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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新疆天山冰川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最
新公布的研究成果表明，未来无论哪种气候情景、降水量是
否增加，西北干旱区面积小于0.5平方公里的冰川在21世纪
中叶会因为消融而消亡，而到21世纪末，面积小于2.0平方公
里的冰川也会消亡，面积小于10平方公里的冰川剩余冰量可
能低于30%。

记者4日从中国科学院新疆天山冰川国家野外科学观测
研究站获悉，在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等项目支持下，科
研人员启动西北干旱区冰川资源及其变化的研究，目前他们
已查明西北干旱区冰雪过去近50年来的变化，预估了未来冰
川及其融水径流变化。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西北干旱区新疆境内的冰川总面
积缩小11.7%，不同区域的缩减比率为8.8%至34.2%。”中国
科学院新疆天山冰川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王飞腾
说，冰川加速消融的潜在影响体现在对河川径流的贡献和调
节作用、对气候的反馈作用的影响、对景观和旅游资源的影
响等方面。

科研人员还通过研究发现，冰川加速消融变化首先使得
径流增加，在一些大冰川作用地区形成冰川灾害，随后由于
冰川面积的减少而出现冰川融水径流“拐点”。“冰川覆盖率
低、以小冰川为主的流域，其冰川融水径流‘拐点’已经出
现。”王飞腾补充说。 (新华社记者 张晓龙)

科研人员发现西北干旱区
冰川加速消融

美国研究人员日前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的一项研
究结果发现，鼻等上呼吸道器官是免疫细胞对入侵病原体
进行记忆的关键“训练场”，这些记忆使免疫细胞能够抵御
未来类似微生物的攻击。研究结果对上呼吸道等黏膜疫苗
的研发具有重要意义。

为更好了解上呼吸道中的免疫细胞如何与病原体相互
作用，美国拉霍亚免疫学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每月对
约30名健康成年人进行鼻咽拭子取样，持续一年多，以观
察他们的免疫细胞群随时间的变化。他们在这些样本中发
现了大量免疫细胞，包括存在免疫记忆的细胞。

在鼻腔最后端的免疫器官腺样体中，有一个生发中
心。生发中心是在机体遭遇抗原刺激发生免疫反应时形成
的短暂存在的组织结构，在免疫组织中充当“训练营”的
角色，是免疫细胞学习制造有效抗体的场所。

通常认为，只有在急性感染或免疫期，腺样体的生发
中心才会活跃。但研究人员此次发现，即使参与者没有报
告感到不适，腺样体的生发中心也会活跃，且所有年龄段
参与者腺样体的生发中心都是活跃的，颠覆了过去对成年
后腺样体会萎缩失活的认知。

这一发现也对后续研究提出了挑战，即如果免疫系统
在上呼吸道持续活跃，预先存在的抗体可能会限制鼻内疫
苗的保护作用。 （新华社记者 孔梓萱）

新研究发现上呼吸道
是人体免疫防御的关键

8月4日，小朋友在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一水上乐园亲水消暑。盛夏时节，人们戏水休闲，享受清凉。
（新华社记者 刘欣荣 摄）

一宿秋风未觉凉，数声宫漏日犹长。
8 月 7 日，农历七月初四，时至立秋。“立”有“开端”之

意。民俗有云“立秋十天遍地黄”，在满眼葱茏蓊郁的绿意
中，秋天的成熟与萧瑟也将一点点铺陈开来。

秋，作为中国古代诗词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母题，具有独
特的内涵及意义。

立秋诗词里有“月光”。宋朝大诗人苏轼在灵隐寺夜
宿，看银白色的月光倾泻入室，床边似堆满了雪霜，便作诗
云：“百重堆案掣身闲，一叶秋声对榻眠。床下雪霜侵户月，
枕中琴筑落阶泉。崎岖世味尝应遍，寂寞山栖老渐便。惟
有悯农心尚在，起瞻云汉更茫然。”

立秋诗词里有“西风”。风无形，遇到万物便有了形
状。古代诗人笔下的“风”各不相同，可以是李白笔下的“扶
摇”，也可以是白居易笔下的“清飚”。在季节上，春夏秋冬，
风也不相同：诗中写南风多是夏天，写西风多是秋天。

宋代秦观曾作《渔家傲·七夕立秋》，他在湖边倚栏闲
望，看着眼前的秋色，在飒飒西风里追忆过去。这位曾经写
下“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般真挚爱情的才子，
又到七夕，内心却只剩下万事成空的深深惆怅。词曰：“七
夕湖头闲眺望。风烟做出秋模样。不见云屏月帐。天滉
漾。龙軿暗渡银河浪。二十年前今日况。玄蟾乌鹊高楼
上。回首西风犹未忘。追得丧。人间万事成惆怅。”

无论是月光如雪霜，还是西风露清绝，很多写秋的诗
词，字里行间流淌着的都是秋意的新凉，读来总觉得有些落
寞。然而，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秋词》却“反其道而行之”，
独辟蹊径，热情讴歌了秋天的美好。他写道：“自古逢秋悲
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
霄。”短短四句诗，一改悲秋的底色，字里行间流淌着激越向
上的诗情。值得一提的是，这首诗是其在被贬朗州后所
写。诗人诗情旷远，博大的胸襟抱负尽显，耐人吟咏。

“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虽然立秋还不能
全解暑意，但万物正在酝酿丰收。与盛夏告别，那一场酝酿
已久的成熟、一份春华秋实的沉淀，都将如期而至。

立秋：一宿秋风未觉凉
新华社记者 杨金志 郭慕清

临床中，当患者出现烧创伤、皮肤压疮、口腔黏膜损伤
等情况需要治疗时，常面临着自体皮肤移植材料不足、修复
材料不可降解造成过敏等困扰。来自湖北武汉的科研团队研
发了一种“重建全层皮肤功能的生物复合材料”，外观形似
创可贴，可通过促进创面愈合，尽可能恢复皮肤功能、减少
疤痕。材料用后也可降解。

这一研究项目由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和武汉理工大学材料
复合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医工交叉团队共同完成，近日获
2023年度湖北省技术发明一等奖。相关研究成果已在国际
期刊《国际生物大分子杂志》发表，并获国家发明专利。

据武汉理工大学首席教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特聘教授
王欣宇介绍，使用丝素、海藻酸钠等天然高分子材料制成的

“创可贴”用于患者伤口处，通过微纳米“梯度结构”带着
皮肤生长细胞“爬”到各皮层，促进全层皮肤修复再生，生
长出不同于人工皮、有正常触觉和痛觉等功能的“类原生
皮”。完成使命后，“创可贴”降解，以氨基酸、二氧化碳和
水等代谢物形式被人体吸收或排出体外。

“材料不仅可降解，降解速率还可控。”武汉大学中南
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程波说，团队通过有机-无机材料复合
技术，创建了微纳米结构全层皮肤支架，会根据体内环境变
化控制降解速率，防止过早、过快降解，影响治疗效果。同
时在保证愈合前提下，尽可能恢复皮肤功能。微纳米结构支
架的可降解性和“梯度结构”可促进血管成熟、胶原结构重
建和皮肤附属器再生。在此过程中，“创可贴”还可根据伤
口恢复需求加入特定“成分”。如想恢复毛囊、神经感觉功
能可装载干细胞，想抑菌抗炎则可加入益生菌。

专家称，这一成果适用于口腔颌面部皮肤、黏膜缺损修
复，烧伤、创伤皮肤缺损修复，糖尿病难愈性创面修复，压
疮皮肤组织缺损修复等，有助于加速伤口愈合。

（新华社记者 闫睿）

我国研制出可降解材料
助伤口长出“类原生皮”

4日晚，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成都揭
晓，获奖影片《志愿军：雄兵出击》《长安三万
里》等，用不同题材的精彩故事，反映人民心
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奋进力
量。

这些影片为何能脱颖而出？它们讲述了
怎样的故事？集中反映了我国电影创作的哪
些亮点？

——凝聚奋进力量
当晚，影片《志愿军：雄兵出击》摘得本届

百花奖最佳影片奖桂冠。
从内容上看，影片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入

朝作战的故事，再现了那段可歌可泣的峥嵘岁
月，致敬志愿军战士和抗美援朝精神。

记者了解到，在创作过程中，主创团队在
翻阅大量史料进行参考的同时，邀请了多位相
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作为顾问，对情
节和细节进行把控，确保影片的故事发展与历
史相吻合。此外，影片宏大的战争场面、生动
的人物塑造，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近年
来，从《长津湖》《金刚川》，到“我和我的”系列、

《志愿军：雄兵出击》，电影创作者创新主旋律
题材影片的讲述方式，更好传承红色基因，在
越来越多的观众中凝聚起团结奋进的精神力
量。

——反映人民心声

本届百花奖获奖作品中，《第二十条》《年
会不能停！》《人生大事》均为讴歌时代主题、反
映人民心声的佳作。

其中，《第二十条》讲述了以韩明、吕玲玲
等为代表的检察官与普通人共同捍卫社会公
平正义的故事；《年会不能停！》采用荒诞现实
主义的创作手法，讲述大家熟知的职场故事；

《人生大事》则用富有温情的故事表达，讲述普
通人的成长，展现日常生活的感动。

从这几部获奖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
段时间以来，电影创作者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
手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更加关注寻常巷陌
的人间烟火和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这些影片
聚焦现实题材，呼应观众对于电影作品的期
待，上映期间就已经取得了亮眼的票房成绩，
在今年的百花奖颁奖典礼上也再度获得了观
众的肯定。

——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动画电影 《长安三万里》 获优秀影片
奖，《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则收获了最佳
男配角奖和最佳新人奖两项荣誉。这两部影
片都展现了电影创作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长安三万里》以唐代历史为背景，从
诗人高适的视角出发，刻画了李白、杜甫、
王维、王昌龄等著名诗人形象，展现他们的
豪情壮志和对人生理想的不懈追求，一个生
动诗意的大唐犹在眼前。

影片集中体现了近几年中国动画电影在
本土化、原创化，尤其是审美意识、美学品
格上的显著进步，再一次点燃了观众赓续中
华文脉的热情，展现了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和
民族自豪感。

《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通过对神话
故事的改编，将中国古代文学、礼仪、舞
蹈、音乐、商周青铜器纹饰等传统文化元素
融入故事情节，反映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家
国情怀。

该片导演乌尔善在此前的百花开幕论坛
上说：“我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
歌颂者，用电影语言讲述中国故事，在大银
幕展示中华美学，让沉淀在我们中华民族基
因当中的文化自信重新活跃起来，让年轻观
众以国潮为美，让世界看到我们中华之美。”

蓉城百花开：聚焦第37届百花奖获奖作品
新华社记者 王鹏 童芳

戏水享清凉

延长开放时间、取消预约要求、取消“周
一闭馆”……今年暑期，全国各地博物馆纷
纷推出新的开放政策，适应旺盛的参观需
求。与此同时，一些博物馆还在互动观展、
教育活动上下功夫，为观众提供更好体验。

国家文物局7月初发布通知，要求做好
2024 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更大限
度满足公众参观需求，通过多种方式提高观
众参观博物馆便利化水平。暑期近半，博物
馆服务“上新”，观众感受如何？如何让参观
博物馆的便利性更贴合需求、更可持续？

暑期参观更为便利
近期，不少博物馆宣布延时开放，进入

“超长待机”模式。
陈先生一家三口利用孩子暑假到北京

旅游，提前一周就预约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
参观门票。“我们约到的是下午票，赶上国博
延时闭馆，时间上更充裕了。孩子能多看看

‘课本上的文物’，别提有多开心了。”陈先生
说。

根据国博近期发布的公告，今年7月11
日至8月31日，每周二至周日延时闭馆，开
放时间为 9:00 至 17:30。陕西历史博物
馆、湖南博物院等场馆暑期也推出了延时参
观服务。

也有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全面
开放。北京地区的北京天文馆、孔庙和国子
监博物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则将闭馆
日期由周一调整为周二，“错峰闭馆”分散客
流量，缓解参观压力。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不仅没有周一
闭馆的限制，7月、8月每日开馆时间还调整
为8:30至20:00，延时票在参观日当天17:
00放出。博物馆副馆长董静表示，白天的
门票确实“预约火爆”，很多没有约上的观众
买到夜间票，参观到晚上8点，时间也充足。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大多数热门博

物馆仍保留预约进馆政策，不少中小博物馆
则根据实际情况取消预约要求，一定程度上
减轻了热门场馆的客流压力。

位于江苏的淮安市博物馆自 7 月 2 日
起取消参观预约，实行参观人数动态管理。

“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1月至7月，当地居
民和外地游客人数都有显著增加，外地游客
的增幅更高一些。”淮安市博物馆馆长陈永
贤说。

配合开放服务的相关举措也及时跟上。
“进入暑期，故宫博物院日均接处医疗

救助数十起，涉及中暑、外伤等。”故宫博物
院行政处副处长徐勇介绍，院内开放区域几
十个点位都配有急救包，内含创可贴、藿香
正气水等常规应急药品，如遇观众有相关需
求工作人员将及时提供相应帮助。

山东游客李女士和朋友暑假来到北京
大运河博物馆。“虽然人比较多，但排队入
场、安检很快，沿途参观还有很多引导员、志
愿者为我们解答疑问、提供帮助。”她说，博
物馆的防暑降温措施和志愿服务让她们能
够更专注地参观。

展览出新、体验上新、功能更新
为何越来越多观众走进博物馆？
一个个“重量级”展览在暑期推出，展示

国家宝藏、世界宝藏。
从尼罗河畔到黄浦江畔，中埃联合考古

队在萨卡拉的最新考古发掘成果，直接从考
古遗址运到上海博物馆“金字塔之巅：古埃
及文明大展”展出。伴随展览，上海博物馆
还定期推出共10场博物馆奇“喵”夜活动，
邀请观众携宠物猫一同观展，全数门票一小
时就售罄。

“探秘古蜀文明——三星堆与金沙”展
正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展出。该展自开放
以来，仅工作日客流就高达1.6万人次。“展
览开幕第一天我就去看了，作为一名成都

人，看到这个展览，真的很自豪！”在北京上
大学的成都人小江兴奋地说，假期回到家
乡，她又前往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再次参
观，加深印象。

一项项新体验吸引观众参与、互动，使
人们收获具体而立体的认知。

“我们在充分挖掘金沙文化的基础上，
结合展览内容设计了‘我在金沙修文物’‘我
在金沙学考古’等一系列特色活动，学生们
的体验感非常好。”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宣
传交流部的工作人员介绍，在博物馆，观众
们可以直接走进考古现场，亲眼见到距今
3000多年的文化遗存，让古蜀文明与人们
产生更紧密的联结。

博物馆，正日益成为集展览、教育、公共
服务等为一体的文化综合体，满足分众化的
参观需求。

位于江苏苏州的吴文化博物馆2020年
6 月建成开馆，已成为小有名气的“宝藏
博物馆”。吴文化博物馆事业发展部主任李
爽介绍，博物馆会围绕展览举办主题讲
座，还不定期举办古典音乐会、观摩舞
蹈、看戏剧社排戏等活动，“在这里，你不
仅可以感受到历史的精彩，更可以参与表
达这份精彩”。

李爽说，来馆观众中随机旅游者较少，
有针对性的、专业的观众比较多。“有不少观
众从外地专门为博物馆本身或展览而来，并
非旅行中的顺路。这类观众看展也很专业，
会给博物馆提出建设性意见。”

仍需进一步平衡供需
面对暑期观众的热情，大部分博物馆已

有预案。但也有观众和业内人士反映，近年
“文博热”的步子迈得大，文博资源与观众需
求之间仍存不平衡。

有业内人士表示，博物馆通常利用闭馆
时间，对展出文物进行健康检测与修复、展

厅设备保养与改造等一系列工作，闭馆时间
减少会对这些工作造成影响。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教
授熊海峰表示，博物馆延时开放的时间长短
通常是对文物安全、观众需求、运营成本等
多种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调整开放服务
要视馆藏文物和工作人员的承载能力合理
选择，不能盲目跟风。

淮安市博物馆试行每日延时开放一段
时间后，根据观众到访情况，调整为每周六、
日延时开放至晚八点。“根据文物保护需求，
书画馆等不在延时开放序列。”陈永贤说。

不少观众反映，“博物馆热”带来更多参
观讲解需求，而电商平台、社交媒体上售卖
推荐的非官方讲解鱼龙混杂，价格从几百元
到上千元不等，而且提供服务的第三方机构
可能随意更改讲解团人数、服务时长，讲解
的专业性也难以保证。

一些博物馆针对非官方讲解已作出规
范，引导其遵守讲解秩序。还有博物馆增加
了官方讲解场次，尽可能服务更多观众。

例如，安徽博物院作为率先全面取消预
约的省级博物馆，每日免费讲解由4批次增
至6批次，并新上线一批语音导览器；广东
省博物馆的志愿者讲解员在不同展厅每小
时都有讲解，收获众多好评。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博物馆参观“冷热
不均”现象仍存在。与过去相比，中小博物
馆关注度提高了，但横向比较，热门大馆仍
是“扎堆参观”“一票难求”，形成较明显反
差，需要全社会有意识地引导参观者的参观
选择、审美等。

“博物馆是一个城市和地区的文化灯
塔。服务趋势应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熊海
峰建议，“工作重心逐步从‘物’（藏品）转向

‘人’（观众），推动智能化管理和可持续化发
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延长开放时间、取消预约要求、取消“周一闭馆”……今年暑期，全国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新的开放政策，适应旺盛的参观需求。与此同时，一些博物

馆还在互动观展、教育活动上下功夫，为观众提供更好体验。

博物馆暑期服务，如何“出新”更“走心”
新华社记者 杨湛菲 邱冰清 康锦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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