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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5 日，华东师范大学传来喜讯，日前，国际标准化
组织中央秘书处在日内瓦正式发布了华东师范大学包起
帆教授领衔制定的集装箱国际标准《ISO/TS 7352：2023
集装箱 NFC/二维码箱封》，这是我国在物流和交通运输领
域国际标准制定中的一大突破，以数字化助推集装箱物流
标准化升级。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向华东师范大学表示祝贺，包起帆
团队历时 8 年完成了集装箱 NFC/二维码箱封技术研发和
产业应用，并形成了国际标准，为提升国际集装箱运输智
能化水平，降低物流成本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集装箱装上“电子锁”

集装箱是全球物流运输的“细胞”，为保证运输安全和
明确责任认定，每一个集装箱上都需要有一个箱封，作为
运输交接凭证，如果箱封被打开或破损，可作为依据判断
物流运输中哪个环节出现安全或管理问题。

包起帆团队的发明就是将这个箱封从机械化变成数
字化。机械箱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容易被非法打开或偷
换，致使物流过程中走私、偷渡、货物失窃等问题频发；二
是由于没有自动识别功能，每次安装箱封后都必须手工录
入相关信息，不仅效率低，还容易出现错误。

为实现集装箱箱封的“实时化、可视化、可追踪、大数

据融合”，包起帆团队发明了基于北斗/低轨卫星的天空地
一体化集装箱监控终端，以及集装箱 NFC/二维码箱封等
系列产品，相关成果获得了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中国
航海科技进步一等奖。

这些发明解决了行业痛点问题。包起帆说：“集装箱
NFC/二维码箱封就是集装箱的‘电子锁’，可以通过它实
时监测集装箱的运输轨迹和安全动态，从而掌控物流动
向、实现全程监控。”

成为国际标准实属不易

集装箱本身就是一大发明，它对全球物流的巨大贡献
在于“标准化”，而集装箱“电子锁”为国际运输带来的贡献
也是标准化。

让这一发明成为国际标准实属不易。包起帆介绍，在
国际标准制定的 7个阶段中，最艰难的是提案阶段，一个新
项目的立项要有三分之二的国家投赞成票，有 5 个国家同

意加入标准研发团队。
他回忆说：“2017 年 12 月，我们正式向国际标准化组

织提交新项目提案，两度遭遇否决，加上新冠疫情影响，我
们通过数十次网络会议和数百封电子邮件不断与各国代
表反复沟通，在不断交融中，各国专家对我们的方案从认
识、否定，到再认识、逐渐理解，最终达成共识。”

数字化升级与世界共享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李清认为，国际标
准编制漫长而艰巨，包起帆团队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心
血，也为国际集装箱运输市场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外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春吉介绍，从
2019 年 起 ，中 外 运 集 装 箱 运 输 有 限 公 司 率 先 使 用 符 合
ISO/TS 7352 规定的 NFC/二维码箱封，并在旗下的中日、
中韩、东南亚航线上广泛应用。

新华社记者 贾远琨 （据新华社上海 3月 26日电）

近日，今年以来强度最强、影响范围最
广的沙尘天气侵袭多地，波及 20 个省（区、
市），影响面积超过 485 万平方公里。本次
过程强度达到强沙尘暴等级，为 2000 年以
来 3 月第三强。据气象部门预计，4 月至 5

月我国北方地区沙尘过程次数较近 10年同
期偏多，沙尘强度总体与近 10年持平。

今年 3 月以来，我国已经出现 4 次沙尘
天气过程，比常年同期偏多。为何近期沙
尘天气如此频繁？

据介绍，沙尘天气的形成需满足 3个主
要条件：持久强劲的大风、沙尘源和低层大气
不稳定。中央气象台环境气象室主任张碧辉
表示，3月是沙尘天气高发期。今年 3月以来
蒙古国和我国北方地区降水偏少、气温偏高、
多大风天气，加之植被尚未返青，配合裸露的
沙源地地表条件，易出现大范围沙尘天气。

近年来，我国沙区生态环境得到明显
改 善 ，为 什 么 还 会 出 现 严 重 的 沙 尘 天 气 ？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研究员丁婷分析
说，我国北方植被增加总体上有利于侵袭
我国的沙尘天气次数逐步减少，但蒙古国
南部的戈壁沙漠也是影响我国沙尘的重要
源地，2022 年植被生长季蒙古国降水较近
20年同期偏少，沙源地植被覆盖较差。

“此外，今年沙尘天气频发主要和近期
大气环流异常有关。”丁婷说，今年春季前
期气温明显回暖，尤其是 3月初出现了一次
极为罕见的回温天气，导致前期冻土层沙
土快速融化。 3 月至 4 月本就是北方大风
高发季节，在一定的大风条件下，造成沙源
地的沙尘多次输送至我国。

张碧辉说，预计 4 月至 5 月，蒙古国南
部至我国内蒙古中西部沙源地降水偏少，气温较常年同期偏
高，且有蒙古气旋阶段性南下影响，利于形成沙尘天气。预计
3月 31日至 4月 2日，受新一轮冷空气影响，我国西北地区、华
北地区、东北地区等地自西向东将有一次沙尘天气过程。

沙尘天气频繁来袭，不少公众疑问：我国沙尘天气将来是
否会越来越多？

“从统计结果看，2018年至 2022年期间，我国北方平均沙
尘总次数和沙尘暴次数都多于 2013 年至 2017 年平均数，但
这并不能认为沙尘暴出现了明显变多的趋势。”丁婷说，从更
长时间尺度来看，21 世纪前 10 年，沙尘总次数和沙尘暴次数
均明显多于近 10 年，这表明现阶段我国仍处在沙尘影响减少
的大背景下。此外，沙尘天气频次还受到中高纬度大气环流
直接影响，因此会呈现出一定的年际变化特征，例如 2017 年
和 2022年春季沙尘暴次数均仅有一次。

专家表示，我国及周边有沙源地的国家，在气候变暖背景
下，尤其是叠加春季前期气温偏高，非常有利于沙源地沙土变
得疏松，从起沙条件来说，增加了沙尘天气发生的可能性。

国家林草局日前表示，近年来，我国荒漠化、沙化土地面
积持续缩减，防沙治沙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但我国仍有
257.37 万平方公里荒漠化土地和 168.78 万平方公里沙化土
地，特别是大面积的沙漠和戈壁始终是巨大且永久性的沙尘
源，防沙治沙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重要任务。

气象专家建议，加大科技攻关和部门合作，加强对沙尘起
源、沙尘输送动力等机理研究和沙尘天气数值模式预报技术
的研究，提升预报预警服务水平；同时，进一步加强沙源地生
态治理、沙尘天气监测预报预警评估和沙尘灾害应急处置之
间的联动，为防灾减灾和科学精准治沙提供支撑。

新华社记者 黄 垚 （新华社北京 3月 26日电）

摸清入河排污口底数 为保护母亲河夯实基础
——黄河干流中下游及部分支流入河排污口排查现场直击

给 集 装 箱 装 上“ 电 子 锁 ”
——中国制定集装箱国际标准获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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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连着河流、一头连着陆地污染源，入河排污口是
污染物进入河流的最后一道“闸口”。

为加强黄河生态环境治理，生态环境部近期启动黄河
干流中下游及部分支流入河排污口排查工作。新华社记
者随排查工作组在山西省吕梁市上山下河进行实地排查，
看如何把入河排污口“查清楚”“数明白”。

上山下河，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

21 日上午，吕梁市柳林县黄河支流三川河岸边，一组
排查人员在一家洗煤厂外进行排查。两名排查人员系着
安全绳被下放到河岸下面，仔细查看杂草下是否有排污
口。同时，一架无人机沿着河岸扫视一遍之后，围绕这家
工厂的外围进行仔细勘查。

经过检查后，排查人员确认这家工厂只有一个已经登
记的排污口，将相关信息上传到手机里的入河入海排污口
排查整治信息系统。

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2021年启动，目
前完成了黄河上游和若干重要支流排污口的排查。此前，生
态环境部在长江、渤海排污口排查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

此次负责排查吕梁市的城市组组长、中国环境科学研
究院水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何连生介绍，此次排查工作要
求把一切正在排，有迹象，或者是有可能向河流、湖库、湿
地以及溪沟、坑塘等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口子，全部纳入排
查范围，并登记建立清单。

他说，这里山势陡峭、交通不便，有的排污口在河道
边，与道路的落差较大，排查人员需要使用安全绳等设备
才能到达排污口附近。还有些地方人力难以到达，需要借
助无人机进行拍摄，来确认是否为排污口。

记者了解到，生态环境部采用了三级排查模式：第一
级排查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测开展技术排查，分析辨
别疑似入河排污口；第二级排查组织人员对发现的疑似排
污口进行徒步现场排查，核实确定排污口信息；第三级排
查组织业务骨干对疑点难点问题进行重点攻坚。

当前正在进行的二级排查，共调动 280多名排查人员，同
时应用无人机、探地雷达、全地形机器人、荧光溯源仪等高科
技设备，让一些隐藏在水下、桥下、林下的排污口无所遁形。

问题导向，找准黄河水环境改善的抓手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排查工作坚持以问题
为导向，全面深入排查梳理黄河流域入河排污的“风险点”。

此次仅吕梁市就涉及 970 多个疑似点位的排查任务，
排查人员还要发现疑似点位周边是否还有此前未发现的
排污口。

在柳林县坪上村一处坑塘，几辆吸污车正在转运养殖
场废水，水体浑浊发黑，持续散发着臭味。排查人员告诉
记者，这里储存的是附近一家养殖场的冲洗废水，与黄河
干流直线距离只有大约 200 米。坑塘没有做防渗处理，遇
到暴雨等天气，污水还会有溢流风险，这个点位将被认定
为一个排污口。

临县碛口古镇，地处湫水河与黄河交汇处，是当地有
名的旅游景区。记者跟随排查人员下到黄河岸边看到，一
些客栈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由于目前并非旅游
旺季，污水总量不大。碛口镇有关负责人介绍，镇上正在
建设一家污水处理厂，预计今年可以投入使用。

何连生介绍，排查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共性问题。一些
地方污水收集和处理能力明显不足，许多村镇的污水和雨

水管网混排直排问题常见。排查人员还注意到，黄河沿岸
和一些支流两岸堆放着大量生活垃圾，当地的垃圾收集转
运能力也存在短板。一些农家乐、小型养殖场等基本没有
污水收集处理能力。

“当地群众的环保意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随手把垃
圾丢在河道、污水随意泼洒等现象常见。”他说。

“查、测、溯、治”，推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此次排查中，山西、陕西、甘肃的 14个地市由生态环境
部组织进行排查，山东、河南按照相关要求和技术规范自
行组织排查。

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执法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与对地
方进行监督检查有所不同，排污口排查是帮助地方发现问
题、改进工作、补齐短板的重要途径。

这位负责人介绍，要落实“排查、监测、溯源、整治”4项
任务，现场排查、摸清底数，只是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的第
一步，为科学整治夯实基础。排查后还需要开展监测，分析
掌握污染物入河情况；进行溯源，基本查清污水来源；分类
整治，推动解决突出排污问题，提升流域水污染治理水平。

按照计划，今年要完成黄河流域干流及重要支流排污
口溯源 80%和整治 30%的任务，到 2025 年底前基本完成
排污口整治工作。通过排查整治，构建黄河流域入河排污
口大数据系统，提升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监管效率和水平。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地方政府是入河排污口
排查整治工作的责任主体，应统筹谋划排查后的各项重点
工作，围绕“改善水生态、优化水环境、确保水安全”的目
标，各司其责，全面完成整治任务，系统提升截污治污工作
水平。 新华社记者 高 敬 （新华社太原 3月 2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