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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之际，中
央军委27日在京隆重举行颁授“八一勋章”和荣
誉称号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八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和证书，向获得荣誉称号的单位颁授荣誉奖旗。

八一大楼仪式现场，部队官兵和文职人员
代表整齐列队，气氛庄重热烈。下午4时，18名
持枪礼兵正步入场、伫立两侧，颁授仪式开始，

全场高唱国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
委副主席许其亮宣读习近平签署的中央军委授
予“八一勋章”和荣誉称号的命令，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主持仪式。

杜富国、钱七虎、聂海胜等获得“八一勋章”
的同志依次上前，习近平为他们佩挂勋章、颁发
证书，同他们合影留念。

随后，习近平向获得“模范地空导弹营”荣誉

称号的空军地空导弹兵某部二营颁授荣誉奖旗。
颁授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束。习近平

同获得“八一勋章”的同志集体合影。
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升

民，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
责同志，获得过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我军英
模代表，此次“八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等参
加仪式。 （据新华社）

致敬最闪亮的星
习近平向“八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和证书

向获得荣誉称号的单位颁授荣誉奖旗

信号调一调，护栏搬一搬

“堵车总是难免，但说实话，这两年还是好
了很多。你看，这里现在就能提前左转掉头。”7
月 27 日，车开到黄河路口，从业 16 年的的士司
机陈师傅感叹。

来自市城市畅通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数据显
示，2021年11月初至今，株洲对城区31个路口
隔离护栏和标线进行微调，可提前实现掉头行
驶。

过去，的士师傅对红港路与人民路交汇处
颇有怨言。这里车多路窄，信号灯也让人摸不
着头脑。虽说两年前进行了拓宽，但实在架不
住车数的增速。

今年，这里也有了变化，红绿灯变了。“两边
都有左转道，原来一边已经通行，一边还在排
队，现在没有那么不协调了。”陈师傅说。

这背后，就是信号灯优化。数据显示，2021
年11月至今，我市累计对红港路、白石港路、庐
山路、株洲大道、珠江北路及衡山路6条干线23
个路口进行信号灯调优工作，对石宋西路沿线3
个路口进行绿波带方案测试。

“根据不同方向、不同时段、不同车流量的
数据统计，适当提高绿信比，尽量让车辆不空
等，让车流转动起来。”市城市畅通领导小组办
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

交通拥堵指数，是根据道路通行情况，综合
反映道路网畅通或拥堵的概念性指数值。简单
说，它是市民出行拥堵时期所花费的时间与畅
通时期所花费的时间的比值。

一连串举措，让上述6条城区主要干线拥堵
指数同比有所下降。

比如，2022 年 1 月 7 日到 1 月 13 日，对比
2021 年 12 月 17 日到 2021 年 12 月 23 日，红港
路（庐山路至红旗中路）路段全天西往东同比下
降 4.29%，东往西同比下降 2.14%；早晚高峰西
往 东 同 比 下 降 14.22% ，东 往 西 同 比 下 降
15.32%。

有没发现，株洲今年以来不那么堵了，这是因为——

23个路口调整信号灯 31个路口可提前左转掉头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吴楚 通讯员/朱建轩

堵车，看路口；治堵，也看路口。
在精细化城市治理大势下，随着《株洲市“十四五”城市畅通行动方案》进一步实施，株洲对

症下药，精细化治堵。
7月27日，记者从市城市畅通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去年至今，6条干线23个路口调整了信

号灯，31个路口可提前实现左转掉头。

路口小改造，潜力大提升

车在增多，堵车与治堵是一场动
态博弈。比如，10年前，就没人觉得
株洲大桥（一桥）“两头堵”，现在却
不行了。

株洲大桥东桥头，匝道转弯半径
太小，车辆转弯不便。于是，破除匝
道转角处部分人行道，新建机动车
道。

西桥头眼下正在施工：压缩绿化
带宽度，压缩进口车道宽度，增设 2
个直行车道，增加排队空间。

神农大道和珠江北路交叉路口，
增加了一条左转车道，下班期间左
转不再排长队了。

炎帝大道与栗雨南路交叉路口
正在发生变化。7月9日抖音千人点
赞说“二中喜提人行天桥一座”，横
穿炎帝大道的安全隐患将有效消
除。同时，炎帝大道与栗雨南路交
叉路口将压缩中央绿化带，调整车
道布设，优化信号灯配时。通过改
造，预计路口可提高15%通行能力。

“不知道是错觉还是天气炎热出
门人少，我觉得株洲今年以来不那
么堵了。”7 月 27 日，在株洲开了 20
年车的上班族黄先生说。

这或许不是错觉。这些年，株洲
交通堵点微改造从未停止。2020
年，株洲市中心城区21个交叉口微改
工程完成，各路段及交叉口通行能力
及通行效率得到了明显提升与改善。

今年，结合民生热点、交通状况，
又确定中心城区17处节点及路段微
改造和立体过街设施建设。立体过
街设施包括响田西路香博堡地下通
道改造恢复，荷塘大道地下通道改
造恢复，南方中学人行天桥新建工
程。路段微改造措施包括取消交叉
口范围内的停车位，尽量实现提前
右转及提前调头；通过偏移双黄线、
压缩车道宽度或铲除部分绿化带
等，增加车道数等。

“当前财政形势下，精细化设计
与微改造是必然趋势。根据交通现
状，对症下药，微动土木进行改善，充
分挖掘交通设施潜力，株洲有经验也
有把握。”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绿波带 在指定的交通线路上，当规
定好路段的车速后，要求信号控制机根据
路段距离，把车流所经过的各路口绿灯起
始时间，做相应的调整。这样一来，以确保
该车流到达每个路口时，正好遇到绿灯。

绿信比 一个信号相位的有效绿灯时
长与周期时长之比。由于信号在相位变换
时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时间的损失（如绿灯亮
时驾驶人的反应延迟，绿灯将要结束时驾驶
人放缓车速停车等待），也即在这个时间内
任何车辆都不能通行，因此，称这个时间为
损失时间。显然，在实际显示的绿灯时间内
必然有一段损失时间，而实际用于车辆通行
的那段时间才是有效绿灯时间。

农农

名词解释

▲建设单位供图

▲建设单位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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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
发展基金会星空工作委员会召开了第二
季度工作总结会议，就暗夜保护等方面
进行总结与展望。

暗夜星空，是人类共同的财产。2018
年，经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暗夜委员会审
核，西藏阿里和那曲两地的“暗夜星空保
护地”被正式收录到《世界暗夜保护地名
录》中，成为我国首批获得国际组织认可
的暗夜保护地。

2020 年，《世界暗夜保护地名录》又
增加了8个暗夜保护地，其中新增中国黄
海湿地野鹿荡、山西洪谷、江西葛源、河
北照金暗夜保护地。至此，全球范围内
暗夜保护地为273个。

除了控制光污染以外，暗夜保护的
“工作范围”还包括保护射电宁静区等。

我国多功能斜拉桥最
大跨度桥合龙

7 月 25 日，广州南沙自贸区重点
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南沙红莲大桥
主桥合龙，标志着大桥主体工程建设
完成，为大桥今年按期建成通车创造
了有利条件。

红莲大桥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全
长 1782 米，主桥长 912 米，采用双塔
双索面混合梁斜拉桥型，主塔高 180
米，主桥跨度达580米，是目前我国同
类型多功能斜拉桥的最大跨度。主跨
钢箱梁结构按照“两侧对称吊装，跨中
合龙”的方法进行吊装施工，总用钢量
达17000多吨。

除满足车辆和人员通行外，红莲
大桥还承担了多回路高压电缆、燃气、
通信和输水管道的随桥过江功能，过
江管线规模居全国同类型桥梁之最。

红莲大桥跨度较大且处于滨海台
风多发区，设计团队通过结构创新，首
次在强台风地区的大跨度桥梁中采用
半开口分离双箱截面主梁结构，发明
了一种半封闭半通透新型抗风栏杆，
解决了大跨度双箱截面主梁斜拉桥的
抗风技术难题。

（据新华社）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成
立于 2016 年的荷兰光年汽车公司近
日发布了世界首款商用太阳能汽车

“光年 0”，其车顶和引擎盖上安装了
弯曲的太阳能电池板。该公司称，该
款车每天的续航里程为 625 公里，利
用太阳能发电为其续航里程贡献约
70公里。据悉，该公司最早将于今年
11月在欧洲交付这款车。

据光年汽车公司介绍，该车在太
阳下晒一小时，所充电量可供汽车行
驶9.6公里，这为人们的长途旅行提供
了方便，也意味着车主在充电站花费
的时间更少，甚至可能根本不需要充
电站。此外，在一年中阳光最充足的
月份，它将让短途行驶完全由太阳能
提供动力。

光年汽车公司生产的这种太阳能
汽车不需要燃料，也不污染空气，而
且，也是解决电动汽车革命中缺少可
用充电设施这一问题的一个潜在办
法。

英国《每日电讯报》指出，除光年
汽车公司之外，包括德国梅赛德斯-
奔驰公司等在内的一些企业也在开始
或接近于生产这种汽车。有业内人士
认为，太阳能汽车可能会撼动电动汽
车的地位。但也有人指出，这种汽车
要想“飞入寻常百姓家”，还面临成本
和技术两大挑战。

（据科技日报）

7 月 22 日，一位年轻的“女孩”正式入职中国
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成为国博的一名特
殊的新员工。她叫艾雯雯，是一名虚拟数字人。
她“出生”于 2000 年 5 月 4 日，虽然才 22 岁，但是
她已经拥有了丰富的知识储备和讲解技能，甚至
熟知国博文物珍品的具体信息。

此外，艾雯雯还拥有超强的自学习、自适应能
力，能够不断更新、丰富自己的知识库。以国博
140多万件馆藏为基础，她为自己构建起丰富的知
识储备和互动技能，可以为慕名而来的全球游客
讲解中华文明，让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艾雯雯的形象设计，依托于山东工艺美术学
院对中国女性容貌审美的领悟和对国博馆藏古代
服饰的研究，还参考了国博已经开发的相关文创
产品。目前，她已有5套到6套适应不同场景的不
同服装。

艾雯雯的动态活化和场景融合，依托的正是
数字孪生技术。

通过骨骼绑定、动作捕捉、布料毛发解算、语
音合成等技术，静态的数字模型真正“活”了起来，
变成了一位顾盼生辉的鲜活“少女”，再借助三维
与实景视频合成渲染技术和精准还原的三维透视
空间关系，艾雯雯便“走”进了现实场景，担起了讲
解员的职责。

作为国博一名特殊的新员工，艾雯雯既是虚
拟世界博物馆的形象代言人，也是现代社会的一
名“新青年”，她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形成于
新时代人工智能科技前沿，她将成为大家在国博
跨越时空的朋友。

未来，艾雯雯将在国博收藏、研究、展示、对外
交流等不同岗位深入学习，逐渐在线上线下平台
为观众讲好国博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据科技日报）

暗夜保护：给天文观测留一片纯净天空

然而，射电天文并非只使用这些固定的频率
进行探测，对于地基射电观测来说，观测范围在2兆
赫至1000千兆赫以上的所有波段；对于空间射电
观测而言，更是可以观测低达10千赫的甚低频射
电波段。因此，为了给天文射电观测保留一处“无
杂音”的“寂静之岭”，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设立了射
电宁静区。1958年，为了尽量减少对绿岸射电天文
观测站可能产生的干扰，美国在弗吉尼亚州和西弗
吉尼亚州之间的州边界附近，约33万平方千米的范
围内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射电宁静区。

射电宁静区包含了3种基本类型。第一类区
域是核心区，核心区毗邻主体望远镜，在某些频
段禁止所有无线电传输，如阿塔卡玛毫米/亚毫

米波阵列射电望远镜拥有 30 千米范围的核心区
域；我国的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
建在大山深处，有着良好的射电屏障，但也拥有
射电宁静区。第二类区域的管理相对宽松，地理
范围也更加广阔，一般禁止无线电信号传输。如
需要传输，可以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通过对传
输地形、方向、功率等条件加以限制后，进行信号
传输。第三类区域是在协调的情况下允许特定
频率的信号传输。

但即便如此，射电天文观测不得不面临的一
个现实是，在地面上已再难找到半个世纪前那种
干净的电磁环境。

（据中国国家天文公众号）

“无杂音”的射电宁静区

可见光只是电磁波谱中很小的一部分，对于
那些可见光之外的电磁波，诸如红外线、紫外线、X
射线、γ射线、射电波等人类都“视而不见”，但正是
这些“看不见”的电磁波却蕴含着大量来自宇宙天
体的信息。不过，地球大气层是一道天然的屏障，
会不同程度地阻隔这些电磁波，只给天文观测留
下了2个窗口：可见光波段以及射电波段。

1965年，射电天文学家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在研
究卫星系统中的噪声时，发现了一个去不掉的噪
音，这个噪音来自宇宙大爆炸的背景辐射。这一发

现为初始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论提供了证据。
然而，随着人类对无线电的开发利用，天空中

的各种射电信号变得“嘈杂”起来，使得天文观测
受到干扰。

人类使用无线电主要是为了传输信号，这也
意味着只有发送方和接收方之间使用相同的频
率，才可能进行无线电通信。因此，我们只需要规
范无线电的频率使用范围，就可以避开对射电天
文观测的干扰。因此，一部分频率被规定为天文
观测的专用频率。

无线电波干扰天文观测

▲网络供图。

将静态模型变成“鲜活”少女
虚拟数字人“入职”国博

▲虚拟世界博物馆的形象代言人艾雯雯。
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世界首款商用太阳能
汽车来了

▲“光年0”太阳能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