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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

由于气候变化，树叶在秋天可能会更早掉落，而不
是像人们之前认为的那样会更晚。这一发现表明，随
着气温升高，森林储存的碳将大大低于预期，提前落叶
可能会对昆虫和其他物种产生连锁反应。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的康斯坦丁·措纳及其同
事研究了从1948年到2015年中欧地区近4000处地点的
普通橡树等6种温带树种的秋季落叶数据。随后他们进
行了两项实验，以研究二氧化碳和阳光在树木落叶期所
发挥的作用。其中一项实验对种植在接近目前大气二氧
化碳水平和两倍于大气二氧化碳水平的室内树木进行了
比较，另一项实验则检测了光照对树木的影响。

人们原本预计秋季变暖将使树木生长季延长，落

叶时间比如今晚两周到三周，但研究小组发现，实际落
叶时间可能比现在早3天到6天。

该研究小组的实验和长达67年的树木生长记录表
明，升高的二氧化碳浓度、气温或光照水平促使树叶在
春天和夏天生长得更旺盛，从而加速了它们在秋天干枯
并从树上脱落。尽管这项研究关注的是欧洲的树木，但
措纳认为其结论也适用于北美和亚洲的温带树木。

如果上述结论被证明广泛正确，这种逆转将产生
重大影响。措纳估计，落叶期从推迟到提前的转变相
当于全球温带森林每年减少大约10亿吨碳存储，约占
人类每年碳排放的十分之一。他说：“这是一个相当庞
大的数字。”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较，中国实现碳中和
目标的要求更加紧迫，探索因地制宜的创新
减排路径，推动具有变革性的技术成果转化，
采取积极行动落实城市与区域减排及综合目
标，有助于碳排放达峰值，并将峰值控制在一
定的水平。 ——周非

［周非，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
处副总干事］

中国的互联网交易平台大致有三类：第
一类是像淘宝类别的商品交易平台，第二类
是包括美团、饿了么、大众点评等在内的生活
性服务平台，第三类则是像猪八戒网耕耘了
14年的生产性服务平台。 ——刘川郁

（刘川郁，猪八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现在的5G+工业互联网，就是让我们建
立一个新的科技+人才+智力的体系。不是
简简单单地从传统的生产关系中的人的角度
去进行人才开发，而是要在机器、设备身上挖
掘潜力。 ——史炜

（史炜，经济学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
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

通俗一点说，核动力航母有着一颗更强
劲的“心脏”，它在航速、航程及续航力、自持
力、机动性、部署性、隐蔽性等方面都占据绝
对优势，作战环境和综合作战效能及威慑力
十分突出。也就是说它吃得更少、力气更大、
装得更多、跑得更快、走得更远、耐力更好、动
静更小。——王群

（王群，国防科技大学教授、湖南交通工
程学院兼职教授）

李雨农是重庆市中医院
肛肠科奠基人之一，出生于
1920年，1944年毕业于华西协
和大学医科。1951年，他调至
原重庆“新渝医院”任外科主
任。这家医院是重庆市中医
院的前身。

上世纪50年代，李雨农运
用中西医结合理念和同事们开
发的“枯切疗法”等特色诊疗方
法成果卓著。1955年，作为“重
庆痔瘘小组”成员，李雨农应邀
赴北京向全国推广“枯痔”和

“挂线”技术，获得国家嘉奖。
他主持研制的特色中药制剂

“新6号”枯痔注射液更是惠及
无数患者。

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康斯坦丁·措纳：

气候变化或致秋叶提前凋落
■ 罗国芳

“十三五”这5年，对“90后”科技工作者隋延林
来说，是他对引力波从陌生到熟悉，再到深深热爱
的5年。

布满高科技设备的实验室里，屏幕上闪烁复杂的
程序代码，科研人员不时记录数据……这是隋延林入
职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前，所
想象的工作场景。

现实中，他和团队十几位成员挤在一间大办公
室，桌上堆着各类设备，桌子下是装泡面和面包的纸
箱。这次受访，隋延林从小山一般的书籍、文献后露
出头，与记者打招呼。

2015年，隋延林从四川大学电子信息学院毕业，
考入长春光机所进行硕博连读，研究方向是基于机
器学习方法的目标识别技术。很快，他完成了人生
一次重要抉择：加入光机所空间一部空间引力波探
测团队。

2017年，由中国科学院发起的空间引力波探测
“太极计划”正式启动。2019年8月31日，我国首颗空
间引力波探测技术实验卫星“太极一号”成功发射，长
春光机所空间一部空间引力波探测团队负责其中两
个关键有效载荷的攻关任务。如今，项目已进入“太
极计划”三步走的第二步。

攻关“太极一号”时，隋延林还没有加入团队。但
这支“魔鬼团队”的“盛名”早已在研究所传遍：成员们
忙到没时间吃饭，泡面成主食；随时准备出差，生物钟
完全搞乱，不少人把行李箱放在办公室……

2019年，这支团队招贤纳新，隋延林报名了。
在隋延林看来，引力波无处不在，充满神秘感。

追逐引力波，成为他奋斗的方向。他所在团队攻关的
“太极计划”两个关键有效载荷在卫星中至关重要，宛
若大脑之于人类。他准备“大干一场”。

隋延林觉得，自己当时失之天真。加入团队后，
他主要负责载荷的电子学设计部分，与学生时代所学

迥异。他每天都在“恶补”，看了数百篇文献，不停地
向同行专家请教。其后，正式开始进行电子学方案设
计、论证仿真、硬件电路设计、协调软件开发等工作。

隋延林这样解读他的工作——宇宙中存在无数
的声音，类似于无数的歌曲，引力波这首歌微弱地藏
在其中。利用常规电子学设计手段捕捉到这些歌曲
时，采到的节奏都会有些偏差，时而快进、时而慢进。
对于绝大多数常规歌曲来说，这种节奏的快慢不明
显，不影响对它们的分辨。但引力波是很“矫情”的信
号，必须研制出更精密的仪器尽可能消除快慢进的偏
差，帮助科学家解读“歌曲”的奥秘。

他负责设计的电子设备精度是常规设备精度的
数百倍，只能一点点去设计、测试。

最让他崩溃的环节是电路调试。引力波探测是
崭新的科研工作，无先例可循，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所选器件内部有偏差，板上电阻焊错，软件代码写错，
上位机指令下错，都会导致测试出问题。“我也崩溃
过，也想过放弃，但很快又接着干。”隋延林说。

“后悔是绝对不可能的。”隋延林说，能够做空间
引力波项目的“打工者”，感到痛并荣耀着。

如今，隋延林与其他成员正针对“太极计划”第二
步中的更高精度载荷进行攻关。“十四五”规划中提
出，瞄准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
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这让他很振奋，更有荣
耀感。他最大的梦想是，不久的将来，中国人研制的
仪器可以传回引力波的声音。

痛并荣耀着——当“90后”爱上引力波
新华社记者 孟含琪

在中科院
长春光机所，
科研人员隋延
林调试相位计
数字电路板。

新华社发
王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