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合肥9月22日电（记者 徐
海涛 张泉 陈诺）22日是周日，安徽合肥
西郊科学岛上的一个实验室内却十分热
闹，轰鸣声从一个巨大的白色罐体传来，
身着白大褂的科研人员紧盯着罐体上方
的小屏幕。

“40.99”“41.15”“42.02”，随着屏幕
上数字不断提高并最终定格，众人发出
欢呼：“42.02万高斯！破纪录了！”

经现场专家组确认，中国科学院合
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自主
研制的水冷磁体产生了42.02万高斯的
稳态磁场，打破了2017年由美国国家强
磁场实验室水冷磁体产生的41.4万高斯
的世界纪录。

为什么要创造稳态强磁场为什么要创造稳态强磁场？？

据介绍，稳态强磁场是开展物质科
学前沿研究所需的一种极端实验条件，
是推动重大科学发现的“利器”。在强磁
场实验环境下，物质特性会受到调控，有
利于科学家发现物质新现象、研究物质
新规律，为物理、化学、材料和生物等学
科研究提供了新途径。

几十年来，全球科学家在稳态强磁
场条件下取得了众多重大科研成果，其
中有 10 多项获得诺贝尔奖。强磁场技
术已成为国际科技竞争的重要领域。

“与此同时，稳态强磁场技术已在我
们生产生活中有多项应用，比如医院的
核磁共振设备。”强磁场科学中心磁体运
行与实验测量部副主任郗传英说，更强
的磁场将为研制高温超导材料、高性能
电池以及生物医疗设备等提供更大助
力。

4242..0202万高斯稳态强磁场有多强万高斯稳态强磁场有多强？？

据介绍，地球磁场约为 0.5 高斯，
42.02万高斯相当于地球磁场的80多万
倍，标志着我国乃至世界水冷磁体技术
发展的新高峰。

“就像显微镜放大 100 倍比放大 10
倍能看得更清楚，这一磁体的成功研制
将为科研人员提供更强大的实验条件和
创新环境。”强磁场科学中心学术主任匡
光力说。

据悉，稳态强磁场磁体分为三种类
型，即水冷磁体、超导磁体以及由水冷磁
体和超导磁体组合的混合磁体。“水冷磁
体、超导磁体都是‘单打高手’，混合磁体
是‘混双组合’。2022年，我们曾以综合

优势问鼎‘混双冠军’，今天，我们又拿下
了一项‘单打冠军’。”匡光力说。

水冷磁体新纪录是怎样产生的水冷磁体新纪录是怎样产生的？？

42.02 万高斯水冷磁体新纪录的产
生，得益于我国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的
建设运行。

该装置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十一五”
期间立项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2017年通过国家验收并正式投入运行，
使我国成为美国、法国、荷兰、日本之后
第五个拥有稳态强磁场的国家。

截至2023年底，该装置已为国内外
近200家单位3000余项课题提供了实验
条件，多项成果已成功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

依托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强磁场
技术研究团队经过近4年努力，创新了
磁体结构、优化了制造工艺，最终在32.3
兆瓦的电源功率下产生42.02万高斯的
稳态磁场。

“这一磁体的研制成功，为我国未来
建设更高场强的稳态磁体打下关键技术
基础。”匡光力说。

据悉，下一代稳态强磁场大科学装
置将建设以55T混合磁体为代表的具有
国际领先水平的稳态磁体群，以及集成
多种利用先进波源的测量系统，主要目
标是解决新型电子材料研发、重大疾病
病理及药物研发等世界前沿科技问题。

新华社杭州9月22日电（黄一
宸 占康）记者 22 日从“第二届航天
医学前沿论坛”获悉，目前我国已建
立起特色航天营养保障体系，并着
眼未来深空探测任务进行战略技术
储备。

刚刚过去的中秋节，神舟十八
号飞行乘组在中国空间站内除了
品尝莲蓉馅的“太空月饼”，还分享
了香辣羊肉、土豆牛肉、红烩猪排、
奶香鸡米、马蹄糯米糕等——这是
地面支持团队提前根据每名航天
员的口味喜好准备的个性化“中秋

大餐”。
“空间站阶段，我们突破了中

式菜肴工程化关键技术，将中国菜
搬上了‘太空餐桌’，让航天员远在
太空也能享受到‘家的味道’。”中
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李莹辉介
绍，我国还提升了精准营养调控技
术，研制出精准的飞行营养供给量
标准，以应对太空失重等引起的人
体生理问题，全力保障航天员开展
180 天以上的健康飞行；突破了在
轨功能性航天食品关键技术，研制
了抗氧化、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

疲劳、调节肠道菌群等功能性航天
食品，助力提升航天员在轨适应能
力。

相较于空间站驻留，月面驻
留面临着更大的补给挑战，远离
地球使得补给成本增加、时效性
降低。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臧鹏
表示，着眼未来深空探测任务战略技
术储备，我国布局了在轨烹饪、地外
生存新型食品创制关键技术研究，为
未来长期地外生存提供基础保障条
件。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记者 白阳）2024年国家统
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于9月21日、22日分两批次
举行。记者从司法部获悉，此次考试共有96万余人报名
参考，同比增长12%；其中，法治实务部门报名26万余人。

据悉，此次考试中，全国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共设置330个考区、631个考
点、9000余个考场。考试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重要考查
内容，突出法律职业的实践导向，坚持以案例题为主，全面
考查考生的政治素养、法律专业能力和职业操守。考试期
间，司法部派出11个巡考组检查指导考试工作。

根据工作安排，客观题考试成绩将于9月26日公布，
成绩合格人员可于9月26日至30日确认参加主观题考
试，主观题考试将于10月20日举行。

新华社南京9月22日电（记者
王珏玢）生物发光是自然界中最令人
着迷的奇观之一，无论是深海中发光
的鱼类还是夏夜翩翩起舞的萤火虫，
都不断吸引人类探寻其中的奥秘。
最近，一项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
生物研究所领衔的国际研究在约 1
亿年前的缅甸琥珀中新发现一枚萤
火虫化石。这为探寻生物发光的演
化历史打开了新窗口。

领导此项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南
古所研究员蔡晨阳向记者介绍，这
枚新发现的萤火虫化石保存在约 1

亿年前的白垩纪中期缅甸琥珀中，
代表了萤科动物的一个新属种，研
究团队将其命名为何海坤弗拉马里
翁熠萤。

从形态上看，这种熠萤体长不足
1厘米，拥有一对细长的触角和一对
透明的翅膀。它的腹部末端附近有
一个明显的发光器，这是萤火虫特有
的生物发光器官。这个发光器官在
化石中清晰可见，并且与现代萤火虫
的形态十分相似，表明这种萤火虫在
白垩纪时期就已经具备了发光的能
力，且发光器官在演化过程中保持了

较高的稳定性。
此外，熠萤的触角末端还具有明

显的椭圆形感受器。科研团队认为，
这可能是特化的嗅觉感官，用于在夜
晚寻找配偶。

“通过现阶段的化石详细分析，
我们推测，这类白垩纪熠萤的发光器
可能既用于夜间求偶，也用于生物个
体间的交流。这一发现丰富了我们
对萤火虫演化历史的认识，未来随着
更多化石的发现，我们有望进一步了
解昆虫发光的演化历史以及形成机
制。”蔡晨阳说。

新华社上海9月22日电（记者 杨金志 郭慕清）“金
气秋分，风清露冷秋期半。凉蟾光满。桂子飘香远。”

此时节，蝉鸣渐止，银杏新黄，光阴对折，天地平分一
场秋色。这种感受正所谓是：风清、露冷、秋期半、月光
凉、桂花香……宋代词人谢逸，用寥寥数字，就将节气秋
分的特点描写得淋漓尽致。

何为秋“分”？一曰：昼夜平分。太阳在这一天到达
黄经180度，直射地球赤道，昼夜各12小时。二曰：秋季
平分。按农历来讲，立秋为秋季开始，霜降为秋季结束，
秋分在中间。正如元代吴澄编著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中所言：“分者，半也。此当九十日之半，故谓之分。”西汉

《春秋繁露》也记载：“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
暑平。”

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田兆元表示，中国
古人认为，万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春分为“日中”，秋
分为“宵中”，都是昼夜平分。春分后白天越来越长，夏至
时到极限；秋分后夜晚越来越长，冬至时到极限。二十四
节气是古人根据太阳运行规律编制的“时间地图”，被誉
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有仲春、
仲夏、仲秋、仲冬的记载，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这体
现出古人对于自然节点的精准把握，是中国对人类科学
事业的重要贡献之一。

我国古人将秋分分为三候：一候雷始收声，二候蛰虫
坯户，三候水始涸。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声，秋
分后阴气开始旺盛，所以不再打雷，这标志着暑气的终
结，也是秋寒的开始；由于天气变冷，蛰居的小虫开始藏
入洞中，并且用细土将洞口封起来以防寒气侵入；由于天
气干燥，水汽蒸发快，所以湖泊与河流中的水量变少，一
些沼泽和水洼便处于干涸之中。

秋分时节还是收获稻谷、玉米、大豆等农作物的重要
时期。自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
农民丰收节”。秋分时很多传统民俗，也都饱含期盼风调
雨顺、庄稼丰收的意思，比如，祭月、竖蛋、送秋牛图等。

秋分更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时节。面对时序轮转、万
物更迭，无数文人墨客用诗词来刻画心中的“半秋”之景、
之思，留下无数脍炙人口的佳句名篇，在历史长河里熠熠
生辉。

诗人杜甫的《晚晴》曰：“返照斜初彻，浮云薄未归。
江虹明远饮，峡雨落馀飞。凫雁终高去，熊罴觉自肥。秋
分客尚在，竹露夕微微。”这首诗描绘了秋分时节的雨后
景象，展现了秋天的宁静与美丽。

读诗人贾岛的《夜喜贺兰三见访》，除了能感受到秋
夜之静谧，还能体会诗人见到友人的喜悦之情。诗曰：

“漏钟仍夜浅，时节欲秋分。泉聒栖松鹤，风除翳月云。
踏苔行引兴，枕石卧论文。即此寻常静，来多只是君。”

贾岛是唐代苦吟诗人的代表。此诗笔触轻松明快，
妥帖自然，刻画了一幅美好的秋夜行吟图。夜晚，朋友来
访。泉水叮咚，仙鹤栖树；松风吹拂，云开雾散，明月当空
照；二人谈诗论道，相谈甚欢。尾联诗人写道，自己居住
在如此人迹罕至的地方，很少有人来访，即便是有人来，
也大多只有贺兰三这个朋友前来，更是刻画出二人甚笃
的珍贵友谊。

迎来秋分，于个人而言，也是一个反思过去和规划未
来的时间节点，感受其“分”字所象征的平衡与和谐，至关
重要。生活、工作恰如其“分”，让人生也如秋天一样，收
获丰硕果实。

相当于地球磁场80多万倍

我国创造世界水冷磁体技术新高峰

我国特色航天营养保障体系建立 未来“太空餐桌”更丰富

新发现！1亿年前琥珀里的萤火虫
96万余人报名参加

2024年法考客观题考试

秋分：昼夜平分日 寒暑交替时

99月月2222日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自主研制的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自主研制的
水冷磁体产生了水冷磁体产生了4242..0202万高斯的稳态磁场万高斯的稳态磁场。。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99月月2222日日，，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科科
研人员在中控室内交流研人员在中控室内交流。。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端张端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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