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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碚区增补为2021—2025年度
第二批全国科普示范区创建单位

九龙坡区特色科普活动
入选《案例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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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天路”
实现太空授课和问答

本报讯（通讯员 王林露）近期，中国
科协编印了《2021年全国科普日优秀案例
精选》（简称《案例精选》），九龙坡区科协旗
下区科普创作与传播学会策划实施的两个
线上科普活动成功入选，活动主题分别为

“科普其实很有趣”和“好大夫日记”。
据了解，全市共有四个活动案例入选

《案例精选》。九龙坡区入选的两个科普
活动均以动漫视频的形式，对医疗卫生、
公共卫生、防疫抗疫、健康保健、急救自
救、自然灾害预防、大数据、环境保护等领
域知识进行科普，并在“学习强国”和“科
普中国”两个权威平台播放，月播放量600
余万人次。

渝北区老科协组织专家
培训桃李树栽植技术

本报讯（通讯员 杨清惠）日前，渝北
区老科协邀请农技专家到双凤桥街道兴旺
村为村民培训桃李树栽植管理技术。“双十
万工程管理员”、经果林种植大户36人参
加培训。

培训会上，农技专家讲解了桃李树栽
植管理技术、无公害生产要求等方面的知
识，同时针对桃李树在春、夏、秋、冬季节的
不同状态，从桃李树的生育期、农艺措施、病
虫害防治三个方面进行了技术培训。渝北
区老科协发放了40余份培训技术宣传资料
以及科普宣传品。接下来，渝北区老科协
将不断丰富培训内容和形式，让培训对象
学到技术，获得真本事。

垫江县评选
2022年“最美科技工作者”

本报讯（通讯员 刘小凤）近日，垫江
县科协与县委宣传部、县科技局共同印发
《关于开展2022年垫江县“最美科技工作
者”评选活动的通知》，掀起了垫江县评选
2022年“最美科技工作者”活动热潮。

活动在全县各街镇、部门、单位进行广
泛宣传，深入挖掘身边科技人员在构建新
发展格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服务乡村振
兴等方面的感人事迹。经推荐、评选、公示
等环节，遴选出县级“最美科技工作者”，并
择优推荐申报2022年重庆市“最美科技工
作者”。县新闻媒体将对“最美科技工作
者”的先进事迹进行深入宣传报道，以扩大
活动的吸引力、影响力、引导力。

武隆区科协调研
科普文化重庆云终端情况

本报讯（通讯员 黄河春）科普文化重
庆云终端是打通科普信息化服务“最后一
公里”的重要基础设施，武隆区科协负责人
近日带队到羊角街道永隆村，调研科普文
化重庆云终端管理使用情况。

在永隆村便民服务中心，区科协负责
人详细了解了科普文化重庆云终端在科普
信息推送、管理使用等方面的情况，并要求
永隆村充分发挥科普文化重庆云终端方便
快捷获取科普知识的作用，以服务乡村振
兴战略行动计划为抓手，以提升农民科学
素质为载体，严格按照有关要求，认真做好
科普文化重庆云终端管理和使用，积极向
广大村民推送科普信息。

天地通信传输“天路”

太空授课和问答信息能够及时传输回地面，首先要
归功于一条通信传输“天路”。也就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研制的，天地之间的一条高效、稳定的通信测控系统。

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在地球上空400公里处围
绕地球运行，大约90分钟绕地球一圈，在同一天内航
天员们能够见到15~16次日出与日落。但受地球曲率
影响，近地卫星无法覆盖全球。如果空间站需要连续
不间断地与地面通信，需要在地球上设置上百个地面
中转站，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从2008年开始，我国发射了多颗中继卫星，分别是
天链一号02~04号星，以及天链二号的01号星。这些中
继卫星运行在高度3.6万公里的地球静止轨道上，这一
轨道的优势在于，只需要3颗中继卫星就能覆盖全球。
在地球静止轨道上，天链系列卫星组成了中继卫星组
网，与遍布各个测控站点的统一测控系统形成了一条
100%覆盖的“天路”，实现了太空授课和问答活动直播。

对音视频进行编码压缩

其中，卫星通信装备作为天地间的“顺风耳”和“千里
眼”，是天地话音图像的管理和指挥中心，负责将各测控
站点的话音、图像、测控等关键数据发送至中心，为指挥

决策提供支持。而地面终端站是中继卫星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保证天地信息传输的关键。天地链路的互为
备份，可保证无论空间站飞行轨道和位置如何变化，都能
让地面稳定地接收信号，完成太空授课和问答活动。

要想在手机、电脑或电视机上看到清楚的画面，还
需要对音视频进行编码压缩。这就轮到多种天地图像
编解码终端上场了。它可适应载人空间站多舱、多场
景天地图像传输要求，完成低速图像、高清图像及全景
图片等各类图像信息的传输，为天地之间联通构建可
视化平台。

同时，授课过程中，地面工作人员会实时监视空间
站上各设备状态和天地链路状态，确保参与授课的所
有设备工作正常，帮助航天员在进行太空授课和问答
活动时更加得心应手。

交互应用情景环境照明

另外，太空授课和问答活动还离不开空间站上的
仪表与照明分系统。它具备人机交互功能，能够为航
天员操作空间站提供交互及操作平台，同时为航天员
在轨期间的工作、生活、出舱活动、交会对接等任务提
供情景环境照明。

太空授课或问答活动开始后，地面上观众认真听
讲的画面会同步出现在空间站核心舱内。航天员通过
一个大大的液晶显示屏，能够清楚地看到观众们的行
为，从而能够在授课过程中形成即时互动。这个液晶
显示屏就是仪表与照明分系统的重要设备之一。

情景环境照明也非常重要。长期在轨工作和生活
中，单一的照明模式容易给航天员造成工作效率低下、
生物钟紊乱以及睡眠障碍等问题，情景照明可以通过
对色温、亮度、照明区域的可控调节，解决上述问题。
这些灯具在开关时，除了通过开关板有线控制以外，还
有手持移动设备Wi-Fi无线控制功能，航天员们通过
手机APP就可以开关灯以及调节亮度、色温等，为活
动增加趣味。 （本报综合）

近日，中国科协办公厅印发《关于公布2021—2025
年度第二批全国科普示范县（市、区）创建单位增补名单
的通知》，北碚区被增补确定为2021—2025年度第二批
全国科普示范区创建单位。

今年1月，中国科协印发《关于增报2021—2025年度
第二批全国科普示范县（市、区）创建单位有关事项的通
知》，市科协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开展了认真细致的申报
工作。按照“一区两群”科普工作全面发展的原则，充分
考虑上一轮全国科普示范区县总结评估结果、各区县具
备公民科学素质比例、人均科普经费等因素，对各申报区
县基本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估，并择优向中国科协进行了

推荐。最终，北碚区获批创建2021—2025年度第二批全
国科普示范区。

截至目前，江北区已成功创建2021—2025年度第一
批全国科普示范区。万州区、渝中区、沙坪坝区、九龙坡
区、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永川区共8个区获批2021—
2025年度第二批全国科普示范区县创建单位。

据悉，全国科普示范区县创建工作已经全面展
开，将于今年下半年进行检查验收。市科协正加紧组
织各创建单位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以创建全国科
普示范区县为契机，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

（重庆市科协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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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空可以跳得多高？”“古生
物在火星或月亮上能存活
吗？”日前，中国驻美国大使
馆举办“天宫问答——神舟
十三号航天员乘组与美国
青少年问答”活动。数百名美国
中小学生、老师和家长与翟志刚、王
亚平、叶光富三位航天员进行了交
流。太空授课和问答活动已举办多
期，你知道稳定清晰的画面和声音到
底是怎样从九天之外传回来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