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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昨日接连召开两场
新闻发布会

找到的黑匣子
为驾驶舱语音记录器

报料热线：（020）114转羊城晚报报料、（020）87776887 Q友报料：87776887 发行客服：18925108933订报电话：（020）87133333 金羊网：www.ycwb.com 手机金羊网：wap.ycwb.com 羊城晚报新浪微博：weibo.com/ycwb2010

广州市区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气温16℃到23℃，相对湿度85%到95%，吹和缓的东南风 羊城晚报社出版/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44-0006 邮发代号：45—6 新编第15381号/广州地区16版

责编/林丽爱 袁婧 美编/黄文倩 校对/潘丽玲

@街谈巷议

□林如敏

3月22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
斌主持例行记者会，路透社记者
问：“我注意到你今天佩戴纯黑领
带，请问有何特殊意义？”汪文斌回
答：“不需要我跟你多说了吧？”

东航坠机，一百多人生死未
卜，目前中方有关部门正在全力
组织搜救，力争尽快查明事故原
因，同时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
查，确保航空运行绝对安全。

坠机事件同时引发国际关
注，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来就不是
一句空话。联合国秘书长发言
人杜加里克3月21日在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秘书长对中国东方航
空 MU5735 航班失事的消息感到
非常悲痛，向遇难者家属以及中
国政府和人民表示哀悼。联合
国专门机构国际民航组织也对

东航 MU5735 航班不幸失事感到
悲痛，并向所有受影响的人表示
最深切的哀悼。同时，多国政要
及政府部门对中国客机坠毁事
件表示慰问。

人类的历史，总是裹挟在各
种各样的灾难与意外之中，人们
所能做的，是尽最大的努力，去
减少灾难、规避风险。而当不幸
发生后，地无分南北、人不论中
西，表达慰问与哀悼，既是对朋
友的关切，也是一种基于同理心
的道义体现。

无论发生在世界上的哪个
角落，客机失事，都会迅速传遍
全球。个别外媒记者针对汪文
斌的黑领带所提的问题，大有明
知故问的嫌疑。这真的算不上
什么诛心之论。

面对生命无常，如果无力表
达哀伤，那么闭嘴也是一种可以让
人接受的方式。在别人的伤口上
撒盐，这个记者实在是令人齿冷。

这个外媒记者令人齿冷

1957年10月1日创刊

2022年3月 星期四 壬寅年
二月廿二

24 23℃
16℃

订羊晚请扫二维码岭南文博会欢迎您

新华社电 3 月 23日，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中国共产党和
古巴共产党第四届理论研讨会致贺信。

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和古巴
共产党是各自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领
导核心。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
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古共八大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古巴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部
署，为古巴建设繁荣、民主、可持续的
社会主义擘画了蓝图。面对新形势新
任务，中古两党以“加强党的建设，奋
进新时代中古社会主义新征程”为主
题进行理论研讨恰逢其时，对我们探
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愿同古
巴共产党深入交流对重大理论和实践
问题的看法，相互学习借鉴治国理政
经验，推动各自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
事业不断发展。

第四届中古两党理论研讨会由中
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古共中央国际关
系部共同主办，于3月 23日至 24日以
视频方式举行。

习近平向第四届中古两党理论研讨会
致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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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12所市属中小学招聘编内教师，透露师资
需求“新风向”——

音体美中考地位提升
大幅扩招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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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王伟中到湛江调研

努力在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
打造现代化沿海经济带

重要发展极上展现更大作为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华、通
讯员粤卫信报道：记者从广东省
卫健委获悉，3月 23日 0时-24
时，全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8
例，其中深圳报告 5 例、东莞报

告 1 例、中山报告 1 例、茂名报
告 1 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
者 8 例，其中深圳报告 4 例、东
莞报告3例、茂名报告1例。

相关报道见A4

23日广东新增
本土确诊病例8例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8例

羊城晚报讯 昨天，“3·21”
东航飞行事故失事客机的一个
黑匣子已被找到。今早救援人
员以主要撞击点为中心，扩大搜
索半径范围，组织开展拉网式搜
寻，全力寻找第二个黑匣子。

现场持续降雨，导致救援工
作难度加大。救援人员不断扩
大搜寻范围，对划分区域进行地
毯式搜索。目前，现场无法搜到

黑匣子定位信号，搜救犬加入救
援队伍。

受强降雨影响，事故核心区
域形成了部分积水深坑，对搜救
工作造成了一定影响。为了保
障人员及物资运输畅通，22 日
下午起，现场开始修建500多米
的进场便道，截至今早，新修道
路已基本畅通。

（据央视）

拉网式全力搜寻
第二个黑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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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蒋隽报
道：23 日，广东华侨中学高一、
高二的 1150 名同学观看了“天
宫课堂”第二课。不少同学表
示，“太空教师”做的这些实验
让他们对所学的物理知识有了
更直观、更深入的理解。

高一（6）班的高嘉蔚印象最
深的是太空抛物实验，他说：“在
太空中几乎可以忽略的重力环境
下，物体朝着被抛出去的方向，做
近似匀速直线运动。这使得我很
好地理解了在无重力下物体将做
何种运动，以及在重力环境下艰难

实现的匀变速直线运动的情景。”
叶沛欣同学则对水油分离

实验感兴趣。她说，太空中在
微重力条件下，水和油很难自
动分离，混在了一起。当宇航
员 对 容 器 进 行 高 速 圆 周 运 动
时，由于水和油密度不同，受到
向心力的影响也不同，水油再
次实现分离。密度较大的水会
挤向圆周运动的外侧，油则在
内侧。“物理是我最感兴趣的学
科，如果未来有机会，我很希望
能在航空领域进行深造学习，
为我国航空事业贡献力量。”

观看“天宫课堂”，广东华侨中学学生纷纷表示：

太空实验有助于物理学习

【现象回顾】北京冬奥会
吉祥物“冰墩墩”压轴登场，迎
来 太 空 之 旅 的“ 高 光 时 刻 ”。
王 亚 平 水 平 向 前 抛 出“ 冰 墩
墩”摆件，一向憨态可掬的“墩
墩”姿态格外轻盈，接连几个

“空翻”画出了一条漂亮的直
线，稳稳站在了叶光富手中。

【专家解读】太空抛物实
验展示了牛顿第一定律所描
述 的 现 象 。 在 空 间 站 中 ，

“ 冰墩墩 ”摆件被抛出后几

乎不受外力影响，保持近似
匀速直线运动。“天宫课堂”
地面主课堂授课老师、北京
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物理
教师张健介绍，地球人眼中
物体运动的理想状态，如今
得以在太空中一探究竟。

【延伸阅读】我们为什么
要开展在轨科学实验？张璐
介绍，目前正在进行的实验项
目，一是要揭示微重力环境下
的特殊现象，属于从科学角度

认识世界；二是通过在轨实验
助力地面科学研究，改进工艺
水平；三是舱外有高真空环
境、辐照、亚磁场等，这些特殊
环境因素对生物体、材料、元
器件等影响也是我们要研究
的内容；四是进一步探索未知
领域，包括暗物质探测、行星
起源探索等。问天、梦天实验
舱发射升空后，还会有一大批
前沿科学实验陆续在中国空
间站开展。 （新华社）

“天宫课堂”
第二课开讲
“太空教师”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

在中国空间站再上太空科普课

太空实验背后蕴含哪些奥秘？
“太空教师”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为什么要做

科学实验？背后蕴含着哪些科学奥妙？与人类探索浩
瀚宇宙又有什么关联？多位专家一一进行解读。

【现象回顾】这一幕仿佛
发生在“魔法世界”：透明的液
球飘在半空中，王亚平用一根
小棍点在液球上，球体瞬间开
始“结冰”，几秒钟就变成通体
雪白的“冰球”。王亚平说，这
枚“冰球”摸上去是温热的。

【专家解读】“太空‘冰雪’
实验实际上是过饱和乙酸钠
溶液形核、结晶的过程，过程
当中会释放热量。”中国科学

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研究员张璐介绍，过饱和溶液
结晶通常需要外界“扰动”，而
这个实验的“玄机”就在于小
棍上沾有晶体粉末，为过饱和
乙酸钠溶液提供了凝结核，进
而析出三水合乙酸钠晶体。

【延伸阅读】在地面上进行
结晶实验时，晶体的样子可能
因容器形状不同有很大差异。
而在微重力环境中，晶体并不

受容器的限制，可以悬浮在半
空“自由生长”，这与中国空间
站里的无容器材料实验柜相呼
应。无容器材料实验柜目前主
要有两个用途：一是实现材料
在无容器状态下从熔融到冷却
凝固的过程，供科研人员收集
物性参数进行研究；二是用于
特殊材料在轨生长，缩短新材
料从实验室走向流水线、走进
大众视野的时间。

实验一 温热的“冰球”

实验二 “拉不断”的液桥

【现象回顾】叶光富将水
分别挤在两块液桥板上，水球
状似倒扣着的碗。液桥板合
拢 ，两 个 水 球“ 碗 底 ”挨“ 碗
底 ”；液 桥 板 分 开 ，一 座 中 间
细、两头粗的“桥”将两块板相
连；王亚平再将液桥板拉远，
液桥变得更细、更长，仍然没
有断开。

【专家解读】张璐介绍，微

重力环境与液体表面张力是
液桥得以成形的主要原因。
日常生活中的液桥不易被察
觉，比如洗手时两个指尖偶
然形成几毫米液柱，再拉远
一点就会受重力作用坍塌。
而在空间站里，航天员轻松
演示出比地面大数百倍的液
桥，这在地面上是不可能看
到的景象。

【延伸阅读】液体表面张
力是“天宫课堂”中的高频词，
天宫一号太空授课、中国空间
站首次太空授课做过的水膜、
水 球 实 验 都 阐 释 了 这 一 原
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研究员康琦介绍，空间站可以
最大限度摆脱地面重力影响，
为包括液桥实验在内的流体
力学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现象回顾】王亚平用力
摇晃一个装有水和油的瓶子，
让水油充分混合，瓶中一片黄
色。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瓶中
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油滴仍然
均匀分布在水中。叶光富前
来助力，抓着系在瓶上的细绳
甩动瓶子。数圈后，水油明显
分离，油在上层，水在下层。

【专家解读】“我们都知道

地面上油比水轻，平时喝汤的
时候看到油花都习以为常。”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
员梁文杰说，然而在空间站
中，情况却大不一样，水和油
之所以“难舍难分”、长时间保
持混合态，是由于在微重力环
境下密度分层消失了，也就是
浮力消失了。

“水油在天上成功分离的原

因是，瓶子高速旋转时类似离心
机，可以理解为离心作用使得浮
力重新出现了。”张璐说。

【延伸阅读】科研人员可
以借助微重力环境特性开展
研究，例如利用密度分层消
失，在微重力环境下向熔融合
金中注入气体，可以得到航空
航天、能源和环保领域的重要
材料——泡沫金属。

实验四 翻跟头的“冰墩墩”

实验三 “分不开”的水和油

按4E级标准建设，具备直航欧美的能力

今晨今晨
快镜快镜

据新华社电“天宫课堂”
第二课 23 日开讲，“太空教
师”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
中国空间站再次为广大青少
年带来一堂精彩的太空科普
课（上图）。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介绍，在约 45 分钟的授课
中，神舟十三号飞行乘组航天
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相互
配合，生动演示了微重力环境
下太空“冰雪”实验、液桥演示
实验、水油分离实验、太空抛物

实验，讲解了实验现象背后的
科学原理，展示了部分空间科
学设施，介绍了在空间站的工
作生活情况。授课期间，航天
员通过视频通话形式与地面课
堂师生进行了互动交流。

这次太空授课活动在中
国科技馆设地面主课堂，在西
藏拉萨、新疆乌鲁木齐设2个
地面分课堂。

后续，“天宫课堂”将持续
开展太空授课活动，进行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航天科普教育。

湛江吴川机场
今早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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