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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周率第68.2万亿位

到底是几？
渝中区科协加强
街道社区科协建设

快开学了，有没有想起被数学支配的恐惧？毕竟圆周率你
只背到3.1415926，而据媒体报道，瑞士研究人员使用一台超
级计算机，花了三个多月，日前已经将数学常数圆周率π计算到
小数点后68.2万亿位，创下该常数迄今最精确值纪录。那么问
题来了：圆周率第68.2
万亿位，到底是几？

北碚区科协开展
节能降碳科普宣传

本报讯（通讯员 傅建华 陈旭）为积极
配合 2021 年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活动开
展，北碚区科协日前联合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向全区群众开展了“节能降碳绿色发展”主
题科普宣传活动。

今年以来，北碚区科协按照重庆市科协
文件精神，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强化措
施，积极开展相关科普知识宣传。此次活动
系运用全区科普文化重庆云平台终端设备向
群众进行“节能降碳绿色发展”主题科普宣
传，让相关宣传工作开展得更扎实，使科普文
化重庆云平台更大地发挥作用。实现“节能
降碳绿色发展”主题科普宣传向北碚辖区内
社区、学校、科普基地60台科普文化重庆云
平台的全面覆盖。

巴南区科协召开
全国科普日区协调会

本报讯（通讯员 冯旖）日前，巴南区科
协召集区委宣传部、区委政法委等13部门
相关负责人，组织召开了2021年巴南区全
国科普日活动协调会。

会上，巴南区科协有关负责人传达了市
科协相关文件精神及要求，通报了2021年
巴南区全国科普日活动的初步思路和构
想。与会部门相关负责人结合职能职责逐
一提出了意见建议。

巴南区科协负责人表示，希望各单位高
度重视，充分认识举办“全国科普日”活动的
重要意义。周密部署、密切配合，确保活动
顺利开展并取得圆满成功。同时希望各单
位在严格遵守有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
的基础上，注重活动实效，推动科普日活动

“接地气、聚人气”。

黔江区科协召开
疫情防控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通讯员 何云莲）日前，黔江区
科协召开推进会，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进行再安排、再部署。

会议要求，单位职工非必须不出市，外
出其他区县、风景区必须提前报备。单位职
工上班须佩戴口罩，检测体温，做好来访人
员登记。在区域排查工作方面主动与城东
街道办事处联系，每天排班1名职工前往文
汇社区责任网格区域，对户籍人口、常住人
口、流动人口进行疫苗接种全面排查，做到

“应接尽接”。落实专人负责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专项准备，做好防疫物资保障。同时结合
全国科普日活动，进一步加大疫情防控知识
宣传。目前单位职工已实现100%接种。

2021重庆文旅大数据发布活动日前在渝举行。中
国旅游研究院、重庆市文化和旅游数据中心、中国移动、
美团分别发布了基于大数据的分析报告。

《2021年上半年在线旅游资产指数报告》数据显示，
2021年上半年，北京、广州、上海、重庆、三亚等城市在线
旅游资产综合指数稳居全国前列。其中，北京综合分值
609.48，排名第一；重庆综合分值554.60，排名第四。

《西南地区乡村旅游大数据分析报告》数据显示，西
南地区乡村旅游以自然风景（693 个）、历史古迹（492
个）、村寨（459个）、农业体验（290个）和农业景观（256

个）等类型为主，民俗节庆（92个）、主题公园（25个）、拓
展和博物馆类（共21个）等乡村旅游类型较少。其中，
重庆以农业体验、农业景观、度假村为主。四川以自然
风景、历史古迹、村寨为主。贵州以自然风景、村寨、历
史古迹为主。云南则以村寨、历史古迹、自然风景为主。

在行业消费复苏指数上，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得
到控制，大众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升级，空气清新、生态优
良、环境空旷、交通便捷、成本较低的乡村旅游已迎来率
先复苏和回暖的机遇。其中出行复苏指数101.8、住宿复
苏指数98.43、餐饮复苏指数97.49。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 何仕明）日前，渝中区
科协加强街道科协、社区科普站组织建设，
极大地提升了基层社区的科普工作水平和
服务能力。

渝中区科协11个街道科协、79个社区科
普站于日前全部完成换届。街道由分管党
政领导担任科协主席，并吸纳24名辖区医院
院长、学校校长担任街道科协兼职副主席。
同时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社区科普工作培
训。其中双钢路等社区成功申报中国科协、
市科协“科普示范街道（社区）建设”项目。此
外，渝中区科协还加大经费投入，安排社区工
作专项经费73万元，以科普项目经费的形
式，鼓励、支持街道科协创新开展工作。组织
相关科普工作项目10余项、300余场次。

圆周率的诞生

圆周率是圆的周长与直径的比
值，一般用希腊字母π表示，是一个在数学

及物理学中普遍使用的常数，也是精确计算圆
周长、圆面积、球体积等数值的关键值。小学生都

会用圆周率来计算圆的面积。
世界上最早通过理论来计算圆周率的是古希腊数

学家阿基米德。他计算出圆周率在223/71和 22/7之
间，随后人们将这个范围的平均值“3.141851”设定为圆
周率的近似值。公元263年，中国数学家刘徽在他的
著作《九章算术注》中提出了“割圆法”，并通过这种
方法最终计算出圆周率的近似值“3.1416”。公元
480年左右，中国数学家祖冲之利用“割圆法”

进一步将圆周率算到小数点后7位，即圆周
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

而这一纪录在世界上保持了近
1000年。

圆周率的纪录

到了1948年，英国数学家弗格森用了大
约一年的时间将圆周率算到了808位，而这也是

人类“手工”计算圆周率的最高纪录。再后来，电子
计算机的出现让圆周率的计算精度出现了质的飞
跃。1950年，世界上第一台通用计算机“ENIAC”用了大
约70个小时就将圆周率算到了小数点后2037位。到了
2020年，圆周率已被超级计算机算到小数点后50万亿
位，这也被列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2021年8月，瑞士某研究团队宣布，他们利用正在达
沃斯（DAViS）的超级计算机，将圆周率算到了小数点
后的68.2万亿位。此次计算工作从2021年5月开
始至2021年8月结束，共计历时100多天。随后

该研究团队公布了此次圆周率计算结果的
最后10个数字为：7817924264，最后

一位是4。

圆周率的执着

虽然人类能够算出圆周率的几十万亿位小数，但
实际能用上的没几位。即便是高精尖的航天领域，比如太

空飞船的行星际导航，所用到的圆周率小数位也只需15~16位。
如果计算直径为930亿光年（1光年将近10万亿公里）的可观测宇宙

周长，只需40位小数的圆周率，误差就能小到一个氢原子大小。平时
在生活中，人们基本上只要用到圆周率小数位的前两位，普通工程取前
五位也够用了。为什么科学家还要如此执着于对圆周率的计算呢？

在基础科学中，圆周率涉及数学与物理研究的方方面面。从爱因斯坦
的广义相对论到对全球定位系统的修正，从高数中的“傅立叶变换”到涉及电
子学的各种工程问题，圆周率无处不在。除此之外，超高精度的圆周率还可
以用来验证数学家的猜想。比如，在足够高精度的π值中，各种数字出现的
概率应该是相同的。例如数字“1”在1万位之内出现了1026次、10万位之内
出现了 10137 次、100 万位之内出现了 99758 次、1000 万位之内出现了
999333次等。再比如，出现过“10个6”“9个7”“8个8”“14142135”（根号2
的前8个数字），“123456789”和“876543210”，甚至还可能出现过你的
生日。

科学家还认为，由于π是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因此在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超级计算机就可以一直对其进行计算。在这

个过程中，人们就可以对超级计算机的各项性能（例如
运算速度、系统稳定性等等）进行测试或检验，从

而树立计算机软硬件计算实力的标杆。
（本报综合）

11

22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