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我国将制定打赢蓝天保卫战计划
在产业能源运输三大方面结构调整，基本实现地市督察全覆盖

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记者高敬）
今年， 我国将制定实施打赢蓝天保卫战

三年作战计划， 还要出台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 长三角、 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大

气污染防治实施方案。
在2日至3日在京召开的2018年全国

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 环保部部长李干

杰介绍了这一 情 况 。 他 表 示 ， 到2020
年， 全国未达标城市PM2.5平均浓度要

比2015年降低18%， 地级及以上城市优

良 天 数 比 例 达 到80%。 这 也 是 “十 三

五” 规划提出的约束性指标。
2017年 ， 我 国 圆 满 实 现 “大 气 十

条” 目标。 但我国大气污染依然严重，
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环境空气

质量达标的仅占29%。
记者注意到， 珠三角区域PM2.5平

均浓度已经连续三年达标。 未来三年作

为蓝天保卫战主战场的重点区域为京津

冀及周边、 长三角和汾渭平原等， 珠三

角已不在其范围内。
李干杰提出，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重中之重是打赢蓝天保卫战， 要进一

步明显降低PM2.5浓度， 明显减少重污

染天数， 明显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明显

增强人民的蓝天幸福感。
在产业、 能源、 运输三大结构调整

方面， 今年我国将稳步推进北方地区清

洁取暖 ， 加快淘汰 燃 煤 小 锅 炉 ， 并 开

展煤气发生炉专项整治行动 。 推 动 减

少公路运输 、 提高铁路货运 比 例 ， 整

治柴油货车超标排放 。 继续 推 进 燃 煤

电厂超低排放改造 ， 启 动 钢 铁行业超

低排放改造， 加强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

物治理， 开展 “散乱污” 企业及集群全

面排查整治。
同时， 要进一步完善京津冀、 长三

角、 汾渭平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
稳步推进成渝、 东北、 长江中游城市群

等其他跨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
开展区域应急联动。

李干杰同时表示， 今年要开展第一

轮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情况 “回头看 ”。
针对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关键领域， 组织

开展机动式、 点穴式专项督察。 全面开

展省级环保督察， 基本实现地市督察全

覆盖。

■本报记者 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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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许琦敏） 2 月 2 日上午 ， 中

加美等国古生物学家在北京宣布 ， 他们在一枚距今

约一亿年的白垩纪琥珀中发现了一只如蜂鸟般大小、
几乎完整的小鸟， 该研究成果在 《科学通报 （英文

版）》 在线发表。
此次新发现的标本来自世界著名琥珀产区———缅

甸北部克钦邦胡冈谷地。 据火山灰测定， 此地的琥珀

距今约一亿年， 属于白垩纪晚期的最早期。 该时期生

活在缅甸北部潮湿的热带环境中的动植物， 常常被柏

类或南洋杉类所流下的树脂包裹， 在漫长的地质年代

中形成琥珀， 并一直保存至今。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副教授邢立达告诉记者，

此次发现的琥珀相当大， 珀体长约 7 厘米， 保存其中

的 古 鸟 体 长 约 5 厘 米 ， 这 与 当 今 世 界 上 最 小 的 鸟

类———产于古巴的吸蜜蜂鸟一样大。 珀体中保存的古

鸟十分完整， 暴露的头颈部区域保存着长而密的羽

毛， 代表着这具标本已经出生较长一段时间， 过着独

立的生活， 是目前琥珀中发育程度最高的古鸟。
“很有意思的是， 由于矿工的疏忽或自然风化，

这个标本沿着冠状面剥蚀， 这虽然损失了部分皮肉，
但也因此暴露出了身体内多区域的解剖学细节 ， 为

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中国台北市立大

学教授曾国维告诉记者， “这个薄薄的标本也因此

被昵称为 ‘煎饼鸟’。”
青年古鸟类学家邹晶梅表示， 相比蜥蜴类， 目前

缅甸琥珀中的鸟类包裹物依然极为少见。 “煎饼鸟”
虽然缺失了部分左翅与腿部， 但它仍然是迄今为止

缅甸琥珀中发现的最完整的古鸟标本。 通过 X 射线

三维扫描、 重建古鸟的骨骼构造 ， 我们可以清晰地

观察到 “煎饼鸟” 的头盖骨基部 ， 脊柱 （约五个颈

椎和八个背椎）， 左前肢 （包括肱骨， 桡骨和尺骨），
骨盆区域和股骨。

“煎饼鸟” 标本的耻骨呈 U 形， 中部强烈凹形，
耻骨末端的耻骨脚较短， 这些都属于反鸟类的特征。
反鸟类是白垩纪出现的一类相对原始的鸟类， 也是鸟

类演化的重要分支， 从白垩纪早期便出现了较大的生

态分化和辐射， 它们都有着较强的飞行能力， 拇趾与

其他三趾对握， 适宜树栖， 但最终在晚白垩世末期与

恐龙一道完全绝灭。 目前， 缅甸琥珀发现的古鸟类都

是反鸟类。
研究团队还利用北京同步辐射中心的 X 射线荧

光成像方法获得了 “煎饼鸟” 化石出露断面的微量元素分布图， 主持实验的

黎刚副研究员表示， 他们发现试验区的铁、 钙、 钛、 锌、 砷、 锰等元素的分

布与化石的形态高度吻合。 富含钙和钛元素的区域为骨骼所在， 而在覆盖着

琥珀大部分区域的软组织区域， 铁和锰等元素的浓度最高。 这些信息对我们

了解琥珀包裹物的琥珀化有重要的帮助。
“煎饼鸟” 标本的发现， 表明缅甸琥珀中反鸟类类群在白垩纪中期仍然

存在较大的生态分化和辐射， 这对我们理解古鸟类的演化有着重要作用。

南极中山站度夏科考顺利完成
新华社“雪龙”号 ２ 月 ３ 日电 （记者

白国龙）３ 日， 中国南极中山站 ２２ 名度

夏科考队员乘坐极地固定翼飞机 “雪鹰

６０１”撤离中山站，开始回国之旅。这标志

着中山站完成了度夏科考任务， 转入越

冬科学考察阶段。
据中山站站长崔鹏惠介绍， 此次中

山站度夏科考完成了南极生态环境、高

空大气物理观测、埃默里冰架地形勘探、
地质与地球物理调查、 固定翼飞机航空

调查等科考任务， 其中固定翼飞机进行

了多个架次的达尔克冰川和企鹅岛航测

作业。 这些对中国未来深入开展南极科

学前沿探索意义重大。度夏期间，科考队

员还开展了中山站后勤保障工程和中山

站运行维持等工作。
据 悉 ，这 ２２ 名 度 夏 科 考 队 员 先 由

“雪 鹰 ６０１” 送 到 澳 大 利 亚 戴 维 斯 站 ，
再 搭 乘 美 国 Ｃ１３０ 军 用 运 输 机 到 澳 大

利亚凯西站 ， 之后将换乘洲 际 飞 机 离

开南极飞到澳大利亚后回国 。 度 夏 队

员离开后 ，留在中山站的 １９ 名 越 冬 队

员将在未来一年多时间继续 完 成 越 冬

科考工作 。

丰富中巴科学家海上合作经验
中巴科学家圆满完成首次北印度洋联合考察

新华社“实验 ３”号 ２ 月 ３ 日电 （记

者张建松 岑志连）中国和巴基斯坦首次

北印度洋联合考察 ３ 日圆满结束， 联合

考察队乘坐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实验 ３” 号科考船 ， 从莫克兰海沟返

回巴基斯坦卡拉奇锚地。
在考察期间， 中巴科学家在莫克兰

海沟目标海域昼夜奋战， 首次获得海洋

地质 、 地球物理 、 物理海洋 、 海 洋 化

学、 海洋生物与微生物等第一手考察资

料与样品， 促进了具有特殊科学意义的

莫克兰海域海洋科学研究， 丰富了两国

科学家海上合作经验， 为进一步推动中

巴海洋科技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次联合考察利用先进的科学手段，

首次开展了跨越莫克兰俯冲带的高精度

海底地震实验， 更清晰地揭示了板块内

部结构与地震断层特征； 测量到的高精

度海底地形反映出了莫克兰海底大断层

与滑坡分布， 获取的深海沉积样品， 将

用于识别重大古地震与海啸引起的浊流

沉积事件。
联合考察促进了莫克兰海沟与南海

天 然 气 水 合 物 形 成 机 制 的 对 比 研 究 。
中巴科学家利用采集到的可 能 揭 示 天

然 气 水 合 物 的 “ 似 海 底 反 射 界 面

（ＢＳＲ）”， 以及在海底冷泉处采集到的

可 能 与 甲 烷 渗 漏 有 关 的 贻 贝 等 生 物 、
沉积物与孔隙水样品 ， 将深 入 研 究 莫

克兰海海底与南海海底的水 合 物 产 生

机制的异同。
联合考察还促进了莫克兰海域的生

态环境研究 。 中巴科学家通 过 物 理 海

洋、 海洋生物与海洋地质的综合观测实

验， 获取了反映莫克兰海域上升流、 缺

氧带、 藻华、 浮游生物群落结构以及初

级生产力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对研究莫

克兰海域生态环境脆弱性至关重要。
“实验 ３” 号科考船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从广州起航， 应巴基斯坦国家

海洋研究所邀请， 到达莫克兰海沟开展

中巴首次北印度洋联合考察。 在中科院

前沿科学重点研究计划的支持下， 中巴

首次联合航次由中科院南海 所 牵 头 组

织， 来自国内 １０ 多个科研院所以及巴

基斯坦国家海洋研究所等巴 方 院 所 的

７０ 多名队员参加联合科考。
根据计划， 巴基斯坦考察队员将在

卡拉奇下船。 “实验 ３” 号完成补给后，
将启程返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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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盛“文化年夜饭”装点沪上新春
春艺“盎”然———2018上海春节文艺嘉年华开幕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 在

物质生活日渐丰足的今天， 如何过一

个有新意的新年？ 又一个新春佳节即

将到来之际，上海市文联、上海市群众

艺术馆等多家文化机构敞开大门，为

市民端出了独 具 特 色 的 “文 化 年 夜

饭”，引导人们从过“生活年”转化为过

“文化年”。春节文艺嘉年华、海上年俗

风情展……一个个精彩纷呈的文艺活

动，反映了新时代的文化新气象，也让

市民在共享沪上文化成果中感悟传统

文化的魅力。

“南桃北柳 ”作品首次
在沪联袂亮相

石库门牌楼、大大的福字、火红的

春联……昨天，位于延安西路200号的

文艺会堂装点一新， 处处洋溢着喜庆

的气氛。 上午9点30分，一台热闹的舞

狮表演拉开了春艺“盎”然———2018上

海春节文艺嘉年华的序幕。
这是有关春节的文化、 艺术大集

结。位于一楼展厅的“年画藏品展”，展
出了市美协精挑细选的60余件木版年

画。这些跨越百余年历史的老年画，之
前一直都存放在市美协的库房里，首

次成规模地与市民见面。 值得一提的

是，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创作的本

版年画也出现在了展品中， 为展览增

添了一道亮色。 这也是“南桃北柳”作
品首次在上海联袂亮相。

二楼的“春联百福展”，特邀市楹

联学会梳理出历代春联名作55幅，并

请55位书法名家书写， 观众可以从中

了解春联的诞生及演变过程。 其中，
“三阳始布，四序初开”，是目前所知世

界上最早的春联。 该春联被记载在莫

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书上， 为十

二副在岁日、立春日所写的春联之一。
本次展览上， 市书协首席顾问韩

天衡受邀以特 殊 的 技 法 书 写 了 该 春

联，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欣赏。以上海

108位书法家所写的108个“福”字拼起

来的百福墙， 是本次展览的另一大亮

点。 “108个‘福’字，没有一个是重复

的，中国的书法艺术魅力非凡。 ”现场

不少市民争相在百福墙前合影留念，
把“福”带回家。

而亮相文艺大厅的 “民间工艺精

品展”上，一整面的“吉犬迎春纸艺墙”
也很是夺人眼球。围绕戊戌新春、瑞犬

贺禧的主题，六位纸艺大家用阴阳剪、
衍纸、浮雕、手撕等技法创作了一批活

灵活现的纸艺作品。
除了静态的展示， 还有动态的演

绎。嘉年华举办的九天时间里，文艺大

厅内，每天滚动推出各类文艺表演。而
针对正在放寒假的孩子们， 文艺会堂

二楼每天都会推出一节时长45分钟的

“寒假艺术课堂”， 由非遗艺术家们现

场指导孩子们制作版画、写春联、做手

工艺等。而户外广场上推出的“年货文

创集市” 则网罗了上海及全国的特色

文创产品，比如，上海12位画家绘制的

狗年明信片、狗年生肖印谱、年画系列布

艺套装等，无不心意满满。

新年食俗文化大有讲究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过年期间，上
海人都会烧哪些家常年菜？ 用餐礼仪有

何讲究？ 昨天在上海市群众艺术馆揭幕

的第十二届海上年俗风情展， 用实物加

展板的形式为人们娓娓道来沪上的新年

食俗文化。
据记载， 清代上海人在初一这天，会

到城隍庙、沉香阁等寺庙去拜神。 祭拜结

束后，吃早饭。早饭一般以甜食为主，如糖

年糕、糖圆，以取“年年高”“甜蜜”“团圆”
的好口彩。 若是日去茶馆吃茶，茶倌送上

果品 ，口报吉语 ：如吃瓜子 ，叫 “开口和

合”；吃花生，叫“长生不老”；吃糖茶，叫

“甜甜蜜蜜”；吃熏青豆，叫“亲亲热热”；吃
桂圆，叫“团团圆圆”；吃橄榄茶，叫“元宝

发财”。若去饮食店吃点心：吃春卷，叫“多
赚金条”；吃馒头，叫“发福兴隆”；吃年糕，
叫“年年高”；吃甘蔗，叫“节节高”。

在上海的家常年菜中，有那么几道

菜可谓是家家必备。 首先是熏鱼，寓意

年年有余。 油爆虾也不可缺少，不仅颜

色红润发亮 ，味道咸甜可口 ，虾壳上有

一节一节的轮廓， 代表着节节高升。 同

样，四喜烤麸取谐音“靠夫”，祝愿家中男

生能在新的一年事业有成。 年夜饭中不

能少的一大碗“全家福”，有肉圆、鱼丸、
冬笋、蛋饺……其中蛋饺形似“金元宝”，
家家必备。

酒是年夜饭上不可缺少的， 本次展

览还专辟了一大板块讲述中国的白酒、
黄酒文化， 同时展出了富有年代的生肖

酒、酒招牌、酒具、温酒壶等。不少观众看

完展览后纷纷感叹：“关于迎新春的饮食

文化如此博大精深！ ”

“来了这么多次，这次心情最轻松”
93 岁高龄的孙钧院士心系港珠澳大桥，春节来临前再次登桥考察

站在港珠澳大桥东岛非通航孔桥

的桥面上， 眺望着大屿山与伶仃洋，
已经93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同

济大学土木工程教授孙钧的心情格外

舒坦。 “来了这么多次， 这次心情最

轻松。”
港珠澳大桥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

大桥， 被誉为 “世界桥梁界的珠穆朗

玛峰”。 穿着薄薄的羽绒外套、 拄着

拐杖 ， 沐浴在 祖 国 南 方 温 暖 的 阳 光

下， 孙钧神采奕奕。 没有人能猜到，
这位 “90后” 院士， 过去一年的工作

强度是这样的： 前后出差30多次， 而

今年春节来临前的最后两次出差， 孙

钧都是从上海赶往港珠澳大桥。
最近五六年， 孙钧的心思都扑在

了这座桥上。 过去每次到这里出差，
他都是以专家身份， 为这座大桥施工

建设中遇到的难题把脉、 出谋划策。
而这一次例外， 他参加的是在中山市

举行的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沉管隧道

技术总结交流咨询会。 简单说， 这是

一次技术专家们的 “庆功会”。 眼下，
已经建成的港珠澳大桥， 正式通车在

即。 孙钧饶有兴致地和学界同道们一

起参观大桥， 从主桥、 东人工岛、 沉

管隧道到西人工岛， 他走了个遍。
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是当前世界

上唯一的深埋沉管隧道， 隧道深埋在

外海海底， 它的长度和埋置深度都达

到世界最长 、 最深 的 规 模 。 由 于 这

项 “超级工程 ” 涉 及 很 多 全 新 的 技

术 ， 其蕴含的 巨 大 工 程 难 度 都 是 过

去不曾遇到过 的 ， 为 了 确 保 大 桥 顺

利 完 工 ， 岛 隧 项 目 设 计 施 工 总 承

包———中 国 交 通 建 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岛 隧 项 目 部 ， 委托同济大 学 承 担 其

设计文件的复核和审查工作， 并完成

关键技术的科研攻关任务。
谈及工程图复核一事， 孙钧的学

生、 陪在一旁的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

院教授徐伟打开了话匣子。
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的沉管隧道

结构， 采用33节180米长的管节进行

海底铺设 ， 而 巨 大 沉 管 的 深 水 安 装

是一项工程难 题 。 掌 握 这 项 技 术 的

一家外国著名 隧 道 沉 管 公 司 ， 最 初

曾向中国交建 岛 隧 项 目 部 开 出 高 达

15亿 元 人 民 币 的 咨询费 ， 承诺 将 派

出20多人的专家团队提供技术咨询。
后来， 中国交建岛遂项目部抱着试试

看的想法 ， 找 到 同 济 大 学 和 振 华 港

机， 希望通过合作和集成创新， 以较低

成本完成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 闻讯的

外国公司放出狠话 ： “如果一 旦 不 成

功， 再找我们可就不是这个价钱了。”
关键时刻， 徐伟团队承接下这一科

研任务， 孙钧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叶可明

共同承担这一科研项目的指导工作。
对于深埋的海底隧道， 沉管管节之

间的连接， 以及管节中节段之间的连接

设计， 是关键的技术问题。 对此， 国外

的咨询单位在没有工程先例参考资料的

情况下， 建议采用柔性连接。 但是， 港

珠澳隧道深埋区段上部的覆土荷载大，
河床远期面临航道疏浚加深的 规 划 方

案。 这些工程条件会对采用柔性连接的

沉管结构产生怎样的结构影响， 具有很

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交建岛隧项目部在开始沉管安

装施工后， 提出了沉管结构连接方式改

进的科研任务。 围绕这一点， 徐伟教授

团队对改进节点的设计展开了系统的科

研工作 。 团队经过模拟及 计 算 ， 对 调

整后沉管结构在使用荷载和地 震 荷 载

作用下的应力状况展开分析 ， 得 出 了

沉 管 结 构 连 接 方 式 改 进 “不 仅 可 行 ，
而且必要 ” 这一研究结论 ， 并 在 项 目

建设单位的决策论证会上对外 国 公 司

的意见做了逐条的解释 ， 起到 了 很 好

的技术支撑作用。
让徐伟非常感慨的是， 导师孙钧虽

已至耄耋之年， 但过去几年， 他频繁地

往来于上海和珠海， 奔走于工地和会议

室， 前前后后参加各类技术风险评估会、
咨询会达三四十次。 “每次提技术方案，
他都知无不言， 剖析问题更是丝丝入扣，
条理分明。”

事实上， 在成为交通部指定的技术

顾问、 为港珠澳大桥 “专业护航” 前，
孙钧曾参与过很多 “超级工程”， 其中包

括青藏公路、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 南水

北调、 洋山深水港、 长江隧桥等。 “我
这一辈子， 经手的大项目大概就是这些。
不是我有什么能耐， 大概是我资格比较

老吧。” 接受采访时， 孙钧如是说， 然后

哈哈大笑起来。
在孙钧的工作议程上， 农历鸡年的

最后一个学术会议， 是关于港珠澳大桥

桥梁美学的。 港珠澳大桥， 跨海段长度

22.9公里， 海底隧道长达5.9公里， 还有

两个10万平方米的人工岛。 “这两个人

工岛如何规划， 人工岛的景色如何与海

景协调， 吸引更多香港同胞到这里来旅

游， 全桥景色怎么设计更好， 这些都是

桥梁美学关注的问题。” 孙钧说。

活泼热烈的三林舞狮拉开文艺嘉年华的序幕。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孙钧院士 （左一） 在港珠澳大桥上参观。 武毅翔摄

“煎饼鸟” 标本与微 CT 图像对比。 （邢立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