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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贵州百里杜鹃地处大方、黔西两县交界处，
管理区面积 500多平方公里，主花区面积 125平
方公里。这里的杜鹃花品种囊括了世界杜鹃花 5
个亚属中的全部品种，且林灌覆盖率高，山水风
光独特，处于贵州高原的高海拔地带，被称为“地
球彩带、世界花园、养身福地、避暑天堂”。

这里的杜鹃花有马樱、团花、迷人、露珠等 23
个种类，最为难得的是“一树不同花”，即一棵树
上可以开出若干不同品种的花朵，最壮观的可达
7 种之多。每年 3-5 月花期时节，百里杜鹃竞相
开放，红、白、黄、紫，如火如荼，若云若霞，一派花
的世界。

大杜鹃树高丈余，枝干苍劲盘曲，花朵宛如
织锦；小杜鹃高约尺余，俏丽芬芳，玲珑可爱。其
中名贵品种就有十几种。如果摄影爱好者来此，
可能会对这样的美景应接不暇，真要多带几个存
储卡了。

因杜鹃林带绵延百里，故称“百里杜鹃”。在
景区内，还有岩溶、山泉、飞瀑及浓郁的彝族、苗
族风情，与百里杜鹃漫山花树交相辉映。景区内

的杜鹃花树，具有密集、高大、耐寒、花期长的特
点，被誉为“高原上的天然大花园”。

百里杜鹃风景区的特点是，山披彩带，水泻
银瀑，山水林花洞石交相辉映。以百里杜鹃索玛
大草原、普底景区、金坡景区为中轴线，两侧是米
底河、百里杜鹃湖的山水风光。

目前开发的游览区分为金坡、普底两个景
区：金坡岭的花特别漂亮，有的山一片鲜红，艳若
朝霞，姹紫嫣红；有的山一片雪白，银装素裹，绚
丽夺目；有的山百花齐放，繁花似锦。每当晚霞映
照时，火红一片，故称为“金坡岭”。

普底游览区的数花峰是观花的最佳景点，展
现百里杜鹃的规模、气势。这里有五条路可以通
过花区，后来人们发现盛花季节，五条路上落英
缤纷，非常美丽，就将“五叉路”改为“五彩路”了。
“五彩路”是杜鹃花品种比较集中、齐全的景点。

每年 3月到 5月是盛花期，之后可一直延续
到 7 月。民族民间工艺——— 刺绣、蜡染、织布、漆
器、服饰等独具特色引人驻足，水西特色美食有
宫保肉、骟鸡豆花、黄粑等，令人垂涎。

··广广告告··

本报记者张建松

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南非以及南部非洲
的 8个国家，2020年将开始建设世界最大综合
孔径望远镜——— 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
(SKA)。SKA由全球十多个国家计划合资建造，
中国是发起国之一。目前，面向全球的项目布
局、科学准备、工程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等工作
正全面推进。我国部署的 SKA前期数据处理系
统建设和相关科学预研，日前在上海正式启动。

打造史上最牛的“观天巨眼”

浩瀚苍穹，带给人类永恒的好奇；仰望星
空，离不开功能强大的望远镜。

国际大科学工程-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
镜(SKA)，以大量的小单元天线汇聚实现综合
孔径射电干涉成像，总接收面积达一平方公里，
是人类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宏大的望远镜。

SKA由 130万个对数周期天线组成的低
频阵列(位于澳大利亚西部沙漠的无线电宁静
区域)和 2500面碟形天线组成的中频阵列(位
于南非及南部非洲 8 个国家)两部分组成。建
成后，将比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阵列
灵敏度提高约 50 倍、巡天速度提高约 10000
倍，堪称史上最牛的“观天巨眼”。

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的第一阶段
(SKA1)将于 2020年开始建设，计划完成大约
10%的建设任务，包括在南非建造 197面碟形天
线、在澳大利亚建造约 13万台低频阵列天线。

大科学装置为人类认识宇宙提供重要机
遇。SKA建成后，有望揭示宇宙中诞生的第
一代天体，重现宇宙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历史
进程；有望以宇宙最丰富元素“氢”为信使，绘
制宇宙最大的三维结构图；有望发现银河系
几乎所有的脉冲星、发现来自超大质量黑洞
产生的引力波、重建宇宙磁场的结构、探知宇
宙磁场的源头；还有望揭开原始生命的摇篮，
寻找茫茫宇宙深处的知音……

中国 SKA科学目标和发展路线图

据 SKA中国首席科学家武向平院士介
绍，作为 SKA国际大家庭的一员，中国 SKA
科学家团队经过广泛征询、充分论证和顶层
设计，现已确立了中国 SKA 科学目标和发
展路线图。即在第一阶段，确保两个优先突破
领域和若干个具有特色的研究方向，概括为
“2+1”推进战略。

两个优先领域分别是：利用 SKA1低频
阵列，直接抓捕宇宙第一代天体“再电离”的
身影，再现“宇宙黎明”；积极参与脉冲星的搜
索，并致力于发现毫秒脉冲星、脉冲星-脉冲
星系统、脉冲星-黑洞系统等具有重要科学
价值的事例，以用于验证引力理论。

此外，中国 SKA 科学团队还确定了若
干重要突破方向：利用 SKA 极高灵敏度和
大面积巡天优势，开展中性氢 21cm 宇宙学
研究，揭示从黑洞、星系动力学甚至宇宙大尺
度结构的性质，检验暗物质和暗能量的特性；

利用 SKA快速巡天和极高时间分辨率的优
势，探究“暂现源”(如快速射电暴、伽玛暴、引
力波源)的物理本质，揭示宇宙极端天体的秘
密；绘制从星云到宇宙大尺度的磁场结构，追
溯宇宙各层次的磁场起源。

武向平表示，围绕核心科学目标的实施，
中国 SKA 科学团队由 11 个科学研究课题
构成。由中国科学院牵头，联合高校和各研究
院所，广泛深入开展国际合作，特别是与
SKA两个台址国以及各 SKA探路者联合体
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在中国 SKA 区域中心
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和建设 SKA亚太区域中
心，集聚全球顶尖人才，使中国成为未来
SKA人才最向往的国际科研中心之一。

SKA 前期数据处理系统建

设在沪启动

在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大科学装置
专项的支持下，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
(SKA)前期数据处理系统建设和相关科学预
研，日前在上海正式启动。

据项目负责人、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
洪晓瑜研究员介绍，SKA前期数据处理系统
建设和相关科学预研，共分为三个大课题。将
以我国自主建设的低频望远镜阵列 21CMA
和澳大利亚低频望远镜阵列 MWA 的实测
数据为基础，为 SKA的首要科学目标“宇宙
再电离成像”的观测研究做准备；将完成低频
射电干涉大视场、高动态、多波束的成像处理

软件；同时建设中国 SKA 区域中心数据处
理系统的原型机。

作为下一代担当引领作用的射电天文观
测设施，SKA不仅承载孕育世界级科研成果
的使命，还将产生世界上前所未有的超大数
据量。据估计，仅按照全部规模 10% 来建造
的第一阶段，科学处理器所需要的计算能力，
就相当于我国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的 8
倍、“神威·太湖之光”的 3倍。如此庞大的数
据还需要深度分析和加工后才能被科学家使
用，这些工作是要由分布于几大洲的区域数
据中心合作完成。

在 SKA中国首席科学家武向平院士带
领下，中国 SKA科学团队计划在上海建设中
国 SKA区域中心，主要包括科学中心和数据
中心。中国 SKA数据中心将作为国际上几个
大型区域数据中心之一，一方面承担一定份
额的 SKA数据处理和存储的国际义务，另一
方面重点为中国乃至亚洲区域科学用户提供
必要的计算和数据存储资源以及技术支持。
中国 SKA科学中心将为数据中心的建设和
运行，提供科学指导以及研发天文软件。

目前，上海天文台正全力推进中国 SKA
区域中心建设，加快原型系统建设和人才培
养。据课题负责人、上海天文台安涛研究员介
绍，现上海天文台已与澳大利亚的 SKA先导
望远镜数据中心之间建立了端对端的直连互
通，成功研制了符合 SKA数据处理特点的原
理样机，完成了 SKA核心软件的大规模集成
测试，为国际 SKA区域中心的建设做贡献。

有望再现“宇宙黎明”，绘制“宇宙地图”
我国参建的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观天巨眼”有多牛

新华社德国海德堡 9 月 24 日电
(记者沈忠浩)现年 89 岁的英国著名
数学家、阿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迈
克尔·阿提亚 24日在德国海德堡提出
了证明黎曼猜想的“简单思路”，并称
沿着该思路可以证明黎曼猜想。这一
说法震动了数学界和社交媒体，但他
的证明思路仍有待同行评议。

在当天举行的第 6届海德堡国际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获奖者论坛上，阿
提亚发表了约 40分钟的演讲，其中有
10多分钟简单介绍他的新思路。

“证明黎曼猜想会让你成名。如果
你已经成名，那就会臭名远扬，”阿提
亚说，“没人相信黎曼猜想的任何证
明，因为它太难了。还没有人能证明
它，所以现在为什么你能呢？除非你有
了一个全新思路。”

阿提亚认为人们应“认真倾听”的
新思路，基于对物理学中一个重要的
无量纲数——— 精细结构常数的推演，
推演过程结合了冯·诺依曼等科学家
的早前理论，还引入了一个新的所谓 TODD函数，该函数
被视作证明黎曼猜想的核心。但有同行表示，这个新函数定
义并不明确。

不过，阿提亚当天并未解释全部的证明工作。有与会者
对新华社记者表示，黎曼猜想意义重大，因为许多数学命题
都建立在黎曼猜想为真的基础上。不过，即使阿提亚的新思
路成立，所能证明的也只是黎曼猜想的一部分。

黎曼猜想由德国数学家伯恩哈德·黎曼于 1859 年提
出，是关于质数分布问题的猜想。美国克莱数学研究所
2000年公布世界七大数学难题，并为每个难题设立 100万
美元奖金，黎曼猜想是其中之一。

海德堡获奖者论坛邀请阿贝尔奖、图灵奖、菲尔兹
奖、ACM 计算奖、奈望林纳奖的获奖者与世界各国的青
年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对话交流，自 2013 年起每年举
办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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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4 日，在德国海德堡，
迈克尔·阿提亚出席第 6 届海德堡国
际数学与计算机科学获奖者论坛。

新华社记者罗欢欢摄

新华社杭州 9 月 24 日电(记者魏一骏、吴
帅帅)当你驾车横穿十字路口时，车子可以帮你
预知从侧方高速驶来的大货车吗？遇到复杂天
气，风霜雨雾遮蔽视线，车子可以正确识别路标
并始终精准导航吗？当你正专心于驾驶，可以同
时照顾到后排乘客的“点歌”要求与副驾驶位置
的空调温度吗？

在刚刚落下帷幕的 2018 杭州·云栖大会
上，企业、政府部门和专家共同展望在不远的未
来，人、车、路三者智能互联图景。

“或许很难确切定义未来 20年的路是什么
样的，但我相信未来的路一定是数字化驱动
的。”阿里巴巴集团资深副总裁胡晓明说，目前，
中国已经是汽车产销量、高速公路总里程都位
列全球第一的国家，如何进一步提升公路的效

率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今年初，浙江省提出将建全国首条“智慧

高速”——— 杭绍甬高速，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据浙江省交通运输厅有关负责人介绍，该条
高速公路未来将全面支持车路协作式自动驾
驶，甚至做到“一边开车一边充电”的移动式
无线充电。同时，基于高精定位、车路协同、无
人驾驶等综合接入系统，有望大大降低交通
事故死亡率。

“让路更智能，让车更聪明。”河北交投集
团总工程师郑瑞君说，建设数字化的基础设
施道路，建立车路协同系统，将减少车辆加装
传感设备，可以大幅度降低自动驾驶车辆的
成本，并为加速自动驾驶技术的成熟和商业
化创造有利条件。

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吴德
兴认为，无人驾驶等新技术在工程领域中的
应用还是局部的、尝试性的。作为向大众提
供的公众产品需要采取谨慎的态度，无论是
政府决策或是商业投资都要以技术成熟为
前提。

如今，语音交互、自动泊车、车道偏离预
警等应用于汽车的技术已经走进许多人的生
活，而在人车交互的智能化提升上，技术公司
和车企没有停止脚步。

在一辆搭载了 AliOS 车载系统的互联
网汽车上，记者体验到集交互、传感、数据融
合、安全决策等功能的车载系统给日常驾驶
带来的全新体验。例如驾驶者或乘客发出“我
想看星空”“下雨了”等场景的语音指令，车

窗、空调通风系统等马上能做出打开天窗或
关闭车窗等相应动作。

车辆通过路况感知，利用 AR 技术将
导航信息与实景融合能为提供精确实时的
导航服务。同时，基于“全车感知”与“云端
一体技术”，系统还可以对驾驶行为与车辆
状况实时监测。据统计，目前已有超过 70
万辆搭载了该智能系统的车辆行驶在路
上。

“我认为中国的车路协同在 2年以后可
以向全世界交一份答卷，起码在这方面我们
做了一个积极的尝试。”胡晓明说，尤其是 5G
马上就要在中国推广实施，这些都可以成为
中国的公路界、中国的道路管理、中国的汽车
界对全世界所做的贡献。

智慧交通的未来：每辆车都能与路“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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