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快报讯（记者 徐红艳）降
水伴随的早晚高峰，“湿”意明显，
出行也多了几分不便。随着降水
逐步向北转移和停歇，9月 12日
起江苏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将回
升至30℃+，但强度不及前期，已
是强弩之末的“秋老虎”，只是在
做最后的挣扎。

受东海热带低压北部倒槽
的影响，10日下午到 11日早上，
淮河以南地区出现降水，其中沿
江和苏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
部大暴雨。江苏省气象台 11 日
一早就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降
水时段集中在白天，南京有 16
站降水量超过 100 毫米，最大值
出现在溧水晶桥杭村自动站，累
积降水达 230.2 毫米。午后降水
有所减弱，但是下班前后，新的
降水回波又从东南方向影响南
京南部。

受降水影响，11日气温有明
显下降，大部分地区维持在 26~
29℃，连续的“秋老虎”暂时缓
解。今起三天全省多阴雨天气，
11日夜里沿淮和淮北地区局部大
到暴雨。随着降水向北转移，预
计12日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
气温将重回30℃以上。

逐日来看，9月 11日 20时至
9月 12日 20时，全省阴有阵雨或
雷雨，其中沿淮和淮北地区雨量
中等，局部大到暴雨，其他地区局
部雨量中等。最高温度：淮北北
部地区 29℃左右，其他地区 31~
32℃；全省东北风转偏东风，风力
都是4~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
雷雨时短时阵风7~9级。

9 月 12 日 20 时至 9 月 13 日
20时，沿淮和淮北地区阴有阵雨
或雷雨，其中淮北北部雨量中等
局部大，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有分
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西
北部地区 31℃左右，其他地区
32~33℃。

9 月 13 日 20 时至 9 月 14 日
20时，淮北北部阴有阵雨或雷雨，
局部雨量中等，东南部地区多云
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
地区多云。最高温度：淮北北部
30℃左右，其他地区31~32℃。

以南京为例，预计从12日起
本轮降水将减弱，当天夜里降水
过程趋于结束，13日到14日全市
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12
日开始全市最高温度回升至33℃
到34℃。

南京三日天气

今天 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
中雨，夜里阴到多云 偏东风
3到4级 26~33℃

明天 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
雷雨，偏东风3到4级 26~
34℃

后天 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偏东风3到4级 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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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壤比土壤更细腻、尖锐
地球上的土壤，有红色的、黄色的、黑色

的……月壤长什么样？中国科学院紫金山
天文台带来的月壤成为现场的焦点。

月壤被盛放在一个特制的容器里，名为
“海上生明月”。容器由梯形底座和半球形
的光学放大镜构成，总体构型就像一轮圆月
从海平面缓缓升起，融合了古代“天圆地方”
的构想，展示了中国智慧与文化。

容器中心盛放了77毫克月球样品，底座
底部边长为22.89厘米，象征嫦娥五号任务
历时 22.89 天；底座的上部边长为 17.31 厘
米，象征嫦娥五号采集了1731克月球样品；
高度为17厘米，象征着探月工程历时17载。

透过显微镜，可以看到月壤呈灰黑色，
颗粒比地球土壤更细腻、尖锐，这是由于月
球表面遭受陨石撞击、太阳风袭击和宇宙射
线等空间风化作用形成的。

月壤中除了具有钛、铁、铀、稀土等资源
外，还含有丰富的铬、镍、钾、钠、镁、硅等矿
产资源。值得一提的是，月壤中氮-3的含量
非常高，未来有希望为地球和今后的月球开
发提供能源。

追日近两年，“夸父”状态很好
今年以来，太阳脾气有点“暴躁”，时不

时表面就会出现大黑子，爆发太阳耀斑，引
发地磁暴不断。尽管太阳离我们有1.5亿公
里，但它的这些“小动作”都在密切监控中。

现场，南京大学自主研发的“羲和号”、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夸父一号”探
测器模型等，都吸引了参会人员的极大关
注。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博士
生导师苏杨介绍，“夸父一号”于2022年 10
月9日发射升空，目前在天上已经运行近两
年，状况良好。“夸父一号”的目标就是瞄准
太阳活动，目前已经积累了300TB的数据，
并产生一系列的国际合作。

“夸父一号”实现了3个国际首次：国际
上首次以“一磁两暴”作为卫星的科学目标，
并且配置相应的载荷组合；国际上首次在一
颗近地卫星平台上，对全日面矢量磁场、太
阳耀斑非热辐射成像、日冕物质抛射的日面
形成和近日面传播同时进行观测；国际上首
次在莱曼阿尔法谱线波段实现全日面和近
日冕无缝同时成像观测。

为何要密切观测太阳活动？苏杨解释，
太阳大爆发时会产生较强的地磁暴，可能损
坏地面的电网设施，导致断电断网，同时还
会干扰通信导航等，比如美国太空探索技术
公司（SpaceX）发射星链卫星时，正碰上太

阳风暴，一下就损失了好多卫星。
为什么近两年在新疆、北京都能看到极

光？苏杨介绍，这和太阳活动也有关系。太
阳大爆发，大量高能粒子到地球后产生地磁
暴，于是出现耀眼的极光。“如果有大爆发
的时候，极光还能再往南延伸，甚至在南京
也有可能看到。”

“奋斗者”号模型也来了
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国际地球流

体研究中心大型旋转平台、“奋斗者”号模型
……这些都吸引了与会者的目光。

深海技术科学太湖实验室的“奋斗者”
号是中国研发的万米载人潜水器，由“蛟龙
号”“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的研发力量为
主的科研团队承担。2020 年 10 月 27 日，

“奋斗者”号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下潜突破1
万米达到10058米，创造了中国载人深潜的
新纪录。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国际地球流体研究
中心大型旋转平台，旋转周期为30至 1000
秒，将在地球流体力学、海洋多尺度动力学、
海气相互作用、气候变化等领域，为基础理
论及环境流体力学工程等问题提供重要的
理论与实用价值。

穿汉服的姑娘是个机器人
“这是机器人？”“她会说话吗？”“怎么互动

啊？”现场，一个穿汉服的漂亮“姑娘”吸引了很
多参会者，“她”粉面朱唇，细眉黑目，身着漂亮
的汉服，与所在的科技展厅画风截然不同。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这个叫小诗的
“姑娘”来自苏州太仓，是一个全皮肤电动型
人形机器人，是具备仿人双足行走、双七自
由度臂、灵巧手与精细表情驱动的全状态仿
人机器人，由江苏云幕智造科技有限公司联
合西北工业大学等科研院所研发，突破基于
大模型的类人机器人多模态感知、信息理解
与任务规划等技术，实现了对多模态感知信
息的高准确度理解与顶层人物的快速分发。

能说话、会走路、可以搬东西……“算下
来，‘小诗’身上集合了45项专利，目前已经
实现10项专利的授权。”江苏云幕智造科技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戈斌表示，今年7月，太仓
博物馆最新引进的郑和款人形机器人就来
自他们公司，不仅能讲历史，还能与观众互
动问答。

会飞的汽车？真有
低空经济是时下非常热门的新兴产

业。据介绍，江苏的无人机产业已初步形成
覆盖研发、制造、运管、应用的全流程产业链
条，全省拥有无人机相关领域高新技术企业

200余家，大中小型固定翼无人机、多旋翼
无人机、倾转旋翼飞行器等各类创新产品持
续涌现。

现场，一个大家伙——清华大学苏州汽
车研究院（吴江）研制的第三代陆空两栖飞
行汽车（样机）很抢眼。它不仅能在陆地上
行驶，还能在空中飞（飞行高度在500米以
下），综合续航里程为210km。

作为一型融合陆空动力、运输全重达到
800公斤的两栖敏捷运输平台，这款飞行汽
车可以适应自然土路、碎石沥青路和混凝土
环境。高载重比、高机动是它的典型特点，
同时还具有结构紧凑、布置合理、可靠性高、
维修方便等特点，兼顾了操纵稳定性好、驾
驶舒适便捷的要求。

“本成果融合了飞行控制及地面动力控
制，可以应用于人员输送、通信、抢险等领
域。”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吴江）智能
飞行汽车研究所副所长杨军介绍，这款飞行
汽车可以自己探路自己飞，也就是无须指
令，可智能判断所处环境，自主切换行驶模
式或者飞行模式。

2024江苏产学研合作对接大会在南京举办

比土壤细腻的月壤、会飞的汽车都来了

嫦娥五号带回的月壤，在天上观测太阳的“夸父一号”“羲和号”，下潜突
破1万米的“奋斗者”号……9月11日—12日，2024江苏产学研合作对接大
会在南京举办。本届大会围绕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设置了5个专区，集中展
示集成电路、量子科技、低空经济、海洋经济、高端装备、细胞和基因治疗等领
域最新技术进展和重大成果，亮点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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