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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只需
几十元，就能和素未谋面的“虚拟恋
人”谈一场恋爱，陪自己聊天、打游
戏、看电影……目前，这种借助网络
的有偿式情感服务，成为不少年轻
人寻求情感慰藉和解压的方式。

从未谈过恋爱的小陈最近陷入
一段“热恋”。每天，她都在微信上
和“男友”聊天，但两人的相处模式
仅限于网聊。

小陈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
作。巨大的工作压力让她喘不过
气，却无处倾诉。一次偶然的机会，
她得知网上可以找到“虚拟恋人”。

好奇心驱使下，她在网上下单
了一小时的“虚拟恋人”服务，开始
聊天。她将烦心事向“虚拟男友”倾
诉，对方不仅耐心倾听，还不时安
慰、鼓励她，让她倍感轻松。

一小时的聊天很快结束，小陈
感到意犹未尽。此后，她几乎每天
都下单续费，找“虚拟男友”聊天。

“他声音好听，会安慰人。我知道这
不是真的恋爱，但他的陪伴让我很

‘上头’。”小陈说，她已经有点离不
开“虚拟男友”。

据一名商家介绍，“虚拟恋人”
的从业者大多是大学生。他的店铺
共有80多名店员，其中大学生占九
成。22 岁的小白是大学生店员之
一，他做这份兼职不到半年。“能做
个‘树洞’（听人倾诉）、帮别人排解
不良情绪的同时，还能赚点零花钱，
一举两得。”小白说。

记者采访调研发现，“虚拟恋
人”在为不少年轻人提供陪伴和精
神慰藉的同时，暗藏重重风险。

最近，小付因“男友”越来越冷
淡的言语和不断延迟的回复，结束
了一段持续近两个月的“恋情”。小
付说，刚认识时，“男友”会用各种甜
言蜜语哄她。每次快到时间，他都
劝说小付续单。“他说和我投缘，想
多聊点。”在“男友”的“甜蜜轰炸”
下，小付不断续费、打赏，为“男友”

“氪金”。时间长了，小付发现，“男
友”只在冲业绩时对自己殷勤，平时
都不闻不问。小付也想过报警，但

得知续费、打赏属于个人消费行为
后，她只得作罢。

在豆瓣、知乎等社交平台上，很
多网友分享找“虚拟恋人”的体验，
其中不乏像小付这样的“伪失恋”案
例，原因大同小异。

众多网友陷入“甜蜜陷阱”的经
历被记者的亲历式采访证实。记者
在某电商网站下单“虚拟恋人”，短
短半小时的聊天，充斥着对方的各
种“土味情话”。问及是否有固定话
术，对方坦言，入职前会提供培训和
情话套路，为消费者营造人为的“甜
蜜氛围”。

“每次接到客人，都有基本的话
术，有的话我自己念出来都觉得尴
尬。”一名受访从业者说。

据网友爆料，不少“虚拟恋人”
商家招聘未成年人做兼职。在豆
瓣、小红书等软件上，记者搜索到不
少“虚拟恋人”的招聘帖。虽然招聘
要求中规定求职者须为18岁以上成
人，但记者假装应聘时，商家并未要
求提供年龄证明。

“虚拟恋人”让很多年轻人“上头”
“甜蜜轰炸”背后 “氪金”陷阱“坑”你没商量

中 新 网 北 京 5 月 20 日 电
“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
望远镜，FAST)再次取得重磅天文
成果——新发现201颗脉冲星。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20
日发布消息说，该台韩金林研
究员领导的科研团队利用“中
国天眼”开展银道面脉冲星巡
天，最新发现了 201 颗脉冲星，
其中包括一批最暗弱的脉冲星、
挑战当代银河系电子分布模型的
大色散量脉冲星、40 颗毫秒脉
冲星、16 颗脉冲双星、一批模
式变化和消零脉冲星以及射电
暂现源等。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科普称，
脉冲星是大质量恒星死亡后的残
骸，是宇宙中密度最高、磁场最
强、自转最快、相对论效应显著
的一类迷人而又奇异的天体，是
研究宇宙极端环境中物理规律的
理想实验室，长期以来都是备受
注的天文和物理前沿研究领域，
涉及引力波探测、精确验证广义
相对论、限制极端物理条件下的
物态方程、高精度时空基准建立
等重要基本问题。

作为当今世界灵敏度最高的
射电望远镜，FAST配备19波束
L波段接收机，成为世界上最强
大的脉冲星搜寻利器。韩金林团
队提出利用FAST进行脉冲星快
照巡天(GPPS)，对 FAST 可见的
银道面区域逐点进行5分钟的暗
弱信号积分，首次使得针对银河
系大天区面积的脉冲星系统性搜
寻进入微央斯基量级的灵敏区
域，预期FAST能够发现1000颗
左右的新脉冲星，并期待发现特
殊类型高科学价值的脉冲星。

韩金林介绍说，GPPS项目团
队 2019 年完成观测模式和数据
处理试验之后，项目于当年底被
FAST科学委员会选定为重大优
先观测项目之一。2020 年初，
GPPS巡天项目正式开启观测。

截至 2021 年 3 月，GPPS 共
计观测了约126平方度的银道面
区域，占比不到巡天项目总体规
划的 5%，但已经取得丰硕的科
学成果。目前已发现新脉冲星
201颗。相比之前世界上最灵敏
的望远镜巡天，GPPS巡天灵敏
度总体而言要高约一个数量级。

韩金林指出，在GPPS新发
现的脉冲星中，一部分特殊脉冲
星的色散量远远超过目前最好银
河系电子分布模型的预计。根据
模型估算，这些脉冲星应该位于
银河之外。

FAST发现新脉冲星
共201颗 或位于银河外

新华社南京5月20日电 记者
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
所获悉，中、英、德、美等国古生
物学者最新研究发现，种子植物的
大规模繁盛是导致 3.5 亿年前地球
超长“冻灾”的重要原因。这一发
现为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气候变化提
供了重要参考。

领导此项研究的中科院南古所
副研究员陈波介绍，在46亿年的地
球历史中，曾发生过多次冷暖交替
事件。约3.5亿年前至2.7亿年前的
一次变冷，持续时间长、规模大，几
乎让整个地球从“温室”变成“冰
窖”，被称为“晚古生代大冰期”。

此次，研究团队对这一时期化
石中的碳、锶、氧等同位素开展详
细分析，还原出“大冰期”前后大

气中最主要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含
量变化以及岩石风化和古温度变化
规律，并结合种子植物多样性及分
布变化判断，当时种子植物的大规
模繁盛，可能是导致气候突然变冷
的重要原因。

科研团队还原出的“大冰期”
发生经过显示，“大冰期”发生
前，种子植物的生长范围从中低纬
度地区迅速扩展至高纬度地区。植
物的大量生长和扩张，从两方面影
响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一方
面，植物繁盛加速了岩石风化，风
化使得硅酸盐和二氧化碳发生反
应，形成碳酸盐沉积在海底。另一
方面，植物的光合作用也会固定二
氧化碳，形成有机质埋藏下来。这
两种过程都会大量消耗空气中的二

氧化碳，最终导致气候变冷。
“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地

球历史，还可能为当下应对气候变
化提供参考。现在我们正经历又一
次全球变暖的过程，亿万年前埋藏
在地底的有机碳，如煤炭、石油
等，又通过燃烧进入大气，空气中
的二氧化碳含量增加，冰盖消融，
这几乎与 3.5 亿年前发生的情况完
全相反。要想影响、调节这一过
程，人类并非束手无策。我们可以
进一步研究陆地生态系统在调节气
候中的作用，比如广植树木，利用
植物的固碳功能为地球‘降温’。”
陈波说。

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
国际地学知名期刊《地球与行星科
学通讯》上。

3.5亿年前“温情”地球几乎变“冰窖”

这场超长“冻灾”谁造成的？

5月 20日，陈智旺在创作石
雕画作品。

河北张家口市桥东区民间艺人
陈智旺利用当地石材，陆续创作了
一批以激情冬奥为主题的石雕画作
品，展现冰雪运动的魅力。

新华社发

河北张家口民间艺人

创作冬奥主题工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