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纵览 11
2023年12月5日/星期二

责任编辑 荆毅萍 / 美编 李鹏 / 校对 王君 / E-mail：ycwbbjb@126.com

◆我国科研人员发展前沿脑机
接口技术促进脑中风治疗 日前从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了
解到，该所研究员张强率领团队聚
焦前沿脑机接口技术，在脑中风治
疗领域取得进展。

◆11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为53.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
日发布的11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为53.3％，较上月回升0.4个百分点。

◆联合国儿基会与利比亚签署
加强儿童保护工作计划 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儿基会）驻利比亚办事处3
日发表声明说，该机构当天与利比亚
内政部签署一项旨在加强儿童司法
保护的工作计划。

◆印尼火山喷发已致至少11人
死亡 印度尼西亚搜救部门官员 4

日证实，位于西苏门答腊省的马拉
皮火山3日下午喷发，已造成至少11
人死亡、12人失踪。

◆厄瓜多尔西南部发生武装袭
击事件致5人死亡 厄瓜多尔总检
察院3日证实，厄西南部瓜亚斯省杜
兰市2日发生一起武装袭击事件，造
成5人死亡。

◆多艘商船在红海遇袭 美海
军击落胡塞武装无人机 美国中央
司令部3日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
装当天发动导弹袭击，分别击中位
于红海南部海域的3艘商船，美国海
军随即击落3架胡塞武装无人机。

◆美军空袭伊拉克境内民兵武
装致5人死亡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
斯兰抵抗组织”3日发表声明说，美军
当天空袭了伊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

织”位于伊拉克北部基尔库克省的一
处设施，造成该组织5人死亡。

◆韩国宣布第三次固体燃料火箭
试射成功 韩国国防部4日宣布，韩国
自主研发的固体燃料火箭当天在济州
岛附近海域的一艘驳船上成功进行第
三次试射，并将一颗商业卫星送入太空。

◆俄罗斯再次限制从摩尔多瓦
进口蔬菜和水果 俄罗斯动植物检
验检疫局网站日前发布的消息显
示，从12月4日起，俄将禁止从摩尔
多瓦部分地区进口蔬菜和水果。

◆坦桑尼亚暴雨灾害已致47人
死亡 坦桑尼亚地方官员3日说，该
国马尼亚拉地区 2 日夜间至 3 日突
降暴雨导致洪水和山体滑坡，目前
已造成47人死亡、85人受伤。

本栏均据新华社

▲12 月 2 日，演员在希腊雅典圣诞剧场
表演戏剧《兰陵王》。

首届“中希国际戏剧节”2日在希腊首都
雅典拉开帷幕。中国国家话剧院携戏剧《兰
陵王》与当地华人出品的戏剧《新·白蛇传奇》
联袂在雅典圣诞剧场为近千名观众带来颇具
东方魅力的视听盛宴。

新华社发（马里奥斯·罗洛斯 摄）

首届“中希国际戏剧节”
在希腊雅典拉开帷幕

▲12月3日，人们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迪
拜大会“绿区”的中国馆前拍照。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
缔约方大会（COP28）“绿区”3 日向公众开
放。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绿区”设置十
个主题中心，将举办超过 600 场有关气候变
化、可持续发展、创新、技术和教育的活动。

新华社记者 王东震 摄

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
“绿区”向公众开放

新华社北京 12 月 4日电（记者
叶昊鸣）4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财政
部、应急管理部近日下达 48.46 亿元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地方开
展受灾群众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工
作，切实解决受灾群众生活困难，确保
安全温暖过冬。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地区财
政、应急管理部门积极部署、认真落
实，按照“分类救助、重点救助、精准救
助”原则，科学合理制定救助方案，做
实做细冬春救助工作，并将资金纳入
直达机制，强化资金监管，严禁截留挪
用，确保资金及时按政策规定发放到
受灾群众手中，切实发挥资金效益。

这位负责人表示，针对今年东北、
华北等地遭受严重灾害、冬春救助任
务较重的实际，应急管理部、财政部提
前印发通知，召开视频会议进行安排
部署，派出多个工作组深入灾区一线，
指导督促各地及时开展救助对象调查
摸底，精准统计上报救助需求，资金下
达时间较往年大幅提前。

两部门下达48.46亿元
支持地方开展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

国内国际简讯

▲12月4日12时1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援埃及二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
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
还搭载发射了星池一号第二组 A 星、B 星两
颗卫星。

新华社发（汪江波 摄）

我国成功发射
援埃及二号卫星

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首个
多场耦合环境模拟实验室，1：1 基于
传统工艺制备的夯土墙体试验样品正
在经历“太阳”的照射。“太阳”由 9 盏
架设在屋顶的灯组成，经过人工调节，
一次照射周期就能模拟一轮太阳的东
升西落。

“实验室可以加速模拟漫长而微
妙的自然变化，帮助更快获知长城对
不同环境的响应机制，以及对不同保
护措施的耐候性。”敦煌研究院保护研
究所副所长裴强强说。

西北地区多以黄土夯筑长城为
主，在漫长时光中，墙体根部掏蚀凹
进、墙面风化剥落、裂隙发育等病害都
在加速长城的“衰老”。

“文物保护要从抢救性保护向预
防性保护转变，就必须搞清楚文物劣
化的深层次机理。”敦煌研究院副院长
郭青林说。

长城体量大、周边自然环境复
杂。老一辈文物工作者在专注对长城
本体进行“抢救”的同时，通过开展小
体量的室内实验和足尺现场试验积极
探索预防性保护之道。国家古代壁画
与土遗址保护多场耦合环境模拟实验
室就是我国文物科技领域一次全新探
索。

多场耦合，指模拟温湿度、光照、
降雨、降雪多因素时序性自然环境条
件。裴强强介绍，实验室从规划到建

成，前后历时近 15 年，他们基于不同
区域10年间的基础气候资料，分析总
结提取了对长城影响较大的极端天气
和气候环境，并想方设法在实验室实
现模拟加载。

2020年底，多场耦合环境模拟实
验室正式投运。这个实验室不仅具有
时间可控、变量可控、条件可重复、能
进行足尺模型试验等优点，还能承载
数吨重的大型土遗址样品，可在较短
时间内模拟土遗址长期受自然环境影
响出现的病害。

截至目前，甘肃省已经突破并掌
握了包括锚固灌浆加固技术、支顶加
固技术、表面防风化技术在内的一系
列土质长城保护关键技术，并形成了
一整套成熟的保护理论和工艺技术规
范。针对根部掏蚀土遗址病害发育机
制与稳定性问题，多场耦合环境模拟
实验室获得了相关理论性指标。

裴强强介绍，目前长城保护修复
最大的难点还是对古代传统工艺的科
学认知。

万里长城“因地制宜”建造，在千
百年中矗立不倒，其背后体现了古人
独特的建造智慧。

甘肃东西绵延1600多公里，从东
向西，土壤中沙子、石头逐渐增多，土
壤黏性逐渐降低。古人便利用红柳、
芦苇等植物为长城“加筋”，通过植物
的拉接力提高墙体的整体稳定性。长

城的营造技术可以形容为传统夯筑工
艺的“升级版”。

裴强强说，古代技艺的传承主要
依靠工匠口口相传，没有留下详尽的
文字资料，科研人员只能通过分析试
验来模仿、模拟。比如，相传在夯土中
加入粥浆、羊桃藤、红糖水等物质，可
增加墙体强度。他们也用试验证实了
它们的作用，但具体的配方、工艺仍需
摸索。

在与多场耦合环境模拟实验室相
距不远的另一座实验室里，记者还看
到许多不同的夯锤和各种圆柱状的夯
筑样品。

“我们在无限趋近长城建造的真
相，但总有距离和困惑。”裴强强说，未
来他们希望通过研究试验，不断构建
不同区域环境下长城建造技艺的指标
性理论，深化对长城建造智慧的认识。

2022 年 9 月，明长城西端起点所
在的嘉峪关在实施一项长城保护修缮
工程中，融合运用了研究性修缮理
念。在修缮中，文物工作者除了在长
城表面渗透PS材料（一种高模数的硅
酸钾溶液）进行加固外，还实施了红柳
麻丝加筋、麻撮加筋、草泥抹面、夯筑
砌补等传统工艺保护措施。

甘肃省文物局副局长仇健说，当
前长城保护正由注重抢救性保护向抢
救性与研究性、预防性保护并重转变。

新华社兰州12月4日电

研究性保护
加速破解西北长城夯筑“秘诀”

□新华社记者 何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