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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9 日，《科学》杂志在线发表了我国高

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LHAASO）对命名

为 GRB 221009A 的伽马射线暴的最新观测

研究成果：“拉索”首次完整记录了大质量恒

星死亡瞬间万亿电子伏特伽马射线爆发全过

程。该成果由“拉索”国际合作组完成。

完整记录迄今最亮伽
马暴高能辐射全过程

约 20 亿年前，一颗比太阳重 20 多倍的

“超级太阳”大质量恒星，燃烧完其核聚变燃

料，瞬间坍缩引发巨大的爆炸火球，发出了

一个持续几百秒的巨大“宇宙烟花”伽马射

线暴。火球与星际物质碰撞产生的大量万

亿电子伏特高能伽马光子穿过茫茫宇宙，径

直飞向地球。2022 年 10 月 9 日 21 时 20 分 50
秒，这些伽马光子抵达“拉索”的视场范围，

其中，6 万多个伽马光子被“拉索”收集到。

经过几个月的分析，科学家们终于揭开了这

场爆炸事件的面纱。

伽马射线暴（也简写为“伽马暴”）是宇

宙大爆炸之后最剧烈的天体爆炸现象，是指

来自天空中某一方向的伽马射线突然增强

的闪烁现象。伽马暴短至千分之一秒，长则

数小时。短时间的伽马暴是由两颗邻近的

致密星体（黑洞或中子星）并合产生，而长时

间的伽马暴是由巨大恒星（超级恒星）在燃

料耗尽时坍缩爆炸产生。

此次“拉索”收集到的信号细节表明，探

测到的光子来源于伽马射线暴事件“主爆”

之后的“后随爆炸”。

“拉索”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曹臻说：“‘主爆’也称为瞬

时辐射，是初始阶段的巨大爆炸，表现为强烈

的低能的伽马射线辐射。接近于光速的爆炸

物与周围环境气体碰撞则产生‘后随爆炸’，也

称为余辉。‘拉索’首次精确地观测了‘后随爆

炸’的完整过程，记录了万亿电子伏特伽马射

线流量增强和衰减的整个阶段，实现了其他实

验没有达到的高能量波段光变过程的教科书

式的完整观测，对理论模型的精确检验提供了

实验基础。”

GRB 221009A 伽马暴是有记录以来人

类探测到的最亮的伽马暴。“鉴于此次爆发的

稀缺性，这个观测结果预期将在今后几十甚

至上百年内保持最佳。”曹臻说。

首次探测到光子流量
的极速增强

“在‘后随爆炸’过程中，‘拉索’首次探测

到光子流量的极速增强。”论文通讯作者之

一、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姚志

国说。

按照以往理论模型的预期，“后随爆炸”

过程中高能光子流量的增长应该是一直比

较缓慢平稳的。但这次“拉索”观测到，在

“后随爆炸”的早期不到两秒的时间里，高能

光子流量增强了 100 多倍。

姚志国说：“早期如此快速的增强现象超

出了以往理论模型的预期。此次发表的观测

结果将会引发科学界对伽马射线暴能量注

入、光子吸收、粒子加速等机制的深入探讨。”

此次“拉索”的观测结果还表明，高能辐

射在起爆之后不到 10 分钟的某个时刻，亮度

突然快速减弱。

论文通讯作者之一、南京大学教授王祥

玉说：“这可解释为爆炸后的抛射物是喷流

状的结构，当辐射张角扩展到了喷流的边缘

时造成亮度快速下降。”

由于这个亮度转折发生时间极早，意味

着观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典型内亮外暗喷流

的最明亮的核心。“正是由于观测者碰巧正对

喷流最明亮的核心，自然地解释了为什么这

个伽马射线暴是历史上最亮的，也解释了为

什么这样的事件极其罕见。”论文通讯作者之

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戴子高表示。

此外，在这个伽马射线暴事件持续的 10
分钟内，“拉索”记录到的光子数超过了过去

几年对“标准烛光”蟹状星云观测积累。

“若把选择条件降到最低，光子数可以

达到 10 万。”论文通讯作者之一、中国科学院

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查敏说。对比同能

区其他实验装置，甚至是专门设计来追踪伽

马暴的设备，它们测到的光子数目仅在千个

以下的水平，且都只测到了爆炸 60 秒以后的

余辉。

天地联合数据分析全
面展开

北 京 时 间 2022 年 10 月 9 日 21 时 16 分

59.59 秒，美国的伽马射线空间望远镜卫星首

先探测到一个异常明亮的伽马暴，根据国际惯

例命名为 GRB 221009A，后续几十个空间和

地面探测器都对此进行了观测。我国高海拔

宇宙线观测站、高能爆发探索者卫星和慧眼卫

星同时探测到了这个伽马暴，实现了跨越 11
个量级的宽能量范围天地协同观测。

曹臻说：“这个伽马暴为长暴，其亮度比

以往最亮伽马暴还要高几十倍以上，过高的

光子流量使得多个国际实验的探测器发生了

饱和。”

本次观测成果主要由“拉索”的水切伦

科夫探测器阵列提供。该阵列对伽马射线

的观测能量范围跨域两个量级，在千亿电子

伏特到十万亿电子伏特之间，且具有宽视

场、全天候的特点，对伽马暴这样的突发天

体现象的捕捉式观测具有突出的优势。

国 际 发 布 伽 马 暴 GRB 221009A 预 警

后，曹臻迅速组织多个团队开展了数据分析

与理论解释工作。后续的天地联合数据分

析已经全面展开，更多观测研究成果将会陆

续发表。

本次观测结果意义重大。北京师范大

学天文系教授高鹤说：“这一观测结果大大

增进了人类对伽马暴辐射机制以及喷流结

构等方面的理解。”

“截至目前，科学家们还在不懈地深耕

‘拉索’的数据，力图揭示更多奥秘。”曹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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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拉索”首次完整记录了迄今最
亮伽马暴的万亿电子伏特伽马
射线爆发全过程，“拉索”国际
合作组在此基础上取得一系列
观测研究成果，相关成果6月9
日在《科学》杂志在线发表。本
次观测结果意义重大，增进了
人类对伽马暴辐射机制以及喷
流结构等方面的理解。

核心阅读

■科技自立自强R

在“家门口”欣赏非遗展览、听传统戏曲，在网络上购买非

遗文创、看非遗直播，在景区景点体验手工艺趣味……6 月 10
日是 2023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主

题是“加强非遗系统性保护 促进可持续发展”，文化和旅游

部在 10 日前后集中开展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为非遗保护传承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这幅《运河支队》的剪纸作品，既再现了当年激烈的战争

场景，也让我们感受到非遗传承人的细致、精致、匠心。”近日，

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的多项非遗走进景区，高中生任奕彤被

技艺高超、表达生动的剪纸作品所吸引。近年来，当地积极推

进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利用桃花节等民俗节日举办“非遗购

物节”“非遗美食节”等活动，人气越来越旺。

“清早起来把水担，阳雀叫来喜鹊喊……”6 月 8 日，在湖北

省巴东县水布垭镇南潭村乡村旅游点，悠扬婉转的土家族山歌

吸引不少游客。湖北省级非遗项目恩施“五句子山歌”传承人

邓懂芝与游客互动，十分热闹。“特色非遗确实有吸引力，不少

游客慕名而来。”邓懂芝说。

今年 2 月印发的《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

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通知》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

融入能进一步丰富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乡村旅游重

点村镇等旅游空间的文化内涵，提升文化底蕴。

以文促旅、以旅彰文，各地因地制宜推动非遗与乡村旅

游、康养旅游、体育旅游融合发展，展示展演、互动交流、参观

体验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持续“圈粉”。

湖北大鼓、山东快书、苏州评弹、广东南音……6 月 9 日至

15 日，文化和旅游部、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 2023 全国非遗

曲艺周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活动以“曲艺荟江城 说唱新

时代”为主题，全国 145 项曲艺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

人参加展演。成果展、驻场演出、下基层演出、线上直播等丰

富多彩，引人入胜。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楼广场，秧歌扭得欢，锣鼓敲得响，威

海市 2023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暨“非遗购物节”如期

举行。山东省多地的 40 多个非遗项目云集威海，为市民献上

一场视觉和文化盛宴。

在浙江省杭州市，“非遗茶市”品香、“非遗工坊”直播等活

动如火如荼。制茶、饮茶器具制作、茶点制作、饮茶习俗等项

目的非遗传承人相聚一堂，现场炒茶、制茶、说茶，全面展示杭

州的茶历史、茶文化、茶产业传承发展状况。点茶、品茶、吃茶

点等体验项目，吸引游客参与。

今年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 20 周年，为此，

国家图书馆举办“茶和天下 典籍里的茶”展览、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展映月、非遗保护讲座月等活动，

集中展示非遗风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传统烟花，绽放千年之美。日前，一场盛大的烟花艺术表

演在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上演，网络热度也持续攀升。为充

分展现国家级非遗项目萍乡烟花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当地

还特别开展了“花炮故里·绽放千年”主题互动活动，让人们体

验千年非遗的乐趣。

非遗影像浏览、“国风”话题讨论、直播互动、拍摄上传身

边非遗活动……由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与 8 家网络平台共同承

办的“云游非遗·影像展”日前上线。精选视频的公益性展播

和丰富多彩的线上活动，赢得许多年轻人点赞，“原来生活中

有这么丰富多彩的非遗”“与非遗相伴，和传统同行”……

“今年，全国各地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后举办 9800
多项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其中线下活动 6300 多项。”文化和旅

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相关负责人说，“让广大民众畅享非遗

购、探访非遗味、共赴非遗游。”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
宣传展示活动丰富多彩

与非遗相伴
和传统同行

本报记者 郑海鸥

“拉索”探测伽马射线暴 GRB 221009A 想象图。 中国科学院供图

阳 光 透 过 一 大 片 落 地 玻 璃

窗，照在次第排列的阶梯式书架

上，各类书籍共计 5 万余册。孩子

和大人们或倚靠墙边，或端坐桌

前，整个书房里充斥着沙沙的翻

书声。有的人会在这里一直待到

傍晚，当云彩变成晚霞，柔和的灯

光照亮心灵的港湾。

这座名为“开云书房”的图书

馆，坐落在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

台岭乡。台岭乡党委书记曾建华

介绍，台岭乡作为一个有 1.2 万人

的山区乡镇，全民阅读如何推进，

乡风文明如何培育，牵动人心，

“要建一座乡镇书房。”

在 刘 佩 英 等 乡 贤 们 的 牵 线

下，书房获得了 5 万册图书的捐

赠，还邀请知名设计师进行公益

设计，书房 600 多平方米的空间

内外，颇具艺术气息。曾建华介

绍，乡镇将书房作为文化便民服

务中心，设置了两名管理人员，并

纳入永新县图书馆管理系统，免

费提供借阅服务，与 26 家出版社

合作每年定期更新书籍。如今，

书房还定期邀请省内外学者来此

分享知识、开展讲座等，让山乡的

孩子们通过阅读拓宽视野。

自 2022 年运营以来，开云书

房累计接待读者近 2 万人次，借

阅量超过 2000 人次，辐射周边 3
个乡镇。小小书房，为偏远山乡

的群众提供了一个书香浸润的文

化空间，更为孩子们推开了一扇

看到广阔世界的窗。

上图：傍晚的开云书房。

左图：读者在开云书房阅读。

朱 磊 周亚茂摄影报道

山乡书房 浸润书香

本报西安 6月 12日电 （记者龚仕建）近

日，以苏陕协作为题材的陕西本土影片《远山

花开》登陆院线。影片以润物无声的感人情

节、原生态的画面，将苏陕协作的画卷徐徐展

开，用孩童的视角，把东西部城市牵手共进的

故事娓娓道来。

影片讲述了来自江苏南京的支教老师和

陕西秦岭深处的一群留守儿童之间关于爱和

成长的故事，反映了江苏、陕西两省人民同心

追梦的时代音符。该片编剧介绍，影片 80%
的演员来自陕西本土，电影中的很多情节都

来自苏陕协作的真实故事，比如主人公的教

学方式，就取自南京市浦口区赴陕西镇安县

支教教师组织的“梧桐课堂”。影片取景地陕

西商洛市，是南京对口协作的地方。多年来，

两地从单向扶贫拓展到产业合作，从经济扶

助拓展到全方位、多领域合作，协作层次不断

加深。《远山花开》承载了苏陕协作的厚重情

谊，体现了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生动实践。

电影《远山花开》演绎苏陕协作

本报成都 6月 12日电 （记者王明峰、宋豪新）近日，“中

国有三苏——眉山苏氏的家国情怀”主题展在四川眉山三苏

祠博物馆开展。主题展串联室内展厅与三苏祠古建园林，通

过现代多媒体手段全面展示三苏父子的家国情怀。

本次展览除了展出三苏祠博物馆的文物，还展出来自上

海博物馆、四川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等 10 家文博单位的珍

贵文物，涵盖瓷器、陶器、石器、金银器等 100 余件（组）。该展

入围了国家文物局等发布的 2023 年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点推介项目。

此外，三苏文化出版工程首批成果发布会在三苏祠举行，

19种、416册优秀成果图书集中亮相。2023年 2月，四川组织实

施三苏文化出版工程，包括文献集成、学术研究、普及推广、教

材教辅、海外传播 5 个系列，首批出版成果包括《宋元以来苏学

文献大系》《三苏文化普及丛书》《叶嘉莹论苏轼词》等图书。

四川眉山举办三苏主题展

本版责编：杨 暄 管璇悦 陈圆圆

本报天津 6月 12日电 （记者武少民）11 日，“天开杯”创

聚津门全国大学生智能科技创新创业挑战赛启动仪式在天津

市天开高教科创园举办。大赛内容包括“一赛一盟一库一

会”。一赛，举办挑战赛总决赛暨闭幕式，组织决赛评审、路演

展示等活动。一盟，在全市各高校广泛发动，发挥校友资源优

势，组建天津市高校“校友创业联盟”。一库，广泛邀请全国知

名投资人、创业导师作为大赛评委和指导教师，打造天津市大

学生创新创业金牌导师库。一会，在挑战赛总决赛期间举办

全国大学生智能科技创新创业交流会。

大赛共设置“一主三辅”4 个赛道。主赛道是创业实践赛

道，围绕智能科技主题，参赛者为开展创业实践并取得一定成

果和社会影响、具有高成长潜质的初创企业。3 个辅赛道包

括：创意畅想赛道，立足大学生的“金点子”落地实施，为经济

社会和自然发展中的问题提供创意解决思路；创新挑战赛道，

立足科技前沿技术成果转化，针对产业发展中的瓶颈问题，给

出科技创新解决方案；创服赋能赛道，立足服务赋能企业，邀

请天津市 12 条重点产业链上的头部科技创新企业给出赛题，

请参赛者答题。

全国大学生智能科技创新创业挑战赛启动

本报广州 6 月 12 日电 （记者罗艾桦）6
月 10 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讲述“岭南文

化 发 祥 地 ”的 大 型 4K 考 古 纪 录 片《何 以 岭

南 古粤探源》在广东广州国际媒体港举行

首映式后正式在有关电视频道首播。该片

由广州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

究院历时 3 年摄制而成，重现了新石器时代

晚期岭南先民的生产生活场景。尤其是片中

展现的金兰寺遗址和陂头岭遗址，作为近年

来广州考古的重大发现，入选 2021 年度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候选名单。

纪录片完整呈现的这两处先秦遗址考古

过程，填补了岭南地区先秦历史的空白，揭开

了 广 州 建 城 以 前 珠 三 角 人 类 历 史 的 神 秘

面纱。

纪录片《何以岭南 古粤探源》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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