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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坪坝区科协
召开服务科技工作者讨论会

近日，沙坪坝区科协围绕“以服务
科技工作者为抓手，推动人才链创新
链产业链深度融合”主题，召开主题讨
论会。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党的二十大提
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
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沙坪坝区创新资
源富集、创新人才集聚。沙坪坝区科协
立足区域资源优势，紧扣为科技工作者
服务的首要职责，团结引领全区广大科
技工作者，积极进军科技创新和经济建
设主战场，为沙坪坝区打造创新驱动示
范区、重庆市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汇聚力量。
会议强调，沙坪坝区科协要立足

“四服务”职责，以服务科技工作者为抓
手，当好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
梁纽带，用好智力密集、创新资源优势，
充分发挥科协组织作用。要树立创新
发展理念，积极融入创新驱动、创新成
果转化，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用
好市级科技创新（智库）平台、创新产业
（人才）联盟等平台资源，助推人才链创
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加快推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进科协事业高质
量发展。 （沙坪坝区科协供稿）

如何让“宇宙级路痴”不再迷路
太空探测器知道自己的位置和朝向很重要

万州区流水社区策划多样化科普活动
让居民感受科学魅力

为提高科学知识普及率，提升居民
科学知识水平，近日，万州区流水社区
开展2023年全国科普日活动暨防范邪
教宣传日活动。

活动在激烈的科普知识竞赛中拉
开序幕，一连串的问题激发了居民爱科
学、学科学的热情，居民们争先恐后地
举手抢答，现场气氛热烈。活动中，爱
尔眼科医生为居民进行了视力检查，引
导居民养成良好护眼习惯；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医生为居民量血压、测血糖，
并耐心细致地解答居民提出的问题；环
保公益志愿者现场讲授利用厨余垃圾、
蔬菜果皮、自来水等按比例混合制作酵
素的方法，为居民传播绿色环保的理
念；农技协工作人员向居民介绍农业新

技术，展示新品种；科普志愿者为居民
发放《万州科普》《科普口袋书》等科普
宣传资料500余份。

在展览展示区，摆放了30块科普
宣传展板，涵盖防范邪教、应急避险、高
新科技、健康饮食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
科普知识，吸引了不少居民驻足观看。
随后，居民在科普志愿者的带领下参观
科普馆，居民一边学习科学知识，一边
体验科普仪器，不仅提高了科学兴趣，
还感受了科学魅力。

此次活动弘扬了科学精神，普及了
科学知识，传播了科学思想，倡导了科
学方法，同时营造了“讲科学、爱科学、
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
（万州区周家坝街道流水社区供稿）

□王尧

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主要有二氧化
碳、甲烷、一氧化二氮、氯氟碳化合物
及臭氧等。简单来说，温室效应就是
温室气体吸收地球表面释放的长波辐
射热量，让地球表面的大气温度升高。

这种最原始的温室效应早就存在，
它对人类发展也有重要意义——若不
存在，地球上的季节和昼夜温差会很
大，不适宜人类生存。但工业革命后，
人类活动释放出大量温室气体，温室效
应日益增强，导致出现一系列现在科学
不可预测的全球性气候问题。

由此，针对大气中最主要的温室
气体——二氧化碳，一种名为二氧化
碳地质封存的方法被提出：既然人类
排放的二氧化碳大部分由地下埋藏的
化石能源释放，那为什么不再将其埋
回地下？

什么是碳封存

碳封存，是指通过工程技术手段，
将工业源排放的二氧化碳捕集后，注
入地下800~3500米深度范围内的陆
上深部咸水层、枯竭油气藏、不可开采

煤层、海底咸水层等地质构造中，再通
过一系列的岩石物理束缚、溶解和矿
化作用将其封存在地质体内。其中，
陆上深部咸水层碳封存和枯竭油气藏
碳封存技术现在最为成熟。

陆上深部咸水层碳封存：
占据主导

陆上深部咸水层因具有分布广
泛、储存量大等特点被视为二氧化碳
长期封存的最优场地。

为什么会选择深部咸水层呢？深
部咸水多为矿化度较高的咸水，很难开
采利用。而且，其中大量的钙离子、镁
离子等可以与二氧化碳反应形成碳酸
钙、碳酸镁等物质，这些正是自然界一
些岩石的主要成分。也就是说，深部咸
水层将参与反应的二氧化碳变成
了坚固的岩石，即发生了矿化
作用。当然，这个过程很缓

慢，甚至需要百万年。
虽然二氧化碳能与钙离子、镁离子

反应，但能参与的数量有限，无法满足
全部需要。所以在深部咸水层中，二氧
化碳还会被咸水层上覆的盖层封隔，或
溶于水中被封存下来。

枯竭油气藏碳封存：
省时省力

油田、天然气田经过一定时间的
开发后，受技术与经济条件等限制，剩
下的油气不能被采出，被称为枯竭油
气藏。虽然它已失去原有价值，但对
二氧化碳地质封存产生了很大作用：
可充分利用已有的油气藏勘探开发资
料、井场和油井设备进行封存，节省投
资和工程时间。

二氧化碳注入枯竭油气藏
后，或溶于地层

流体、成石

固化，或被地层构造圈闭捕获，实现地
质封存。

不可开采煤层碳封存：
稳定吸附

这个方法与枯竭油气藏碳封存有
相似之处。在煤系地层中，普遍存在着
因技术或经济原因而弃采的煤层，这也
是储存二氧化碳的一个潜在地质场所。

煤层通常都伴生有甲烷。因为二
氧化碳在煤表面被吸附能力是甲烷的
2倍，所以当二氧化碳被“偏爱”它的
煤或有机物丰富的页岩吸附后，就开
始置换甲烷类气体。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压力和温度保持稳定，二氧化碳
将长期保持被俘获状态，最终以吸附
态、游离态赋存于煤层中。

除了以上方法，二氧化碳的玄武
岩碳封存（利用玄武岩的矿化反应封
存）、海域沉积盆地碳封存（利用其咸
水层封存）等技术也在不断发展。

本报讯（记者 樊洁）为建设“15+
5”人社便民服务圈，提升社保经办服
务质效，10月26日，我市启动“社保服
务事项进银行”惠民服务，市社会保险
局与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农业银行

重庆市分行、邮政储蓄银行重庆分行、
重庆市农村商业银行、重庆三峡银行
等5家银行签署合作协议。根据协议，
有20项高频社保业务，能够在上述5
家银行的全部4044个网点办理，全覆
盖各区县和镇街，实现社保服务事项

“就近办、便捷办、快速办”。
据悉，按照“成熟一家、上线一家”

的原则，该协议合作银行还将扩大到
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8家银行，届时
全市13家银行将有4949个银行网点、
9688台智能自助服务终端设备以及

手机银行App可办理高频社保业务，
为市民办理社保业务提供更加方便快
捷的服务。首批进银行的社保服务事
项包括参保管理、社保待遇领取、查询
打印、社保卡办理等环节的20项高频
社保业务。

记者了解到，“社保服务事项进银
行”是市社会保险局创新推出的一项
公益服务，合作银行通过所有人工服
务网点、智能自助服务终端以及手机
银行App，向群众免费提供上述社保
服务。同时，为方便群众快速找到身

边的社银合作网点办理社保业务，市
民可以通过人社便民服务电子地图，
了解社银合作网点分布情况及地址、
营业时间、前往路线等详细信息，带上
居民身份证，“一键导航”就近网点即
可前往办理。

“下一步，我们还将充分挖掘社银
合作网点发展潜力，拓深拓宽社银合作
平台业务受理和对外服务事项范围，研
究推动更多社保服务事项进银行，打造
更多惠民生、暖民心的社保公共服务。”
市社会保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市4044个银行网点可办理20项高频社保业务

碳封存：将二氧化碳“埋”在地下

□通讯员 江丽

10月26日，璧山区科协、区农技协
联合会组织农技专家到正兴镇卫寺村
组织开展了一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技术培训。正兴镇卫寺村村社干部、种
植养殖户等50余人参加培训。

培训现场，农技专家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围绕认识畜禽粪污、畜禽粪污如何
处理利用、粪肥的成分及特点、认识土
壤、农作物生长发育必需的条件、种养
结合是畜禽粪污最好的利用方式等6
个方面为参训村民做了耐心细致的讲
解，并通过生动的案例让参训村民深入

了解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培训中，村民们专心听讲，
还根据讲解内容提出疑问，农技专家也
一一做了耐心解答。

此次活动得到了参训村民的高度
评价，村民纷纷表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不仅能够减少环境污染，还能促进农
作物生长，将在实际生产中运用所学知
识和技巧，为实现农业增产增效和绿色
发展贡献力量。

下一步，璧山区科协、区农技协联
合会将开展更多类似活动，推广农业科
技成果，提高农民科技素质，助力乡村
振兴。

璧山区开展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培训

□通讯员 杨程程

近日，万盛经开区科协联合区卫生
健康局、社区科普大学教学点在万盛街
道江山城社区开展营养早餐健康知识
科普讲座，共30余人参加。

讲座中，科技志愿者为居民讲解餐
饮中包含的营养素及其对应的分类和
作用，通过图文、视频的方式展示常见
早餐食品的营养价值。同时，志愿者讲
解了营养早餐如何挑选、如何搭配，让
居民了解饮食上的误区，树立科学饮食
新观念。在互动环节，社区居民们踊跃

举手提问，提出“有高血压高血脂的人
不能吃哪些食物”“每天早餐的量大概
是多少”等问题，体现了居民对于饮食
健康和自身安全的重视。

一位现场听众表示：“原来吃早餐
还有这么多学问，以前都没具体了解过
这些知识，以后我们要把早餐吃得营养
健康。”

此次活动内容通俗易懂，让居民
了解了早餐的重要性，进一步向居民
宣传了健康饮食理念，提高了居民爱
护身体健康的意识，受到居民的一致
欢迎和好评。

万盛经开区科协
健康知识科普讲座走进社区

为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对海洋生态
环境的保护意识，10月25日，江津区科
协联合江津区科普志愿者总队在东城
小学开展“认识海洋 呵护蔚蓝”科普宣
传活动。

活动现场，科普志愿者带领孩子们
认识海洋，了解海洋对地球气候、生态
和人类生活的重要影响，并通过图片和
视频让孩子们了解到塑料垃圾等废弃
物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可逆破坏，
深刻体会海洋污染的严重性和危害

性。随后，科普志愿者通过互动游戏，
引导孩子们正确掌握垃圾分类知识，增
强环保意识，养成环保习惯。

此次科普宣传活动不仅让孩子们
学习了海洋知识，认识到保护海洋的重
要性，还激发他们的环保热情，提高了
他们参与环保志愿服务活动的意愿。
接下来，江津区科协将继续开展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的主题科普活动，以实际
行动为江津区的科普事业和环保事业
贡献力量。

江津区科协
海洋知识科普宣传在行动

□通讯员 段贵华 李凤林

近日，綦江区老科协组织綦江区老
年病防治医院、綦江区惠视眼科医院、
綦江沙溪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医务人员
走进枣园社区，为辖区居民开展健康体
检义诊活动。

义诊现场，消化内科、外科、眼科等
科室的医生热情地为每一位前来就诊
的居民进行免费体检，耐心询问居民身
体状况，解答居民的各种健康问题。同

时，为前来就诊的居民普及健康知识和
日常生活养生常识，引导辖区居民养成
健康生活习惯。

“医生们走进社区为我们义诊，让
我们不用多走路，也不用挂号，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专家医生的免费检查，心
里太暖和了。”年逾古稀的张大爷称赞
道。

此次义诊活动，不但提高了居民的
防病意识，还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提
升了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綦江区老科协
暖心义诊为居民送去健康

□曲炯

在太空中穿行的探测器，如何知
道自己的位置和朝向？要想准确到达
目的地，就要给它足够多、足够明确的
参照物供它判断自己的位置、姿态和
飞行方向。然而，这说起来容易却做
起来难。

凝望家的方向才能奔向远方

以著名的旅行者 2 号探测器为
例，它配备有太阳传感器和老人星跟
踪器，时刻掌握着太阳和全天第二亮
星老人星的方位。有这两颗星作参
照，旅行者2号就能“倒退”着前行，去
探索太阳系和广袤无垠的空间。

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要跟踪第
二亮星呢？为什么不选排名第一的天
狼星？因为天狼星离黄道太近，光路
容易受太阳方向的眩光干扰。老人星
和太阳分得够开，所以是个理想的方
位参照物。

在研制旅行者2号的时代，每段
程序、每份内存都很宝贵，它判断“现
在跟踪器里出现的是老人星”的方法
还很原始，就是测量恒星亮度，并传回
地球确认。

科学家让旅行者2号在80天内，
不用定向发射的高增益天线，而用波
束发散的低增益天线跟地球联络。这
时探测器还没飞远，所以即使它不完
全正对地球，双方交流也没有问题。

而在今天，人们则是把许多亮星
的光谱数据存到探测器里，让它根据
亮度和光谱自己做出判断。

有些恒星跟踪器制造商甚至把亮
星们两两之间的角距离放入数据
库，由于亮星位置很随机，因此每份距
离数据都独一无二，非常可靠。例如

跟踪器看到两颗亮星间隔27.1045°，
到数据库里一查，立刻就能判断这是
天狼星和参宿四，迅速锁定双方身份
之后，再通过光谱测量或另找一颗星
对照，就能辨认出谁是天狼星、谁是参
宿四。

旅行者2号也曾迷路

那么，如果航天器在途中突然迷
路了会怎样？可能部分是它们偏离轨
道，渐行渐远直到丢失，而有些航天器
则可以“抢救”一下。

前不久，在太空中飞行了46年的
传奇探测器旅行者 2 号就险些“走
丢”。美国宇航局朝旅行者2号发了
一些指令，但里面有个漏洞，使它原本
一直指向地球的天线偏转了2°。

这2°的角度偏差，会使它的信
号波束中心偏离地球7亿千米——地
球距离太阳才只有1.5亿千米。旅行
者2号就此失联。地球上的科学家尝
试着把它找回来。不久后，他们发现

和旅行者2号联络的深空探测网还能
嗅到一丝“我还活着”的载波信号。科
学家使用深空探测网冲着旅行者2号
的方向发出信号，这段信号击中了
它。旅行者2号接收到信号，在发出
指令37个小时后，地球重新收到了旅
行者2号的正常信号，人们真把它找
回来了。

假如这段信号没有击中旅行者2
号，旅行者2号会不会永远丢失呢？
其实寻回的可能性还是相当大，因为
每隔一段时间，它就会自我修正一下
姿态，把天线重新对准地球。

精细调整不可少

航天器知道自己在哪里很重要，
能调整自己的姿态也很重要，假设一
颗用来拍摄地球表面的卫星，不能及
时感知自己被翻了个底朝天，那一切
可就白费了。好在随着科技进步，太
空定位和姿态感知技术逐渐成熟。

比如短期内航天器的航向、姿态

或速度改变，可以使用陀螺仪和加速
度计来检测。陀螺仪运用角动量

守恒原理来感知方向的变化，
加速度计则感知速度的变化。
就像电影里被劫匪绑架的天才

少年一样，蒙着眼也能知道车拐
了几个弯（陀螺仪），等了几个灯
（加速度计），事后还能带着警
察径直摸到劫匪的老巢。

而前文提到的恒星方位，
除了能让航天器知道自己在
哪儿，也能让航天器知道自
己目前的姿态。例如：哈勃
深场是对着大熊座内一片
只有 2.6 角分的天区拍摄
342张图像之后合成的，开
普勒望远镜则把视线锁定
在天鹅座和天琴座之间。

对于地球附近飞行的
通信卫星、气象卫星这些需
要时刻面朝大地的航天器，
它们每绕地球转一圈，自身
也要“翻个跟斗”。除了通过
跟踪恒星或使用陀螺仪获取

姿态以外，还有一些低成本的
可靠办法。比如红外地平仪，通

过将地球大气层的红外辐射与冰
冷太空进行对比，就能迅速感知地球
的圆形轮廓，圆心就是航天器正下方
的大地。

人们可能对恒星跟踪还有疑问：
恒星分布在三维空间里，而不是固定
在一个球面上。就算是在球面上，随
着航天器在太空飞速疾驰，恒星的位
置怎么可能不变呢？怎么可以放到数
据库里查阅呢？

这是因为恒星都离我们太远了，
就连离我们最近的比邻星都有4.22光
年之遥。旅行者2号奋力飞了46年，
刚刚飞到比邻星距离的二千分之一。
在航天器眼里，除了太阳以外，恒星位
置几乎都没动过。

但假如我们的航天器能一直飞下
去，随着星际间的穿行，我们眼中的恒
星位置就会逐渐改变，平时熟悉的星
座也会走样，现有的姿态感知方法就
失效了。

当然，有两个解决方法。一是
改用更加遥远的星系作参考，它们
距离我们几千万光年，所以更加稳
定。二是使用恒星的更多信息，不
但有方位，还有距离、自行速度等，
这样航天器就可以计算出自己到达
某一位置时，参考恒星的方位变
化。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把恒星
距离测得非常准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