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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概不是团队加班时间最长的
人。”中科院安徽光机所大气物理化学
研究室主任黄伟告诉记者，这个春节，
跟他一起加班的工作人员和学生还有
很多。

黄伟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是大气
气溶胶成核机理。而我们常说的 PM2.5
就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 2.5 微米
的颗粒物，也称可入肺颗粒物,它与雾霾
直接相关。黄伟及其团队设计了一种能
够从物理化学角度研究气溶胶成核机
理的新型科学仪器，尝试从分子层次研
究气溶胶形成机理，为气溶胶研究开辟
新的途径。

“目前机器的调试已达关键节点，
如果中断，可能需要重新开始调试。”黄
伟说，了解气溶胶粒子的形成机制，对
于治理雾霾是至关重要的。而目前在这
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他们不能在
任何一个环节上耽误时间。

除了不断调试机器，进一步优化信
号强度、分辨率，黄伟春节期间的另外
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整理研究成果。对于
黄伟来说，这个论文多产的春节假期，
为他马年的工作开了个好头。

黄伟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如果
能获得进一步资助，他和他的团队将继
续从物理化学的角度研究气溶胶凝结
核形成之后的快速生长、气溶胶活化至
雾霾的机理等相关问题，让大家尽早呼
吸到更纯净的空气。

与雾霾战斗

春节，我们在坚守
姻本报记者沈春蕾王晨绯杨琪

两菜两汤四碗饭，罗成昌、武传胜、
周玲、杞金华围坐在一起举起酒杯，这
就是他们的年夜饭。

除夕夜，8 时 05 分，春晚的序曲响起
时，罗成昌披上军大衣，戴上头灯，抄起记
录本，走到漆黑的观测场，打开箱盖，工工
整整地记下此刻仪盘表上的数字。

他们是中科院哀牢山生态站的工
作人员。今年春节，他们坚守在这
里———哀牢山的青山绿水间。

在野外台站中，南方的生态站一
年四季都需要观测。哀牢山生态站位
于哀牢山自然保护区北段的云南省景
东彝族自治县太忠乡徐家坝杜鹃湖
畔，始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科院
院士吴征镒和云南大学教授朱彦丞直
接推动了生态站的建立。

这里远离城市、远离人群，春节期
间在站值班，不能与家人团聚，还是有
一些孤独感。站长刘玉洪告诉《中国科
学报》记者，在生态站，每年春节基本是
逐年轮流值班。

生态站的主要职能是观测和记录。
春节期间，值守岗位的四个人除了一如
既往干好本职工作外，还当起了临时导
游。陆陆续续有来自远方的客人到这里
参观，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蒋
学龙、云南师范大学教授王政昆成了他
们接待的第一批客人。他们专门将版纳
植物园、成都观鸟协会和哀牢山生态站
的宣传册、科普宣传单及展板展示出
来，供大众参观。

山间年夜饭

华南植物园的春节从来不寂寞。
2014 年农历新年，华南植物园举办了第
二届牡丹风情节，规模为近 30 年来花
展之最。

牡丹的自然花期在 4~5 月。华南植
物园此次从洛阳引进牡丹苗，在园内利
用先进的栽培技术，对其进行花期调
控，使其反季节提前开花，让南方市民
不出远门，春节在家门口就能欣赏“百
花之王”的魅力。

“本次牡丹风情节汇集了九大色
系、六大花型，共 80 个品种一万余株，
我们引进了稀有的复色二乔、岛锦及一
株树上开数种花色的什锦牡丹。首次亮
相的神秘绿牡丹新品种‘绿珠’是我国
最新培育的绿色花品种。”华南植物园
园艺中心执行主任蒋厚全告诉《中国科
学报》记者。

牡丹节期间，华南植物园还举办
了“园艺大秀场”“廖博士驿站”“林师
傅讲坛”等系列文化科普活动，首席科
学家及园林园艺资深专家现场讲解世
界植物园发展历史、展示居家园艺技
术、传授家庭养花技术及交流养花经
验。

尽管春节假期期间广州气温忽高
忽低、气候多变，华南植物园还是迎来
了 6 万余游客前来参观。

牡丹开华南

2014 年 1 月 31 日，大年初一中午，
卫星过境，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
研究所三亚卫星数据接收站的工程师
们穿上工作服认真地盯着屏幕，准备接
收数据。

三亚卫星数据接收站的主要任务
是对卫星进行捕获跟踪，接收、解调和
记录卫星遥感数据和辅助数据，并通过
快视系统实时监视判断卫星遥感器及

其传输系统的工作状况，评价图像质
量。目前，该站建有两套 12 米口径天线
数据接收系统，承担了中国环境与灾害
监测卫星、中巴地球资源卫星、资源三
号卫星、实践九号卫星、高分一号卫星
等 十 余 颗 卫 星 的 数 据 接 收 任 务 ，到
2015 年将建成 4 座卫星数据接收天
线。三亚站的建立解决了中国南海和周
边区域长期缺乏遥感卫星数据的状况，

填补了中国民用对地观测数据接收空
白。另外，三亚接收站和研究中心的建
立，可以使中国直接有效地协助东南亚
国家，提高利用空间技术应对自然灾害
的研究。

因为每天都需要接收过境卫星信
号，对他们来说，节假日也是工作日。不
过大年初一这天，他们穿得格外整齐，
接收完信号后，集体合影纪念大家在一

起过的第一个新年。
三亚卫星数据接收站的工作人员

都不是海南本地人。兰启来自北京，何
涛来自贵州，金鸽来自内蒙古，吴凤霞
来自河北……因为北方人居多，大家商
量包饺子庆祝马年春节。

“我们每天都在一起工作、生活，就
像一家人。”虽然远离父母，他们还是感
受到了浓浓的年味。

他们在三亚

老家在东北，单位在北京，工作在
大亚湾。

2014 年春节，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
所研究员李小男终于回到东北，陪老人
过了一个团圆年。已经有两年春节，李
小男是在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工
程（以下简称大亚湾）的现场度过的。

作为大亚湾项目经理，李小男亲历
了这个项目的每一个重要时刻，却也错
过了许多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虽然今
年春节他不在现场，但每天仍需通过网
络与现场进行沟通。

2 月 2 日，大年初三，大亚湾现场电
子学设备出现些微异常的苗头，按照常规
是过了春节七天假期再进行更换，但项目
组通过网络进行反复沟通后，还是决定立
即执行。在成员单位东莞理工学院的帮助
下，该设备第二天就完成了更换。

“在大亚湾整体运行和应急体系比
较完善的前提下，我们春节的留守人员
也在减少，今年春节有两位老师值班。”

李小男说：“除了水、电、空调等通
路系统的运行外包给当地公司，实验室
的设备均由项目组成员各自负责。”

在大亚湾，每年春节的值班人员有两
个特点，一是非大陆人员，二是年龄在 40
到 50 岁。今年春节留守的两位老师分别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和南京大学，值班工作
跟平时没有区别，主要负责数据的获取。

大亚湾是一个国际合作项目，无论是
工作日还是节假日，相关工作人员不管在
不在现场，都要求 24 小时保持手机畅通，
以保证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顺利进行。“虽
然春节的大亚湾现场没有浓浓的年味，但
有科研人员来自四面八方的牵挂。”

心系大亚湾

工程师安卫在国家授时中心已经
工作了快 10 年，今年春节他又一次在
守时运转值班室里度过。

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不仅承
担我国标准时间的产生任务，还承担着
标准时间保持（守时）任务。

今年春节，安卫的工作跟往年没有
什么区别：每隔两小时巡视并检查守时
运转设备，每隔 4 小时采集和记录原子
钟的数据。

巡视一圈设备需要 20～30 分钟，
主要查看设备是否正常运行，及时排除
故障，记录实验室的温度和湿度。“原子
钟需要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下运行，实验
室采用了性能较好的空调，年平均温差
波动在 1.5 摄氏度一内”。

安卫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数据
采集工作最开始就是由人工来记录，虽然
如今计算机就有这项功能，但人工的记录
有助于更清楚掌握数据的变化。”

作为我国标准时间的发播单位，精准
是第一要求。“我们既要对自己负责，更要
向使用我们时间的用户负责。”安卫说。春
节期间，虽然很多单位已经放假，但守时
运转值班人员的工作却丝毫没有懈怠。

几十年来，每年春节守时运转值班
室由 6 名工作人员 24 小时轮流值班，安
卫已经不记得自己有多少个除夕没有
回家团聚，“既然选择这个岗位，就应该
保持一颗平常心”。

时间守护者“过年就是吃点肉，喝点酒。”这是
次仁多杰眼里的春节。

在海拔 4718 米的纳木错湖东南
岸，坐落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所纳木
错多圈层综合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纳
木错站），今年是次仁多杰在这里过的
第八个春节。

2005 年，纳木错站开始筹建，当时
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语言不通，无法
与当地藏民沟通。为此，筹建组向纳木
错乡求助，希望找到一位能听懂汉语，
至少有高中文化的当地人做翻译。

就这样，次仁多杰被选中，最初告
知是：“临时帮几天忙。”岂料这个忙帮
了快 9 年，除了第一年春节回家过年，
他常年留守在纳木错站。

“我的工作是监测纳木错湖的冰情
和冰层厚度，观测并记录院子里的设备
情况。”次仁多杰说，“冰情和冰层厚度
监测 10 天一次，设备观测需要 24 小时
不间断。”

每年夏天的时候，中科院的研究
人员会来到纳木错站做实验，秋天的
时候又会先后离开，次仁多杰却常年
坚守着。

次仁多杰已经记不清楚自己一年
有多少时间不在站里，因为他几乎很少
回家，而他的家距离纳木错站只有一个
半小时车程。

如今，次仁多杰已经是两个儿子的
爸爸，一个 6 岁，一个 3 岁，然而他呆在
纳木错站的时间远超过了家里。“我是
本地人，没有高原反应，留下是应该
的。”次仁多杰已经把纳木错站当成自
己的另一个家。

纳木错的家

①哀牢山生态站的年夜饭
②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工程现场（资料图片）
盂国家授时中心守时运转值班室
④纳木错多圈层综合观测研究站监测现场
⑤雾霾斗士的新“武器”
⑥华南植物园的牡丹
舆三亚站人员向大家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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