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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视点R

前不久，中国科协在河南兰

考县举办科技志愿服务经验交流

现场会，来自全国的 80 余名代表

围绕科技助农工作分享、交流经

验，以互学互鉴提高服务能力。

作为公共服务的补充，科技志

愿服务在农业技术推广、防灾减灾

培训、卫生健康服务、反伪科学宣

传等方面不可或缺。随着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科技志愿

服务内涵更加丰富，功能不断延

伸，既是提升全民科学素质的重要

抓手，也是新时代以实际行动践行

雷锋精神的生动写照。

近些年，科技志愿服务不断走

深走实。一批批科技志愿者走进

田间地头、社区校园、厂矿企业，为

农民、企业职工、社区居民解疑释

惑，服务国家战略、增进民生福祉、

助力社会治理。值得一提的是，新

冠疫情防控期间，科技志愿者各展

所长，传播应急科普知识。同时，

积极开展线上线下调研，了解生产

需求，提供决策建议，助力复工复

产，彰显了我国科技工作者的使命

担当。当前，我国科技志愿服务队

伍不断壮大。统计显示，在中国科

技志愿服务信息平台注册的科技

志愿者超过 400 万人，注册的科技

志愿组织达 8.6万个。

进一步提升科技志愿服务的

质量和效果，可以在组织性和专

业性上下功夫。与一般的志愿活

动相比，科技志愿活动承担的任

务 相 对 专 业 。 近 些 年 的 实 践 表

明，组织程度越高、服务专业性

越强，科技志愿服务的作用越突

出 。 浙 江 金 华 浦 江 县 薛 家 村 风

景秀丽，发展乡村旅游时，不料

蚊虫骚扰成为难题。经过实地考察，浙江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专家找到了治本方法。2016 年以来，以专

业技术人员为依托，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志

愿服务队，与当地疾控中心和村民一起努力，基本实现

了人居环境的无蚊化。可见，围绕经济发展和民生需

求，发挥专业优势，打造特色服务，是科技志愿服务聚

焦的方向。

高质量、可持续开展科技志愿活动，要在科技志愿

者的动员、培训、服务、激励等方面建立起一套系统的

组织体系和政策支撑，使志愿之树常青。应着力完善

科技志愿服务支持保障体系，探索科技志愿者权益保

障和激励褒奖机制。比如，可以尝试推动将科技志愿

服务表彰纳入科技人才奖励内容，提升科技志愿者和

科技志愿组织的获得感。

与众多志愿服务活动一样，科技志愿服务是公民

参与社会活动的重要形式，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

志。期待在各方的支持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

者投身科技志愿事业，使得科技志愿服务薪火相传、发

扬光大，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生活品质进一

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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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谈R

当前，数据科学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技

术创新的关键研究方向之一。在北京百分点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 2023 数据科学峰

会上，多位专家围绕数据科学发展的前沿问题

展开了研讨。

“用好数据要素、挖掘数据价值，既要重

视‘算什么’，也要研究‘怎么算’。我们既要

重视存储、算力等基础设施建设，还要关注场

景驱动的数据分析等数据科学‘软实力’建

设。”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陈松蹊院士认

为，提升软实力，“数据文化”建设是关键。他

建议，要建立数据科学团队，让统计师、数据

分析师全流程介入数据价值挖掘，同时还要

打造专业化、智能化、个性化的数据科学方案

系统。此外，以数据科学咨询为主体的机构

需要了解企业的业务模式和核心诉求，据此

开展数据科学咨询。

国际数据公司中国副总裁兼首席分析师

武连峰表示，让数据要素创造价值，需要把数

据科学能力纳入组织发展战略。“数据科学能

力既包括数据的采集和集成能力，也包括数

据建模、分析、应用等方面的能力。比如，建

立人工智能大模型就需要高质量的语料、数

据，才能训练出比较理想的结果。”

随着数字经济持续增长，大量的数据需

要进入到可分析、可解释、可参与预测和决策

的场景中来，并加速实现由数据驱动的全面

业务整合和创新。百分点科技董事长兼首席

执行官苏萌认为，随着数据科学通用工具的

一体化和平台化，数据科学技术将惠及大众，

提高分析和决策效率。

华为企业业务全球公共事业系统部数字化

转型咨询规划总监王煜认为，把数据变为生产

要素，不是单点应用的问题，而是要贯穿从数

据产生、数据汇集到数据处理、数据消费的全

生命周期。“面对纷繁复杂的数据类型，如何利

用新技术把不断产生的数据变成可用的数据

资产，这是数字化转型中要进一步解决的问

题。”上海纽约大学教授陈宇新认为，目前数

据科学领域应用型人才较多，希望有更多的

年轻人才从事数学等基础理论研究，实现原

创性突破。

目前，国内外企业在数据科学领域不断

发力，构建了一系列产品技术和解决方案。

百分点科技首席技术官刘译璟介绍，百分点

打造的数据科学基础平台正通过沉淀行业领

域中的数据科学知识，帮助企业跨过数据科

学的“门槛”。

用好数据要素 挖掘数据价值

在数据科学领域不断发力
本报记者 谷业凯

本报电 由中国农科院生物安全研究中心、上海兽医

研究所主办的 2023 农业生物安全战略研讨会，日前在上海

召开。中国农科院负责人表示，要聚焦动植物疫病虫害监

测预警等关键领域，全力攻关共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加

快构建完善高效的科学预警与监测网络，加快提升生物安

全科技创新水平。上海兽医研究所与华东师范大学在会上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推动构建引领基础科研合作示

范平台。 （陈沛然）

农业生物安全战略研讨会召开

4 月 15 日，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进行第

四次出舱活动，两名出舱航天员费俊龙、张陆和

航天员邓清明一起配合，圆满完成全部既定工

作。迄今为止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的 4次出

舱活动，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出舱活动

纪录。

不久后，他们将在轨迎接天舟六号货运

飞船。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也将奔赴中国

空间站，浩瀚苍穹将再次见证“太空会师”。

不到两年的时间，中国空间站 3 个舱段成

功发射入轨；航天员太空驻留时间从 3 个月变

成 6 个月；航天员乘组接力“太空出差”……在

建设中国人“太空之家”的生动实践中，中国航

天员中心广大科技人员和全体航天员天地一

体、密切配合，不断书写中国人的飞天传奇。

努力把地球环境“搬
上天”，为航天员撑起生命
“保护伞”

对人类生存来说，氧气和水是最重要的。

提供充足的氧气和水，是保障航天员在轨

工作生活的前提。以往主要通过上行飞船运载

物资的方式补给，不仅限制了航天员在轨天数，

也挤占了总体载荷的宝贵空间。

在太空环境里实现氧气和水等物质“自

产自销”，要经历理论到技术再到工程的完

整论证，其难度不亚于“把一个小型工厂搬

到天上”。中国航天员中心环控生保团队日夜

奋战，攻克 15 项关键技术和 11 个技术难点。

2020年 3月底，再生式环控生保系统正式开机并

稳定运行，成功实现了由“补给式”向“再生式”的

重大跨越。

神舟十二号乘组是最先体验空间站再生

式环控生保技术的航天员。“系统的可靠性和

产品的一贯表现，让我们可以安心地工作和睡

觉。感受不到它们的存在，就是它们最好的状

态。”神舟十二号航天员汤洪波这样评价再生

式环控生保系统。

天上运行一天，地面就保障一天。环控

生保团队目不转睛关注着航天员在太空工作

生活的每一刻，即使航天员休息时，地面团队

也要随时关注舱内氧气、水等情况。

为了努力把地球环境“搬上天”，团队还

在地面再造了一个模拟系统——空间站组合

体 1∶1 大小的地面伴飞舱，环控生保团队同步

航天员在轨活动，对舱内的氧气、二氧化碳等

参数进行实时监测。

这套比照天上的环控生保系统，运转状

态要比天上提前一两天。

“未雨绸缪，才能万无一失。比如，每当

航天员乘组轮换，空间站在轨人数将由 3 人

变成 6 人，我们就需要提前一至两天把地面

代谢模拟系统调成 6 个人的状态。团队会密

切监测这个环境里的各项指标。什么时间会

达到最高点，什么时间平衡浓度会有可能超

限、需要启动非再生功能，都需要提前演练，

做好应对。”中国航天员中心环控生保室主

任卞强解释。

截至目前，再生式环控生保系统已在轨稳

定运行 700多天。中国空间站实现了氧气资源

100%再生，空间站环控生保六大再生系统稳定

运行，水资源闭合度提升到 95%以上，每年减少

上行补给 6吨。

航天员所有训练，科
研人员都要试训一遍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刘洋在太空时，有次偷

偷抹眼泪，这一幕被地面上的航天员“总教

头”、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黄伟芬细心地捕捉

到了。

原来，在执行首次出舱任务前，由于气闸舱

内空间变大，给身着舱外服的航天员传递物品

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出舱前第一次在轨训练

时，刘洋发现身体姿态根本不听使唤。想保持

水平时，身体往上飘；想横着的时候，身体竖着；

想前进时，身体又往后退，这和地面上训练的情

况不太一样。刘洋手忙脚乱，体力耗去不少，随

之消耗的还有原本满满的自信心。内疚、自责，

各种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

黄伟芬发现这个情况后，鼓励刘洋“要相

信自己，一定没有问题”，这给刘洋提供了莫

大的心理支持。经过刘洋坚持不懈的努力，

她在正式出舱时完美地完成了任务。当她返

回到出舱口时，黄伟芬带头鼓掌。

平时一起训练，反复磨合，互相信任支持，

除了家人，航天员教员是离航天员最近的人。

加入航天员队伍后，航天员要经过八大

类 200 余科目的学习和训练，包括基础理论训

练、体质训练、心理训练、航天环境适应性训

练等。其中，训练工作主要由航天员选拔训

练室的教员们牵头组织实施。

航天员所有训练，科研人员都要试训一

遍。确保万无一失后，才对航天员施训。超重

耐力训练、低压训练、模拟失重训练、野外生存

训练……凡是涉及生理极限、有危险隐患的训

练，航天员教员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据汤洪波回忆，他刚开始水下训练时，训

练结束后吃饭“连筷子都拿不住”；航天员聂海

胜在一次水下训练后，体重足足轻了 4 公斤。

如此大的强度，航天员教员就这样和航天员一

起泡在水槽里，每天按照出舱活动 6 小时的标

准，连续水下训练 4 个月，最忙的时候一天只

睡 4个小时，只吃一顿饭。

“曙光明白！”这句回答嘹亮坚定。

“曙光”是航天员出舱活动指挥的代号，背

后是一支由航天员系统牵头的出舱活动支持小

组。航天员出舱的从容镇定，不仅因为经历了

大量出舱训练，还因为他们在太空的每一步操

作都有“曙光”在指引。

55年来，中国航天员中心创建了我国航天

员选拔训练技术体系，选拔训练的多名航天员

圆满完成载人飞行各项任务。

新一代舱外航天服，
呵护航天员太空长期飞行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首次出舱活动使用

了新的舱外航天服。

新一代飞天舱外服达到长寿命、高可靠

要求，工效保障能力大幅提高，出舱活动时

间显著提升，还具备更佳的在轨测试维修能

力 。神舟十二号任务展示的前两套舱外服

对上肢进行了适体性优化设计，王亚平所穿

的舱外服对下肢也进行了适体性优化，更适

合体型瘦小的航天员。新一代舱外服还对手

套进行了分型设计，王亚平使用的就是为适

合女航天员手型定制的。“作为目前世界上在

轨使用的 3 种舱外服技术体系之一，新一代

飞 天 舱 外 服 完 全 由 我 国 自 主 研 制 ，性 能 优

越，能很好地满足人体工效学要求。”王亚平

评价。

作为“飞天战袍”，合身的舱外服是出舱活

动顺利圆满的关键，它就像人形飞船，充上一定

压力后，保护航天员的生命安全，抵御外太空的

高低温、真空、强辐射等。

2004 年，我国决定自行研制舱外服，航天

服团队在不到 4 年的时间里，成功研制出飞天

舱外服。2008 年 9 月 27 日，航天员翟志刚穿

着飞天舱外服顺利出舱，我国也一举成为世

界上第三个掌握出舱核心技术的国家。

为适应新需求，新一代舱外服也抓紧研

制。2020 年 9 月，舱外服载人低压试验再次启

动。试验当晚，历经 17 小时，两名志愿者在舱

外服试验舱中，顺利执行完出舱活动程序。

这项试验很危险，一旦舱外航天服出现

任何细微故障，将直接威胁到志愿者生命安

全。中国航天员中心科技人员作为模拟航

天员，穿着舱外服，在试验舱一待就是好几

个小时，成功验证了舱外服的性能。

中国航天员中心科技人员还研发了 100
多套医监医保设备、失重生理防护设备、生活

保 障 设 备 ，为 航 天 员 长 期 飞 行 提 供 更 好 保

障。空间站系统配置“太空跑台”等在轨锻炼

装备，为航天员提供丰富的锻炼方式。

“纵然脚下没有土地，但我依然能够坚定

地迈出每一步。纵然飞行没有翅膀，但我依

然能够勇敢地张开双手。我知道，前方是浩

渺的太空，而身后是你们！”这是航天员的深

情表白。

中国空间站已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载人

登月研制工作已全面开启。中国航天员中心

科技人员和航天员始终在一起。梦想在接力，

使命在传承。

图①：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进行

水下训练。

孔方舟摄

图② ：航 天 服 团 队 在 给 航 天 员 试 穿 舱

外服。

廖前芳摄

中国航天员中心科技人员和航天员天地一体、密切配合

为太空生活提供支持保障
刘诗瑶 占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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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江西省上栗县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促进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截至目前共出台 18 项具体扶持措施激发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并设立科创专项基金。当地先后与

国内 12 所高等院校展开校地合作，共建江西电子电路产

业研究院等 31 个市级以上创新平台，推动 20 余项科研成

果在上栗就地转化。2022 年，上栗县企业研发经费同比增

长 21.61%，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

重达到 30.76%。 （陈 斌）

江西上栗推动科研成果转化

■新闻速递R

本报电 前不久，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开展“传承航

天精神·点亮航天梦想”主题活动，发布《追梦空天》《砺剑空

天》等科普书籍。这些书籍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故事，

通过精美的绘图形式传播信息，作为新时代航天文化建设

和实践的创新成果，助力弘扬航天精神，帮助公众更好地了

解航天知识。 （孙源源）

航天科工二院发布航天科普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