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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OST：
十年巡天 遍览星河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获评
自然资源主题日宣传活动“优秀组织单位”

沙坪坝区专家
获年度科普人物提名

□通讯员 郑洁

近日，武隆区科技局、区科协举办
第十届重庆科普讲解大赛武隆区选拔
赛，对来自全区各行业、各部门的参赛
选手共计22件作品进行评分，根据统
一的评分标准，评选出得分最高的2件
作品推送到市级参赛。

为扩大赛事的影响力，相关单位认
真部署，及时转发文件，积极指导参赛
者作品制作，仔细收集整理作品资料，
组织武隆区委宣传部、区教委、区社科

联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组成评委团，开
展好评选工作。据悉，武隆区教育信息
技术与服务中心颜常敏的作品《未来，
我们吃什么》、区喀斯特国际旅行社有
限公司黄海燕的《大数据，云计算》两件
作品脱颖而出，获得参加复赛的资格。

据了解，此次大赛以“科技创新 科
学普及”为主题，以自然科学类或技术知
识类的相关科普知识为内容，旨在大力
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提升全民
科学素质。在全区营造讲科学、爱科学、
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

□穿越星空团队

说到观测宇宙，少不了天文望远
镜的帮助。说到天文望远镜，不得不
提的是这个“观天神器”——LA-
MOST。最近，LAMOST又因首次打破
光谱数两千万，活跃于大家的视野里。

那么LAMOST这个天文望远镜届
的“实力派”到底是什么？它又是怎么
发挥宇宙“星探”的作用的？

宇宙“星探”的雄厚背景

郭守敬望远镜（LAMOST，大天区
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是一
架新类型的大视场兼备大口径望远镜。

作为国家重大科学工程，LA-
MOST于2001年 9月开工，2008年 10
月落成，2009年4月通过了中国科学
院组织的工艺鉴定和建安、财务、设
备、档案四个专业组的验收，并于
2009年6月4日圆满通过了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主持的国家验收。

LAMOST的建成，突破了天文望
远镜大视场与大口径难以兼得的难
题，成为目前国际上口径最大的大视
场望远镜，是我国光学望远镜研制的
又一里程碑，显著提高了我国在大视
场多目标光纤光谱观测设备领域的自
主创新能力。

千万光谱再翻倍
10年居世界之最

在过去10年间，LAMOST开启并引
领了国际大规模光谱巡天之路，成为国
际上大型光学望远镜的经典之作。

2009年，验收专家们在项目验收
时曾指出LAMOST是中国科技领域自
主创新的典范，它将使人类观测天体
光谱的数目提高一个数量级，达到千
万量级，使中国在该领域处于国际领
先地位。

2019年，LAMOST成为全球首个
发布光谱总数超千万的巡天项目。

4年时间，LAMOST 获取的光谱
数量再翻一倍。2023年3月30日，中
科院国家天文台对国内天文学家和国
际合作者发布了LAMOST DR10（v1.0
版本）数据集。该数据集包含光谱总
数2229万余条，是目前国际上其他巡
天望远镜发布光谱数之和的2.9倍。
LAMOST成为世界上首个发布光谱数
突破两千万的巡天项目。

解读宇宙再升级
抢占科学制高点

LAMOST助力全球天文学家在银
河系结构与形成演化、恒星物理的探
究、特殊天体和致密天体的搜寻等方
面均取得了一批刷新纪录、提高量级
的重大突破性成果。

一、绘制银河的时空“画像”。自
古以来，这条横亘天际的银河，引起了
人们无尽的想象和勇往直前的探索。
LAMOST两千万量级的光谱数据构筑
了“数字银河系”的根基，这对于绘制
银河系的时空“画像”具有不可替代的
科学意义。从“身高体重”到“样貌身
材”再到“成长历史”，LAMOST助力天
文学家多维度刻画银河系全貌。

2021年，天文学家利用LAMOST
和Gaia数据，揭示了银河系中反银心
方向上的子结构（恒星聚集的团块）起
源于银河系外盘，而并非银河系吸积的

矮星系遗迹。该结论结束了天文界长
期以来关于反银心子结构起源的争议。

2022年，科研人员依托LAMOST
数据精确测量出银河系质量约为
5500亿倍太阳质量，相比国际上的其
他团队测量的平均值（约1万亿倍太
阳质量）缩小了近一半，精度提高了近
一倍。这意味着银河系的“身材”可能
比传统认知的还要“苗条”一半。

LAMOST以一个个崭新的科学发
现，重新绘制了银河系的时空“画像”。

二、破解恒星世界的谜团。恒星是
研究天体物理最重要的探针，追溯恒星
生命历程中的故事一直是天文学家研
究的前沿热点问题。近年来，LAMOST
在恒星物理的领域同样大放异彩。

2023年初，研究人员在《自然》上
发表了一项利用LAMOST数据的重要
成果：首次观测到天体物理学中一个
非常重要的基础理论——“恒星初始
质量函数”，随着银河系演化历史和环
境发生了显著变化。

三、推动“黑洞猎手计划”新发
现。2022年，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天
文》发表了LAMOST黑洞猎手计划的
一项重要发现。基于LAMOST时域巡
天数据，研究团队在距离地球约1037
光年处发现了一颗宁静态中子星。这
是继2019年证认了一颗宁静态恒星
级黑洞之后，LAMOST黑洞猎手计划
在致密天体搜寻领域取得的又一项重
要成果。

LAMOST大规模巡天的优势使得
天文学家可以利用视向速度监测方法
来发现宁静态的黑洞、中子星等致密
天体，打破了依赖X射线搜寻致密天
体的观测限制。

四、搜寻星海里的罕见“明星”。
搜寻稀有天体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
但因为稀有而异常困难。若没有大样
本的数据“海洋”，几乎不可能实现大
海捞针般的搜寻工作。近年来，LA-
MOST星海弄潮，珍贝满目。一批批
特殊天体不断亮相，成为解读宇宙奥
秘的珍贵“密码”。

2022 年，发挥 LAMOST 巡天优

势，天文学家一次性发现了9颗罕见
的超富锂矮星，其中一颗超富锂矮星
的锂元素含量达到太阳的31倍，刷新
了此类恒星的锂元素含量纪录。

2022 年，我国研究团队在 LA-
MOST光谱数据中发现了734颗极冷
矮星，这是目前最大的、具有均一光谱
数据的极冷矮星样本。

五、捕获遥远宇宙的信息。类星
体是宇宙中最明亮的持续发光的天
体，是研究遥远宇宙的重要探针。截
至目前，LAMOST认证的类星体总数
达到 56176 个，其中 24127 个是 LA-
MOST首次发现的。

2022年，天文学家在LAMOST海
量光谱中发现了1547个致密星系，其
中1417个为最新发现的，包括大量绿
豌豆星系、蓝莓星系及紫葡萄星系。

这些星系中距离地球最远的达到
90亿光年左右。这是迄今一次性发
现致密星系数量最多的研究工作。在
这之前，最大的具有光谱信息的致密
星系样本仅约800个成员。这些致密
星系为了解早期宇宙星系的形成与演
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日升月恒，昭昭之宇。第二期光
谱巡天任务将于2023年6月结束，第
三期光谱巡天计划于2023年 9月开
启。

新征程，新目标，奋楫再出发。
LAMOST将继续守望星空，记录和见
证我国第一个天文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的发展历程。

□陈周贤

当大家拔完智齿，捂着脸从诊室
出来时，脑袋里是不是都会有这样一
个问题：如果智齿都需要拔掉，那我们
为什么还会长智齿呢？

为了腾出空间多长脑子

智齿又称“第三磨牙”，通常在17
岁以后才会萌出，是人一生中最后生
长出来的牙齿。此时人们的心智已经
成熟，故而人们将其与智慧联系在一
起，就有了智齿这个“美名”。

但对于一些人而言，智齿似乎是
一种生物学上的不幸，这些“额外”的
磨牙似乎不太适应他们的口腔。由于
智齿萌出较晚，萌出时口腔内已经没
有它们的容身之处，故而经常处在阻
生的状态之下，这会引发许多口腔疾
病，以至于每年都有大量的智齿被医
生从口腔中取出。

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比起我
们的祖先和近亲动物，人类的智齿
已经缩小了不是一点半点。在现代
人类中，智齿通常非常小，甚至没有
发育；而在许多古人类中，智齿则相
对较大，其咀嚼面甚至是现代人类
的两倍。

具体而言，在700万年的进化历
程中，由于脑容量的增加，人类的颌骨
变得越来越短，这样的变化让本来还
有一席之地的智齿逐渐变得无处安
放。但颌骨短归短，该长的牙还是会
长，为了让颌骨能放下所有牙齿，人类
的牙齿变得越来越小，其中呈现出最
明显变小趋势的就是位于口腔后部的
第三磨牙，也就是智齿。

科研人员对许多古人类化石进行
了测量和分析，发现确切属于人族的
三个属中，真人属的几个人种（如智
人、直立人），其智齿的咀嚼面积几乎

都小于南方古猿以及地猿。即便是在
真人属中，200万年前出现的直立人
的智齿咀嚼面积也有现代人的1.5倍。

不过，尽管智齿的咀嚼面积在减
小，但在前文提及的牙列化石中，智齿
远不像现在这样，呈现出恼人的阻生
状态。

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我们的智齿
都像祖先一样，长得乖乖的，那不仅不
用拔除，还可提供额外的咀嚼功能，这
岂不是白挣了四颗植牙的钱吗？

事实上，现代人中，确实有部分人
的智齿表现得十分正常，智齿的冠方
最高缘与咬合平面平齐，倘若不是病
理性的，就不需要拔除。

故而，当我们在问起“为什么要拔
智齿”时，其实是在询问这样一个问
题：为什么有些人的智齿会呈现病理
性的阻生状态？

问题的答案，可不仅仅是因为咱
们的颌骨变短。

细品人类牙齿的进化史

众所周知，颌骨的进化其实是一
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当比较当代人和
几个世纪前的人的下颌大小时，研究
人员并未发现显著的差异，那问题究
竟出在哪了呢？

我们简单分析一下：颌骨如果没有
显著变化，那在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差异
是不是就出在牙齿对空间的利用率上呢？

答案或许是肯定的。
在研究单个牙齿时，科学家们发现

500年前人的牙齿磨损度要大得多，粗
糙的饮食使得牙齿的邻间磨损增加，
进而减少了牙齿的整体长度和宽度，
而换牙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就让
那时的人们在同样有限的空间里，塞
下了32颗牙齿。而相比500年前的人
们，柔软的饮食让牙齿间的缝隙增大，
到最后，留给智齿的空间就很少了，这
也是当代人牙冠被其他组织覆盖的比

例要高很多（75%）的原因之一。
有人可能也发现了，问题的本质

在于我们现在食用的食物越来越软。
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我们牙齿的

变化似乎与饮食以及食物制备技术的
改变保持一致。

直立人时代，人们已经掌握了用
石器去敲击和烹饪食物，这使得咀嚼
更加容易，巨大的磨牙对于直立人开
始变得不那么重要。

大约12000年前，人类开始尝试
耕作和驯养野生动物。这种生活方式
的改变使得人类可以生产小麦粉、牛
奶，进而制成更加柔软的食物，人们的
牙齿也因此越来越小。

如今，工业化生产让我们的食物
变得更加精细和柔软，随之而来的就
是越来越多的人存在智齿的病理性阻
生问题，只能去寻求牙医的帮助。

柔软食物惹的祸

有的人可能要问，牙齿变小不是
节约空间吗，这样一来，就算颌骨变
短，智齿也能有容身之所。

这话放在工业化时代到来之前确
实没问题，毕竟当时“柔软”的食物放在
现在，也不是那么好嚼。工业化时代的
到来，彻底打破了牙齿大小和颌骨长度
之间的微妙平衡。从进化的角度来看，
几个世纪不过是昙花一现，几乎没有足
够的时间让我们的牙齿和颌骨适应柔
软的加工食品所带来的变化。

事实上，柔软的食物不仅让现代
人牙齿之间的缝隙变大，缺乏咀嚼锻
炼还会进一步影响人们下颌骨的发
育，此消彼长之下，最后萌出的智齿自
然而然就没有了容身之处，成为了让
人烦恼的问题。

当捋清了思路之后，不难发现，现
代人中频发的病理性智齿阻生，或许是
一个发育问题，而不是一个进化问题。

近日，自然资源部宣教中心对
2022年度自然资源主题日宣传活动
中表现突出的优秀组织单位和优秀宣
传项目予以通报表彰。重庆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获评自然资源主题日宣传

活动“优秀组织单位”。
自然资源主题日主要包括：4月

22日世界地球日、6月8日世界海洋
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6月25日全国
土地日、8月29日测绘法宣传日暨国
家版图意识宣传周等。

2022年，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紧紧围绕自然资源部统一部署，结合
本地实际，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精心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影响广泛的宣传活动，吸引
群众广泛参与，达到较好的宣传效果。

2023年，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还将立足本地实际，坚持守正创新，积极

做好自然资源主题日宣传工作。积极策
划媒体宣传，充分用好自有宣传平台，广
泛传播自然资源政策法规和科普知识，提
高社会对自然资源管理工作的了解和重
视，积极塑造自然资源宣传品牌，为重庆规
划和自然资源事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
氛围。（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供稿）

既然智齿没用，我们为什么还会长智齿

近日，“典赞·2022科普中国”揭晓
盛典特别节目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
合频CCTV-1播出。重庆大学医学公共
实验中心主任、智慧检验与分子医学中
心主任罗阳教授荣获中国科协“典赞·
2022科普中国”年度科普人物提名，是
本年度重庆市唯一获得全国提名的科
普人物。

罗阳教授科普工作室是沙坪坝区
科协于2020年在全市率先组建的首批
专家科普工作室。工作室自成立以来，
注重强化联合联动，积极发挥专家引领
作用，广泛开展线上和线下科普宣传，
成功举（承）办首届“超级病毒——科

学防疫主题科普展”、“保护环境、呵护
健康”前沿交叉学术论坛、“元宇宙下
的主动健康前沿论坛”重庆站、“重庆
沙坪坝·成都武侯”全国科普日活动暨
全民健康科普论坛、青少年健康专题
线上科普讲座等主题科普活动，受到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工作室开设的“乐佳帮”科普公众
号，疫情期间开展10期“遏制新冠、科
学防控”线上科普直播讲堂，受众超过
30万人次，推出大量原创科普文章，
阅读人数超过20万人次，对科学知识
的宣传发挥了积极作用。

（沙坪坝区科协供稿）

□通讯员 胡晓波 苏美玲

为普及动物致伤处置的相关知识
以及简单的现场自救技能，近日，由渝
北区科协主办，区医学会、区人民医院
承办的“动物致伤处置”科普巡讲活动
在渝北实验小学开展，吸引了学生们积
极参与。

活动中，专业医务人员围绕被猫、
狗、蛇、蜜蜂及蜱虫等动物致伤后的现
场处理以及注意事项开展了专题讲解
并进行现场演示。

“这次活动真有意义，不仅学生们

收获满满，我们老师也受益匪浅，我们
就是需要让孩子们掌握这些实用的急
救技能，希望专业医务人员常来给我们
普及更多的急诊急救知识。”渝北区实
验小学五年级1班班主任石老师表示。

渝北区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规范相关临床处理，不仅要从基层到全
国范围建立健全诊治体系，还要强化公
众的科普教育。

据悉，此项活动已先后在巴蜀小
学、渝北全民健身中心、宝圣湖小学等
地共计开展了5次活动，受众人数达
800人次，发放宣传册1000余册。

渝北区科协开展
“动物致伤处置”科普巡讲活动

□通讯员 宋香樾

近日，为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
大足区志愿服务总队科技馆志愿服务
分队组织科技志愿者在一楼科学大讲
堂开展了2023清明假期科普宣传活动。

本次活动主要内容包括播放清明
节知识视频、学习二十四节气知识和线
上答题等。在科技志愿者的宣传和发
动下，游客们认真学习科普知识，积极
参与第六届重庆市公民科学素质大赛

线上科普答题活动，在科技志愿者的帮
助下通过扫描二维码完成线上答题。
完成答题任务的游客还可以获得文具、
绿植等小奖品。通过答题，游客们学习
到了科普知识，进一步弘扬了讲科学、
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文明新风。

据悉，本次活动共计发放奖品300
余份，参与游客达600余人。下一步，
大足科技馆还将继续举办各类科普活
动，普及科学知识，持续发挥科普教育
基地作用，助力公民科学素质提升。

大足科技馆科普宣传在行动

第十届重庆科普讲解大赛
武隆区选拔赛成功举办

南川区科协节水宣传进社区
为扎实推进南川区科普助力城市

提升计划，同时提高社区居民节水意
识，营造全民节水、惜水的良好氛围，近
日，南川区科协联合鼓楼坝社区共同开
展“节约用水 从我做起”宣传进社区志
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科普志愿者围绕为何要节
约用水、浪费水资源的后果、怎样节约
用水等方面为大家进行讲解，并结合播
放短视频及宣读节约用水倡议书等形
式，宣讲节水知识和节约用水的重要
性，呼吁大家以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真正做
到节水、护水从点滴做起。

随后，社区志愿者来到皂桷井小区
为居民发放节约用水倡议书，分享日常
生活中的节水妙招，倡导大家从身边小
事做起，做节约水资源的小能手。

本次活动共有50余名居民参与宣传

讲座。居民们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动做
节约用水的践行者、传播者，从自身做起、
从身边小事做起。 （南川区科协供稿）

近日，璧山区科协相关负责人一行
到梁平区开展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暨“一
区两群”区县科协对口协同发展交流活
动。

调研组一行来到中国西部预制菜
之都体验馆，在“两馆两中心”参观体验
了预制菜应用场景，深入了解梁平区预
制菜产业在科技创新、智能化应用、产
业生态构建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在铁
门乡，调研组一行实地参观了羊肚菌种
植基地、旅游产业发展基地、高标准农
田整治项目，详细了解了新龙村科普书
屋的建设进度和相关情况。

近年来，璧山区科协出资帮助铁门

乡建设科普活动场地2处，并经常性捐
赠科普物资助力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
提升，同时还通过购买农产品等方式帮
助农户增收。下一步，璧山区科协将在
果树、茶叶、蔬菜种植以及兔、鱼养殖和
农文旅融合发展等方面，与梁平区科协
加强协作与交流，为铁门乡产业发展提
供技术支撑。梁平区科协将广泛动员
科技工作者和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
工作当中，通过开展乡村科普馆建设、
农村种植养殖技术培训、进村入户科普
宣传、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活动，助
力铁门乡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梁平区科协、璧山区科协供稿）

璧山区科协到梁平区
调研科技助力乡村振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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