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乌 鲁 木 齐 出 发 ，走 乌 奎 高

速 — 呼 克 公 路 — 甘 莫 公 路 ，一

路 向 北 ，3 个 多 小 时 车 程 后 ，可

抵 达 古 尔 班 通 古 特 沙 漠 腹 地 ，

中 国 科 学 院 新 疆 生 态 与 地 理 研

究 所 莫 索 湾 沙 漠 研 究 站（以 下

简 称 莫 索 湾 站）就 建 在 这 里 。

60 多年来，莫索湾站一代代科

研人员坚守在此，在科学治沙、荒

漠化防治上持续探索。

根据降水和土
壤水分条件，保持
防护效果好的天然
植被

和记者同行前往莫索湾站的，

是中国科学院新疆生地所莫索湾

站站长李生宇和莫索湾站副站长

宋春武。

路上，李生宇给记者讲起莫索

湾站的历史。

1956 年，中国科学院组建新疆

综合考察队，开始对包括沙漠在内

的新疆自然条件、自然资源进行全

面 考 察 ，并 在 1960 年 设 立 莫 索

湾站。

莫索湾站是我国成立最早的

野外观测站之一，也是中国科学院

新 疆 生 地 所 第 一 个 沙 漠 研 究 站 。

据李生宇介绍，建站初期，莫索湾

站以研究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自然

演变趋势和沙漠化防治为主要方

向。1979 年后，重点开展对沙漠环

境地面过程的观测和生物防沙措

施研究。

车驶入莫索湾站区，道路旁的

防护林郁郁葱葱。

“ 站 区 周 围 的 林 子 日 常 由 我

们维护。”李生宇说，“站区内部分

道 路 经 过 硬 化 改 造 ，比 过 去 好 走

多了。”

莫 索 湾 站 东 、西 、北 三 面 环

沙。“莫索湾站位于我国面积最大

的固定、半固定沙漠，该区域生态

较为脆弱，是天山北坡经济带的生

态屏障的重要区段，地理位置非常

重要。”李生宇说。

莫索湾站区主要包括三大区

域，分别是生活区、集水造林区和

荒漠保育区，后两个区域都位于站

区北部。李生宇告诉记者，站区地

处 沙 漠 — 绿 洲 过 渡 带 ，一 边 是 绿

洲，一边是荒漠区，站区本身就是

绿洲防护屏障组成部分，可以阻挡

来自西北方向的风沙。

记者跟随李生宇来到荒漠保

育区。跟南边的满眼翠绿相比，这

里是一片自然荒漠景观，一个个固

定、半固定沙丘散布其中，沙丘高

度从 10 米到 20 米不等。

爬上一个 10 多米高的沙丘，站

在最高处放眼望去，沙丘和丘间地

上长满了温带荒漠中重要的固沙

植物——一簇一簇的梭梭，有白梭

梭，也有梭梭柴。

“为何不在这里种乔木、建人

工防护林？”记者问。

李生宇解释说，古尔班通古特

沙漠年降水量为 70—150 毫米，而

梭梭属植物依靠这些天然降水就

可以维持生长。如果建成人工防

护林（乔木）耗水量要大好多倍，仅

靠天然降水远远不够。

“梭梭这些天然植被虽然看上

去很稀疏，但在现有的降水和土壤

水分条件下，维持这样的长势和植

被 盖 度 刚 好 ，防 护 效 果 既 好 又 持

久。”李生宇说。

针对不同的自
然条件，采取适宜
的 固 沙 造 林 技 术
措施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降水集中

在冬春季节，较好的降水条件为沙

漠植物生长提供了条件，使其成为

我国最大的固定、半固定沙漠。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固定、半

固定的性质还得益于沙漠中广泛

存 在 悬 湿 沙 层 。”宋 春 武 说 ，古 尔

班通古特沙漠沙丘湿沙层为植物

根 系 提 供 了 良 好 的 水 分 条 件 ，让

植 物 可 以 度 过 酷 热 干 旱 的 夏 季 ，

“ 在 这 里 进 行 人 工 造 林 固 沙 的 关

键 ，就 在 于 营 造 适 合 植 物 生 长 的

条件。”

针对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特

有条件，科研人员经过不断探索，

开发了客沙、集水、秋灌、悬湿沙层

4 种固沙造林技术，进行了防沙治

沙技术示范。

客沙造林，就是在沙丘湿沙层

很 薄 的 地 段 ，将 其 临 近 地 段 的 湿

润沙土填到幼苗种植穴中。这样

就 可 以 补 足 苗 木 根 层 水 分 ，提 高

苗 木 成 活 率 ，并 支 撑 它 们 度 过

夏季。

“在这些地段，栽植苗木根系

所在的 50—60 厘米处是干沙。你

看，只需将下面的干沙翻上来，将

搬来的湿沙填上，湿沙就‘易客为

主’了。”李生宇一边说，一边拿过

一把铁锹，给记者演示。

“被填到下面的湿沙，如果里

面的水分很快被蒸发，会不会又变

成干沙呢？”记者问。

“这个问题不用担心。”站在一

旁的宋春武摆摆手，“沙层毛细管

作用很弱，表面形成的干沙层可防

止蒸发，所以不用担心水分很快被

蒸发掉。植物成活后，根系向下发

育，能延伸到更深处的湿沙层，持

续生长。”

“由于沙子松软，挖坑换沙相

对 省 力 ，非 常 有 利 于 固 沙 植 物 生

长。”李生宇说。

集水造林，则是利用壤漠渗透

性差的特点，通过人工创造起伏地

形，形成沟坡相间地表，使降雨和

地表融化的雪水在重力作用下汇

聚到低洼的沟底，保障在这里种植

的苗木良好生长。

李生宇说：“栽植固沙植物，间

距通常较大。地表微地形的集水

作用非常明显，一般只需 1—3 毫米

的降雨就能够形成地表径流。一

个种植沟的集水坡面约 20—50 平

方米，地表径流积聚后相当于降雨

强度增加了数十倍。”

到了秋季，农业用水减少，科

研人员就调剂部分河水用于治沙

造林，这就是秋灌造林。

李生林告诉记者：“研究站还

利 用 当 地 的 年 均 100 多 毫 米 降 水

在 沙 丘 中 形 成 的 悬 湿 沙 层 水 分 ，

研发了悬湿沙层造林技术。这项

技术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重大工

程 防 风 固 沙 中 得 到 应 用 ，防 沙 效

果良好，生态效益显著。以 100 千

米 长 的 沙 漠 工 程 建 设 计 算 ，采 用

植物固沙 50 年可节省防沙工程建

设 费 用 1800 万 元 ，节 省 清 沙 费 用

超过 2 亿元。”

在李生宇看来，科学治沙至少

包括技术可靠、因地制宜、因害设

防和建管结合四个方面。“要针对

不同的自然条件，采取适宜的防沙

治沙技术措施。要因地制宜、科学

推 广 应 用 行 之 有 效 的 治 理 模 式 。

对 于 一 些 沙 漠 地 区 ，可 以 宜 荒 则

荒、适度保护。”

持续探索，在
风沙运动机理和防
沙治沙新技术上深
入研究

风洞实验室是莫索湾站的一

大特色。在前往莫索湾站之前，记

者就多次听到科研人员提起。

风洞实验室位于站区南部的

生活区内，占地面积大概 300 平方

米。整个风洞长 16.2 米，横截面宽

1.3 米，高 1 米。

“这是目前新疆唯一一个风沙

环境风洞，是开展风沙运动、沙丘

形成演变模拟，以及风沙干扰下的

植物生理、生态变化等方面研究的

重要实验装置。”李生宇说，每年都

有 全 国 各 地 的 科 研 人 员 来 进 行

实验。

在风洞实验室，记者遇到了苗

佳 敏 ，她 是 新 疆 生 地 所 在 读 博 士

生 ，这 次 来 站 里 做 实 验 已 快 1 个

月了。

“我正在做的实验是关于风速

对土壤水分蒸发有何影响。”苗佳

敏说。

“风洞给科研人员提供了一个

模拟野外的环境。”苗佳敏告诉记

者，不同的是，野外的很多条件是

不可控的。“在风洞环境里，我们可

以根据自己的实验需求，对实验条

件进行精准控制。”

在进行风洞实验前，第一步是

先 做 好 实 物 模 型 。 比 如 ，公 路 沙

害 研 究 就 要 做 公 路 路 基 的 缩 尺

模型。

“现在我的沙盘模型就在风洞

里面。”苗佳敏指着风洞对记者说，

“我先设定了 10 分钟，吹 10 分钟以

后会把沙盘取出来，通过称重测算

它的土壤水分损失了多少，然后再

把它放进去继续吹，然后再取出来

看随时间有何变化。”

“风洞实验室这些重要的研究

装备，条件可控，得到结果更快，便

于 理 论 研 究 和 技 术 验 证 。”李 生

宇说。

近年来，通过项目合作、人员

互访等形式，莫索湾站已与一些国

家的科研机构建立了稳定的合作

关 系 ，与 国 际 同 行 分 享 防 沙 治 沙

经验。

据李生宇介绍，未来，莫索湾

站 将 继 续 探 索 ，在 风 沙 运 动 机 理

和 防 沙 治 沙 新 技 术 方 面 深 入 研

究 ，特 别 是 在 绿 洲 防 护 林 提 质 增

效 上 下 功 夫 ，更 好 保 障 绿 洲 生 态

安全。

坚守沙漠腹地，中国科学院新疆生地所莫索湾沙漠研究站

因地制宜 持续探索
本报记者 吴月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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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莫索湾站科研人员

在 监 测 梭 梭 根 系 层 不 同 深 度

的水盐变化。 宋春武摄

图②：李生宇（右）给学生

讲解如何使用辐射观测仪。

吴月辉摄

①

近日，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

组归来后首次亮相。航天员费

俊龙、邓清明、张陆状态良好，不

久后将转入正常训练工作。不

到两年，我国已有神舟十二号等

5 个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人的太

空家园。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

载人航天人，生动践行了敢于有

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的责任

和追求。

敢 于 有 梦 、勇 于 追 梦 、勤 于

圆梦，是正在中国空间站“太空

出差”的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

首次公开亮相时，对青少年朋友

的殷切寄语。这 12 个字也是航

天人拼搏努力的真实写照，给无

数奋斗者以丰富的启迪。

神舟十五号乘组被称为“圆

梦乘组”。这份梦想，饱含着费俊

龙 17 年后重返太空的壮志豪情、

邓清明“准备了 24 年 10 个月”的

执着坚守，以及张陆“期待在地球

400公里之上的太空歌唱”的极致

浪漫。其他乘组也多次提及“梦

想”一词。航天员迈向星辰大海，

寄托着中国人筑梦九天、人类探

索无尽苍穹的炽热期盼。

梦 想 结 出 的 果 实 格 外 甜

美。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代表中

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神

舟十三号航天员首次完成长达

半年之久的太空飞行任务，神舟

十四号乘组创造了多个“首次”，

神舟十五号乘组刷新了中国航

天员单个乘组出舱活动次数的

纪录。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

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前不久

圆满完成了首次出舱活动全部

既定任务，我国首位载荷专家桂

海潮还邀请人们到“天宫”做实验。梦想的珍贵，往往就在

于超越想象和勇敢突破，中国航天数不清的“首次”、“从 0
到 1”的跨越，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航天的卓越能力，践行

了将梦想变成现实的初心使命。

敢于有梦，也要勇于追梦、勤于圆梦。

神舟十五号乘组是目前执行空间站任务中平均年龄最

大的航天员乘组，却凭借付出和努力，让自己的“飞行本领

一直保持在青春状态”。为了梦想，费俊龙“17 年体重浮动

不超过 1 斤”，邓清明训练时最常说的就是“再来一次”，张

陆在水槽里训练一待就是五六个小时。航天员看似闲庭信

步的出舱动作，背后是不厌其烦的反复练习；每一句“感觉

良好”的淡定从容，背后是愈挫愈勇的非凡志气。

中国航天员捧出的累累硕果，既有他们自身艰苦卓绝

的付出，还有祖国的托举。“顺利回到祖国，我们感觉良好”

“能被祖国需要就是最幸福的”“眼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

心”……神舟十五号 3 名航天员刚刚回到地球怀抱，面对全

国人民发出真挚感慨。这正是伟大的新时代给了每个人奋

斗圆梦的广阔平台。

梦想在接力。中国空间站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常态

化实施乘组轮换和货运补给任务。我国载人登月初步方案

已经公布，科研人员正在紧锣密鼓地研制长征十号运载火

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等装备。商业航天捷报频

传、快速发展，为航天事业注入新的活力。

航天梦连着中国梦。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中，踔厉

奋发、敬业实干，航天人将在浩瀚宇宙书写更多新的传奇。

航
天
梦
启
迪
奋
斗
者

刘
诗
瑶

敢于有梦、勇于追
梦、勤于圆梦是航天人
拼搏努力的真实写照，
给无数奋斗者以丰富的
启迪

“ 现 在 身 体 状 态 还

不 错 ，一 些 不 太 剧 烈 的

运动也可以参加。”一年

前 ，湖 北 武 汉 市 东 西 湖

区的李女士突发暴发性

心 肌 炎 ，出 现 心 力 衰

竭。植入国产全磁悬浮

人工心脏治疗后，现在

李女士能正常生活。

心力衰竭是目前心

血管疾病领域最大的挑战。医学研究表明，

心力衰竭的 5 年死亡率为 50%；进入终末期

后，1 年死亡率高达 50%。心脏移植是终末

期心衰的首选治疗方法，但心脏供体极为稀

缺。为解决这一难题，科研人员提出了人工

心脏理念。临床经验表明，人工心脏治疗的

效果显著，不仅能救命，还能有效改善患者

的生活质量。

血泵是人工心脏的核心部件，它将血液

从心脏引出，提升压力后，输送到主动脉，从

而部分或完全替代天然心脏的供血功能。

历经技术演进，全磁悬浮被认为是国际人工

心脏的主流技术。据同心医疗创始人、首席

执行官陈琛介绍，与其他技术相比，全磁悬

浮人工心脏的血泵转子仅通过磁悬浮技术

支撑就实现了旋转时零机械摩擦，在不破坏

血液的前提下保持血液顺畅流通，大大降低

了人工心脏植入后产生并发症的概率。

然而，全磁悬浮人工心脏技术长期被国

外公司垄断。研发出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磁

悬浮人工心脏，成为陈琛心中的梦想。

据介绍，全磁悬浮人工心脏大小相当于

一个乒乓球。如何在保证血泵稳定运转同

时缩小血泵体积，是研发全磁悬浮人工心脏

的主要难点。同时，人工心脏生产涉及数百

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必须高质量完成。陈

琛告诉记者，做好一个称为“鼻锥”的部件，

要通过数万次精密打磨，保证其表面光滑，

避免灰尘附着。通过 10 多年的技术攻关，团

队攻克了覆盖整个产品系统的技术难题。

全磁悬浮人工心脏涉及多个领域的尖

端技术。为此，同心医疗建立了一支超过

200 人的科研团队，成员来自医学、物理、机

械、电子等不同领域。科研人员各展所长，

通力配合，攻克了产业化过程中的一道道

难关。

同心医疗的突破离不开产学研协同支

撑。 2009 年以来，同心医疗牵头与清华大

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得到国

家 重 点 研 发 计 划 和

科 技 部 国 际 合 作 项

目的支持。2013 年，

同 心 医 疗 联 合 中 国

医 学 科 学 院 阜 外 医

院 开 展 动 物 试 验 。

2017 年 6 月 ，阜 外 医

院 将 国 产 全 磁 悬 浮

人工心脏成功植入 3
名危重患者体内，开

创了该产品临床应用的历史。

据了解，目前全国近 40 家医院用上了国

产全磁悬浮人工心脏。“我们正在推进远程

信息管理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提升体外部

件的轻便性，争取实现电池可植入。同时，

整合供应链，提升工艺水平，降低成本，让产

品惠及更多患者。”陈琛说。

国产全磁悬浮人工心脏造福患者
本报记者 申少铁

■创新故事R

②

本报电 近日，由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主办的 2023“北

斗优先中国行”活动在雄安新区启动。活动致力于推动以北

斗为主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模式创新，形成一批“北斗优

先”的新产品和新应用服务系统。活动同时发出倡议，在卫星

导航相关的技术研发、检测认证、科技评价、标准规范等方面，

优先推动北斗使用。后续，“北斗优先中国行”还将在全国各

地陆续举办。 （谷业凯）

2023“北斗优先中国行”活动启动

本报电 日前，2023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全国开营式暨

“全国中学生同上一堂暑期科学课”在中国农业大学举办。据

悉，今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将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组

织青少年走进高校院所、企业，参加为期一周的科技与文化交

流。13 个省份还将利用科学营探索的经验开展相关活动，提升

青少年科学素养，助力培养科技创新后备人才。 （蒋建科）

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全国开营式举办

本报电 “馆校合作中小学教师科学教育实践能力提升”

项目开班式近日在中国科技馆举办。该项目由教育部教师工

作司、中国科协科普部主办，包括“基于科技馆科普资源的项

目式课程开发”和“基于科技馆科普资源的科学实践活动设

计”2 个主题 8 期培训班。培训班以各地科技馆为主会场，邀请

高校院所专家与科技馆资深科技辅导员联合授课，为来自全

国的 1000 余名中小学科学教师及科技馆科技辅导员开展线下

培训。 （喻思南）

馆校合作培训提升科学教育实践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