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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中国 广角

新华社天津8月18日电（记者周润健）
作为肉眼最容易观测到的天体之一，木星以
色彩斑斓的条纹深受观星族们的喜爱。天
文科普专家介绍，继今年 8月 2日“指环王”
土星上演“冲日”后，有着“巨人行星”之称的
木星也将于 8月 20日上演“冲日”，其亮度届
时可以达到-2.88等，亮度仅次于当晚的金
星，整夜可见。

所谓木星“冲日”是指地球、木星在各自
轨道上运行到太阳、地球和木星排成一条直
线或近乎一条直线时，从地球上看木星与太
阳方向正好相反，它们的黄经相差 180度的
现象。“冲日”前后木星距离地球最近，也最
明亮。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天津科学技术馆
天文科普专家宋媛媛介绍，通常情况下，木
星是排在月球、金星之后，夜晚第三明亮的
自然天体。木星是太阳系最大的行星，也是
自转最快的行星，因其公转周期约为 12年，
中国古代又称其为“岁星”。

“进入 7 月以后，木星的观测条件越来
越好，并在本次‘冲日’前后达到最佳。20
日，太阳落山后木星会从东南方升起，由于
其亮度很高，非常容易辨识。在木星不远
处，一轮农历十三的凸月和明亮的土星也将
现身，‘双星伴月’十分热闹。随着时间的推
移，午夜时分木星位于天顶附近，此时其地
平高度最高，也最方便观看。除了目视观

测，感兴趣的公众使用双筒望远镜或者小型
天文望远镜，还可以观测到木星的条纹和呈
卵形的大红斑，其中，大红斑是木星表面的
特征性标志，是木星上最大的风暴气旋。”宋
媛媛说。

木星系如同一个小太阳系，目前已知木
星有 79颗卫星。“在这些卫星中，最有名气
的当属 4颗伽利略卫星，这 4颗卫星编号从
木卫一到木卫四，是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
在 1610年发现的，它们围绕木星公转的周期
从近 2天到约 17天不等，其中木卫三还是太
阳系最大的卫星。有兴趣的公众当晚可通
过小型天文望远镜试着找找它们的踪影。”
宋媛媛说。

新华社天津8月18日
电（记者周润健）8月 19日
是末伏的最后一天，长达
40天的“三伏”终于从人们
的生活中走了出来，8月 20
日出伏，宣告今年的伏天
正式结束。

历史学者、天津社科
院研究员罗澍伟介绍，伏，
代表一年中“宜伏不宜动”
的最热时日，每年的“三
伏”大都在 7月中旬到 8月
中旬之间。

告别了“三伏”，是不
是意味着告别了夏天呢？
罗澍伟认为，理论上说应
是如此，而且今年出伏后
的第四天，就将迎来标志
着暑热行将结束的“处暑”
节气。但由于我国幅员辽
阔，大部分地区仍会处在
炎炎夏日当中，不会马上
凉爽，人们还要当心“秋老
虎”发威。

所谓“秋老虎”，是指
出伏后短时间回热到 35摄
氏度以上的天气，大多发
生在每年公历 8月下旬至
9月上旬，气候特征是早晚
清凉、午后高温暴晒。

“‘秋老虎’有时来得
早，有时来得晚，有时还会
去而复返。清代的《清嘉
录》总结说：‘处暑后，天气
犹暄，约再历十八日而始
凉’。‘秋老虎’带来的暑热
天气依然要维持半个月以
上，但总的来说空气湿度
大减，昼夜温差开始增
大。”罗澍伟说。

出伏后天气日渐干
燥，人们易患干咳少痰、
口干舌燥、鼻咽不适等

“秋燥”之症；又由于天气
由热转凉，很多人易感疲
劳，也就是民间常说的

“秋乏”。
罗澍伟结合民间传

统和养生专家的建议说，
对付“秋燥”，首先是及时
补充身体水分，经常喝稀
饭、清茶、菜汤、豆浆等；
常食清热生津、养阴润肺
的食物，如萝卜、蜂蜜、菠
菜、番茄、芹菜、薯类、莲
藕、银耳、百合以及各种
新上市的时鲜水果；一日
三餐，应多清淡，少油腻，
注意增酸少辛，合理饮
食。

为有效驱除“秋乏”，
罗澍伟建议，若遇天高云
淡的爽朗秋光，要到户外
走走，适当做些有氧运
动，如爬山、慢跑、散步、
做操等；经常按摩和梳理
头发，保持头脑清醒；适
时调节情绪，保持良好心
境，缓解压力；注意劳逸
结合，早睡早起及午间小
憩。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记者胡喆）记
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国家航天局与巴西航
天局、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印度空间研究
组织和南非国家航天局等金砖国家航天机

构负责人 18日进行了视频会议，并签署了
《关于金砖国家遥感卫星星座合作的协定》。

据悉，该星座将由金砖国家现有卫星组
成，包括中国的高分六号卫星和资源三号02

卫星、中国和巴西联合研制的中巴地球资源
卫星04卫星、俄罗斯老人星五系1颗卫星以
及印度资源卫星二号和二号A卫星。

国家航天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金砖国

家航天机构之间建立“遥感卫星虚拟星
座”，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将有助于应对人
类面临的全球气候变化、重大灾害和环境
保护等挑战。

随身携带三把精致的小扳手，走路时兜
里叮叮当当响，一听见走廊里出现这熟悉的
声音，病房里的“天线宝宝”们就围了过来，
让黄华强医生帮忙“拧螺丝”。

“我头环上的螺丝松了”“我骨盆这儿拧
得有点紧了”……黄华强熟练地从兜里掏出
小扳手，三两下就搞定了。“感觉我不像医
生，倒像一个维修师傅。”他笑着说。

黄华强是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医生，
每天他都要带着小扳手查房。病房里住着被称
为“天线宝宝”的患者，他们的头部和腰部分别
套着一个钢环，并用4根高过头顶的支撑杆连
接固定，看起来就像动画片中的“天线宝宝”。

这套装备名叫“头盆环”，是黄华强的师傅、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主任梁益建经过多年
研究，专门为“天线宝宝”们发明的治疗工具。

“天线宝宝”们都是重度脊柱畸形患者，很
多人都是先天性脊柱畸形，随着年纪增长情况
越来越糟糕。大部分患者直不起腰，一些患者
整个人甚至是“折叠”起来的。脊柱畸形改变
的不仅是他们的外形，与之相生相伴的呼吸衰
竭、心脏衰竭，也在不断侵蚀着他们的生命。

“我们通过‘头盆环’牵引，让脊柱逐渐从
重弯变为轻弯，再实施手术。”黄华强说，术后
继续通过“头盆环”牵引，治疗效果会很好。

最近，黄华强所在的医院脊柱畸形团队
为 17岁的平平（化名）实施了矫正手术，手
术很成功。平平的妈妈欧女士激动地对记
者说：“孩子终于能挺直腰，再也不用看别人
异样的眼光了。”

以前因为重度脊柱畸形，17岁的平平身
高仅有1.38米，身体呈现“折叠”状态。“以前孩
子的背上能看到一个‘折叠’造成的‘折角’，摸
着是突出的，现在整个背是平的了。”欧女士
说，孩子手术后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问

“我的背平了吗”，作为母亲，看着孩子受了
这么多年的苦，她止不住落泪，“现在孩子终
于跟其他人一样了。”

让更多像平平这样的患者能够挺直腰
杆，是医院脊柱畸形团队孜孜不倦的追求。
目前，他们团队每年都要治疗来自全国各地
的 1万多名脊柱畸形患者，其中约 400名是
极重度脊柱畸形患者。

近年来，脊柱畸形团队还突破了国际公
认极重度脊柱畸形手术的三大禁区——极
重度脊柱畸形无法矫正、极重度脊柱畸形合
并脊髓畸形无法矫正、极重度脊柱畸形合并
极重度呼吸功能障碍无法矫正；提出极重度
脊柱侧弯患者术后应达到“三平一正”的治
疗标准……这些突破背后是一个个“天线宝
宝”们被“打开”的人生。

极重度脊柱畸形矫正手术常常一做就
是六七个小时，现在，梁益建的工作每天都
排得满满当当，经常是上午看门诊，中午就

连轴转做手术。有好几次，做完手术后的他
实在太累了，就直接躺在手术室的地上睡着
了。“要全心全意为患者治病，为了让越来越
多患者直起腰杆，我们要不断突破。”梁益建
说，这也是整个团队的目标。

如今，医院的脊柱畸形团队已经发展到
8个人，各有专攻方向，也建立起通力合作机
制。为了让“天线宝宝”们重拾自信，他们还
经常组织歌唱比赛。“在治疗中，音乐起到了
非常大的作用，如果肺活量不达标，做手术
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考虑了很多提高肺活
量的方法，都比较枯燥，但音乐是最动人
的。不仅能起到治疗效果，还能让患者感受
到快乐，越来越阳光。”黄华强说。

在师傅的带领下，徒弟黄华强也有了新
的目标，不仅要把这一套治疗技术传承下
去，还要走得更远。“我正在研究如何把 3D
打印技术与矫正手术结合起来，让治疗效果
更好。”他说。 新华社成都8月18日电

四川阿坝
两对大熊猫
双胞胎满月

8 月 17 日，中国大熊
猫保护研究中心神树坪基
地育幼室，大熊猫“苏珊”
和“珍珍”产下的两对双胞
胎幼崽今日满月，躺在育
婴箱里的它们活蹦乱跳，
拍下今生第一张合照。图
为大熊猫“苏珊”的双胞胎
合影。 中新社 发

20日出伏
小心“秋燥”
“秋乏”伤身

签署遥感卫星数据共享合作协定

“巨人行星”木星20日“冲日”
灿若宝石整夜可见

金砖国家航天机构

这群医生
打开“天线宝宝”的“折叠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