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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

谷爱凌、张可欣、李方慧
晋级女子U型场地技巧决赛

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 U 型

场地技巧资格赛17日战罢，中国队选手

谷爱凌排名第一轻松晋级，张可欣和李

方慧分别排名第五和第七也都顺利闯

入决赛。

本赛季的国际雪联世界杯分站赛

上，谷爱凌在 U 型场地技巧项目上表现

强势，包揽全部四站冠军，并在运动生涯

中首次捧起象征赛季总冠军的水晶球。

根据冬奥会比赛规则，资格赛两轮

过后，成绩最好的12名运动员将晋级决

赛 。 比 赛 中 ，谷 爱 凌 第 一 滑 就 斩 获

93.75 分，资格赛首轮过后排名第一。

第二滑，谷爱凌进一步提升了动作质

量，将分数提升至 95.50 分，从而以排名

第一的成绩轻松晋级决赛。

张可欣和李方慧在比赛中表现也

十分出色，同样顺利晋级。其中，张可

欣在第一滑得到 77.50 分排名第十的

情况下，第二滑拿到 86.50 的高分，最

终排名第五。李方慧虽然第二滑出现

失误，但同样凭借第一滑 84.75 分的表

现最终排名第七。另一位中国选手吴

梦在第一滑失误的情况下，第二滑拿

到 67.75 分 ，最 终 排 名 第 16，无 缘 决

赛。

女子 U 型场地技巧决赛将于 18 日

上午进行。

考古发现

1.6亿年前的鲲鹏翼龙
爱吃古鳕鱼

无法消化的食物，会在消化道里积

存成小团后被吐出来，科学家最近发

现，1.6亿年前翱翔天空的鲲鹏翼龙具有

这样的习性。这是在翼龙中首次发现

证实食团的存在。依据食团中的食物

残留，科学家推测鲲鹏翼龙在不同年龄

阶段都主要以一种古鳕鱼为食。

主导此项研究的中科院古脊椎动

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蒋顺兴介

绍，鲲鹏翼龙是一种介于两大类翼龙演

化过渡阶段的类型，成年个体翼展约在

0.7 米至 0.8 米。此次研究的标本采自

辽西，为一件成年标本和一件幼年标

本，两者体型相差约一倍。两个食团就

在翼龙骨骼化石附近被发现，大小也与

翼龙体型相匹配：大的呈梭形，青橄榄

大小；小的呈近圆形，只有指甲盖大小。

科学家如何确定此次发现的是食

团，而非翼龙的粪便？蒋顺兴解释，此

次发现的大食团，宽度大于鲲鹏翼龙腰

带（相当于人类的盆骨）宽度，不可能以

粪便形式排出体外。此外，食团中的食

物残留主要是相对完整的鱼类硬鳞，与

翼龙粪便中发现的数量极多的破碎细

小结构完全不同。

为了解鲲鹏翼龙究竟爱吃什么，研

究者将两件食团中的鳞片，与化石所处

地层同一层位中仅有的一种古鳕鱼的

鳞片进行了比较。发现小食团中的鳞

片与这种古鳕鱼相应位置鳞片的大小

形状都十分相似，而大食团中的鳞片则

大了约 3 倍，推测其来自一条远大于常

见大小的古鳕鱼。此次研究证明，鲲鹏

翼龙从幼年到成年，食性并未随着个体

发育而发生改变。

本版报道均据新华社

经济经济

这种新型智能材料
不仅能自愈合还能变色

新买的包包可以变换颜色，不小心

刮破的衣服能像皮肤一样愈合，车漆剐

蹭后浇点水就崭新如初⋯⋯这些科幻

电影般的场景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成

为现实。日前，天津大学封伟教授团队

成功研发新型智能材料。这种新材料

很“聪明”，不仅能变色，还有形状记忆

和自愈合功能。

封伟教授团队受自然界变色龙智能

变色机制启发，将动态共价硼酸酯键引

入主链型胆甾相液晶弹性体中，同时利

用热激发动态B-O键交换特性，实现了

变色薄膜的任意颜色和三维形状可控编

程，并且其形状和颜色能够通过改变温

度实现可逆调控，成功研发新型智能材

料——“智能变色液晶高分子薄膜”。

这种新材料厚度只有 200 微米，兼

具力致变色、形状可编程和优异的室温

自修复能力：在被拉伸时可以发生颜色

变化；被切断后在断口处加几滴水，一段

时间后材料就能重新愈合，从而具有更

长的使用寿命。该材料还拥有“记忆编

程”特性，可以被拉伸成任意二维或三维

形状并保持不变，当材料加热到相变温

度以上后，又能恢复到最初的形状。

记者从 17 日召开的浙江省政府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首月，浙江

全省共签发优惠原产地证书 5190

份，货值超 2.4 亿美元，关税减让超

1300万元。

浙江省自贸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以来，浙江落地国际高标准经贸

规则取得实效。RCEP 生效首周，自

贸试验区所在地市均成功申领RCEP

项下原产地证书，其中，义乌率先发布

行动纲要打造RCEP高水平开放合作

示范区。

浙江省自贸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还将通过健全省市 RCEP 联

动工作机制，举办 RCEP 专场活动，

组织开展企业专题培训、一对一走访

服务企业等一系列工作举措，推进自

贸试验区及全省企业进一步共享

RCEP落地红利。

RCEP生效首月
浙江减让关税超1300万元

2021年，我国有色金属生产保持

平稳增长，十种常用有色金属产量为

6454.3 万吨，规模以上有色金属企业

实现利润3644.8亿元创历史新高，固

定资产投资恢复正增长，国际竞争力

持续提升，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

据介绍，2021年我国十种常用有

色金属产量为6454.3万吨，比上年增

长5.4%。其中，精炼铜产量1048.7万

吨，增长7.4%；原铝产量3850.3万吨，

增长4.8%。

在价格上涨的带动下，2021 年

我国规模以上有色金属企业实现利

润创历史新高，9031 家规模以上有

色金属企业（包括独立黄金企业）实

现利润总额3644.8亿元，比上年增长

101.9%。

此外，2021 年有色金属工业固

定资产投资实现正增长，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总额比上年增长 4.1%。其

中，矿山采选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比

上年增长 1.9%，冶炼和压延加工完

成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额 比 上 年 增 长

4.6%。

据介绍，2021 年我国有色金属

进出口贸易总额（含黄金贸易额）达

2616.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7.8%。

“根据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结

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编制的‘三

位一体’景气指数报告，在不出现‘黑

天鹅’事件的前提下，初步判断 2022

年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增速总体将呈

‘前低后稳’的态势。”中国有色金属

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贾明星认

为，2022 年有色金属生产总体将保

持平稳，全年增幅有望保持在 3%左

右，预计主要有色金属价格总体将呈

高位震荡的格局。

2021年我国十种
常用有色金属产量6454.3万吨

近年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利用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发展

光伏产业，通过引入大型企业在荒山荒坡建设光伏电站。目前，全县已建成

4座集中式光伏电站和108座分布式并网光伏电站，实现产值超16亿元。

发展光伏产业“荒山”变“金山”

科普科普

“西藏拉萨平均海拔 3650 米，春

夏绿树成荫、鸟语花香；青海省茫崖

市平均海拔 3000 米，常年植被稀疏，

含氧量更低。”近日，第二次青藏高原

综合科学考察队成员、青海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马永贵说。

“海拔不是影响高原缺氧的唯一

因素。”我国自然地理学专家、青海师

范大学校长史培军对记者说。史培

军教授的科研团队在第二次青藏高

原科考中发现，海拔高度对于高原缺

氧的贡献率只占 39.58%，大气温度、

植被覆盖度、土壤、纬度等多重因素

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区海拔超过

4000 米。研究表明，在海拔高度、大

气温度、植被覆盖度、土壤等共同作

用下，青藏高原近地表氧含量呈明显

差异，东部高于西部，南部高于北部；

森林高于草原，草原高于荒漠；夏季

高于冬季，暖季高于冷季；中午高于

清晨。氧含量总体呈现自东南向西

北递减的规律。

“对于区域内人口与经济系统来

说，缺氧是极其重要的致灾因子之

一。”史培军说，当海拔高于 2700 米

时，人体心血管系统和中央神经系统

已受到缺氧影响，严重时会引发脑水

肿、肺水肿等危险。

在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中，科研

团队围绕“缺氧环境及其健康效应”

课题，耗时 5 年，行程 3 万多公里，在

青藏高原范围内的西藏、青海、云南、

四川、甘肃、新疆等6省区共179个县

域行政单元，对 591 个样点的近地表

氧含量、气温、海拔、植被覆盖度等开

展野外测量和实地考察。

“长期以来，国内甚至国际学术

界普遍认为，海拔高度是决定高原缺

氧的唯一因素。这项研究改变了过

去的认识。”研究团队成员、北京师范

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博士生陈彦强说。

海拔越高越缺氧？专家这么说

记者 17 日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

委、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

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同意在京津

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

古、贵州、甘肃、宁夏启动建设国家算力

枢纽节点，并规划了张家口集群等10个

国家数据中心集群。至此，全国一体化

大数据中心体系完成总体布局设计，

“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全面启动。

按照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

布局，8 个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将作为我

国算力网络的骨干连接点，发展数据中

心集群，开展数据中心与网络、云计算、

大数据之间的协同建设，并作为国家

“东数西算”工程的战略支点，推动算力

资源有序向西转移，促进解决东西部算

力供需失衡问题。

“‘东数西算’中的‘数’，指的是数

据，‘算’指的是算力，即对数据的处理

能力。”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副司

长孙伟介绍说，我国西部地区资源充

裕，特别是可再生能源丰富，具备发展

数据中心、承接东部算力需求的潜力。

“要像‘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一样，充

分发挥我国体制机制优势，从全国角度

一体化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资源

使用效率。”他说。

算力，如同农业时代的水利、工业

时代的电力，已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

心生产力，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设施。实施“东数西算”工程，推动数据

中心合理布局、供需平衡、绿色集约和

互联互通，将提升国家整体算力水平、

促进绿色发展、扩大有效投资、推动区

域协调发展。

据了解，国家层面将推动各枢纽节

点尽快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推进机制，强

化数据中心绿色发展要求，推动更多数

据中心向可再生能源更丰富的西部转

移。同时，加强网络、电力、用能等方面

的政策支持力度，围绕枢纽节点布局新

型互联网交换中心、物联网骨干直连点

等网络设施，推动各枢纽节点制定切实

有效的建设方案和配套措施。

“东数西算”工程
全面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