩戒制度等。

山西将严查

校外培训机构

新华社合肥 12 月 10 日电 雨
滴落在荷叶上为何会形成小水珠？
墨水为何会被引导到钢笔的笔尖
上？水在不同的介质与环境下表现
出多种特性。近期，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王奉超教授与诺贝尔物理学奖
得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安德烈·海
姆教授及其团队合作，研究揭示了
固液界面能的尺寸效应，修正了物
理学中经典的开尔文方程，建立了
纳米尺度下的毛细凝聚新理论。

受表面张力和弯曲界面的影
响，水在狭小的通道内更容易凝聚：
在分压还没达到饱和蒸气压的时
候，水就凝聚了，这就是毛细凝聚现

象。约150年前，物理学家威廉·汤
姆逊（后来被册封为开尔文勋爵）定
量描述了凝聚压强的变化，该理论
后来被称为开尔文方程。

然而，当通道直径缩小到水分
子大小相当的尺寸时，由于实验观
测难度大，开尔文方程里采用的弯
月面曲率、接触角等概念难以被准
确定义。如何在纳米尺度下修正开
尔文方程，一直是国际学界关心的
问题。

近期，中英联合研究团队利用二
维材料构筑的纳米通道器件开展实
验，他们巧妙地通过壁面变形来表征
毛细凝聚现象，并对实验结果和力学

机理给出合理解释。王奉超教授研
究揭示了固液界面能的尺寸效应，发
现了在纳米或亚纳米尺度的毛细凝
聚中，是固液界面的力学作用在扮演
重要角色，而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液
气界面在起主导作用。

据此，他们建立了纳米尺度下
的毛细凝聚新理论，修正了经典的
开尔文方程，并将方程适用性拓展
到亚纳米尺度。该研究不仅为理解
极限尺度下毛细凝聚现象奠定了基
础，在微电子、制药、食品等行业也
具有重要应用前景。

12月10日，国际著名学术期刊
《自然》发表了这项研究成果。

中英科学家建立纳米尺度下的“毛细凝聚”新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