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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10月28日电（记
者周润健）近期，每天夜晚，很多人
都会被一颗悬挂在东方低空的亮星
所吸引。这颗亮星就是木星。天文
科普专家表示，今年12月8日将迎
来木星冲日表演，因此最近一段时
间都是观测它的好时机。

作为距离太阳第五近的行星，木
星是太阳系中个头最大、也是质量最
大的行星，素有“巨人行星”之称。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
文学会理事杨婧介绍，木星是夜空
中仅次于月球和金星，第三明亮的
天体。最近一段时间，木星已成为
夜空中不容忽视的存在。其亮度从
9 月的－2.4 等逐渐增加到 10 月
的－2.5等，11月将会达到－2.7等

左右，一个月比一个月明亮。
木星最亮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冲日时！“这是木星距离地球最近的
时候，也是最亮的时候，是观测它的
绝佳时机。”杨婧说。

木星两次冲日所经历的时间间隔，
即“会合周期”约为399天，也就是差不
多每隔13个多月就会有一次冲日。今
年的木星冲日发生在12月8日。

随着木星冲日即将到来，观测
木星也渐入佳境。杨婧表示，木星
可以用肉眼直接观测。只要木星升
起到一定的地平高度，任意时段均
可以看到。以北京地区为例，眼下，
每天20点以后，木星便会从东方的
地平线上升起，升起时间逐日提前，
且整夜可见。虽然金星也会在日落

后出现在西方低空，但它很快会落
入地平线以下，因此，在金星落下
后，木星就会成为夜空中第二亮的
天体；如果赶上无月夜，木星将成为
夜空中最亮的天体。

除了像土星一样，拥有一个光
环外，木星还拥有众多的卫星，其
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四颗伽利
略卫星，这是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
略在1610年首次观测到的。

“由于这些卫星公转周期差别很
大，从地球上看起来，它们在木星两
侧排列的队形总在变化着。所以，通
过合适的天文望远镜观测时，不仅可
以看到木星表面色彩斑斓的条纹和
漂亮的大红斑，还可以看到四颗伽利
略卫星的位置变化。”杨婧说。

越来越亮，观测木星迎来好时机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记者
严赋憬）我国数据标准化工作迎来重要
消息。28日，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在北京成立，主要负责数据资源、
数据技术、数据流通、智慧城市、数字化
转型等基础通用标准，支撑数据流通利
用的数据基础设施标准，以及保障数据
流通利用的安全标准等领域国家标准
制修订工作。

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
大会暨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当日在北
京举行。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在会

上说，建设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
离不开数据标准，通过技术专利化、专
利标准化、标准产业化，有助于打通数
据市场需求、生产、消费、价值实现，充
分发挥数据要素乘数赋能作用。在数
据资源高效流通利用方面，通过标准
化，可有效规范数据格式，改善数据质
量，优化数据资源供给，降低数据开发
成本。

“此外，数据标准有利于推进数据
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同时可为数据基
础设施建设提供统一遵循，推动区块

链、隐私保护计算、数据空间、数场等各
类设施，按照统一目录标识、统一身份
认证、统一接口要求建设，实现区域、行
业数据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协调发展。”
刘烈宏说。

数据标准化工作涉及面广、开创
性强，为扎实开展数据标准建设，国家
数据局将从政策、资金、人员等方面加
大对标准工作的支持力度，不断推进
数据标准化工作在理念、思路、方法、
手段等方面的创新，构建市场驱动、政
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开放融

合的数据标准化工作格局，同时加大
对重点标准的支持力度，缩短标准研
制周期，加快急需、急用标准研究和
制定。

据介绍，全国数标委秘书处由中
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承担，由国
家数据局负责日常管理和业务指导。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数标委章
程、秘书处工作细则、标准制修订工作
程序等制度文件，以及全国数标委
2024至2025年工作要点、下设工作组
组成方案。

我国数据标准化迎来技术“大本营”

新华社广州10月28日电（记者王浩
明）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市场开发计划发布
暨启动仪式28日在广州市举行，发布赞助、
特许经营和票务等市场开发三大计划。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赞助计划，指组委会
授权企业使用十五运会的标志及相关知识产
权进行市场营销并使企业获得相关权益。赞
助企业根据不同的基准价位设定合作伙伴、
赞助商、独家供应商、供应商四个层级，预计
于2025年10月前采用公开征集、定向征集、
个案征集三种方式完成赞助企业征集。

特许经营计划，是组委会征集遴选特许
生产商、特许零售商等特许经营企业，许可
企业开发、生产和销售带有赛会会徽、吉祥
物等知识产权产品，包括特许商品计划、纪
念邮票计划、纪念币计划以及特殊安排。

票务计划，将在十五运会官方票务平台
发布购票指引，面向公众启动门票销售，为
观众提供全方位、立体化的购票渠道和优质
服务体验，通过开展青少年教育计划、全运
惠民计划等，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将于2025年11
月9日至21日在广东、香港、澳门举行。

新华社南京10月28日电（记
者王珏玢）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南京
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获悉，通过对中
生代古蝉的形态特征进行系统分
析，研究人员发现，约1.5亿年前古
蝉通过新老类群的演替，实现了飞
行能力的显著提升。

这一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南古所
学者领衔的国际古生物团队完成，
向公众生动展示出一场在远古天空
悄然开展的“飞行竞赛”。

蝉俗称知了。在距今约2.6亿
至1亿年前，古蝉总科是具有代表
性的树栖昆虫。它们在这一时期
非常繁盛，保存了大量的化石，并
且与现代蝉类也有密切的亲缘关
系，是研究昆虫飞行能力演化的理

想对象。
此次，研究团队建立了古蝉的

综合形态特征数据库，系统重建了
古蝉的宏演化历史。研究团队发
现，在约1.5亿年前的侏罗纪晚期，
古蝉类群经历了一次显著的演替事
件。早期古蝉具有近似椭圆形的前
翅、较大的后翅和较小的中胸，而晚
期古蝉则演化出近似三角形的前
翅、较小的后翅和较大的中胸。这
种形态变化使晚期古蝉的飞行能力
显著提升。

“我们发现，晚期古蝉的翅载荷
提高了 92％，飞行速度提升了
39％，飞行肌肉占比提高了19％，显
示出飞行灵活度和效率均有显著提
高。”研究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

院南古所博士许春鹏说。
领导此项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南

古所研究员王博介绍，之所以出现
这样的“飞行竞赛”，很可能是由于
当时空中出现了新的捕食者。在约
1.55亿年前到约1.35亿年前，早期
鸟类迅速繁盛起来，并成为森林中
强有力的“捕食家”。早期鸟类多以
昆虫为食，体形硕大的古蝉正是理
想的食物来源。这一压力促进了古
蝉类群的演替。

“这一研究为定量计算远古昆
虫的飞行能力提供了新思路、新方
法，也为理解飞行生物的演化历史
提供了重要线索。”王博说。

相关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
学术刊物《科学进展》上。

科学家探秘远古昆虫的“飞行竞赛”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记者徐鹏航
顾天成）每年10月是乳腺癌防治月。人工智能
和癌症防治可以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记者从北
京协和医院了解到，院乳腺外科科研团队自主
研发的基于人工智能的红外热成像体系（AI－
IRT），有望应用于乳腺癌临床前筛查，为优化乳
腺癌筛查策略和提高患者生存率作出贡献。

“防治乳腺癌，早筛早诊是关键。”北京协和
医院乳腺外科主任医师孙强表示，我国乳腺癌
发病率高、患者基数大，严重危害女性生命健
康，而早期筛查对于乳腺癌的治疗效果及预后
至关重要。如何让乳腺癌临床前筛查更加便
捷、高效、经济，是这一自主研发的缘起。

目前乳腺癌的临床筛查方法主要包括超声
检查、乳腺X线检查、磁共振成像、临床乳腺检
查。“与西方女性相比，中国女性乳腺密度普遍
较高，发病年龄偏早，中国的乳腺癌临床前筛查
需要中国方案。”北京协和医院乳腺外科主任周
易冬说。

北京协和医院乳腺外科主治医师王雪霏表
示，研究转化成果——基于人工智能的红外热
成像体系，体积小、成本低、效率高，有望使广大
女性在家里或社区就能便捷高效地完成临床前
筛查。

目前研究成果已在外科学著名期刊《国际
外科学杂志》上发表。杂志匿名审稿人表示，这
一研究填补了世界范围内乳腺癌临床前筛查研
究的部分空白，有望为推动乳腺癌筛查策略的
优化和提高患者生存率作出贡献。

十五运会市场开发计划启动

人工智能有望助力
中国乳腺癌防治

新疆葫芦岛景区一角
（10月25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疆塔里木河流域分布
着上千万亩胡杨林，金秋时
节，层林尽染。葫芦岛景区
地处塔里木河下游、塔克拉
玛干沙漠东缘，这里集沙漠、
湖泊、胡杨于一体，美不胜
收，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游客
慕名而来。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 摄

大漠胡杨秋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