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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外陨石何处来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记

者唐志强）当人们在夜晚仰望天空
时或许会看到流星坠落的闪光轨
迹。流星体如果没在大气层内燃
尽，坠落地面后就成为陨石。这些

“天外来客”是从哪里飞到地球的？
目前人类已知的陨石有7万多

颗。此前科学界根据它们的构成
判定，其中约有6％来自月球、火星
和灶神星。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欧洲南方天文台和捷克查理大

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近期在《天文
和天体物理学》杂志和《自然》杂志
上先后发表3篇论文说，他们发现，
目前已知陨石中约有70％来自3
个小行星家族。

这3个小行星家族分别命名为
“卡琳”“科罗尼斯”和“马赛”，位于
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的太阳系主
小行星带，是由距今580万年、750
万年和4000万年前的3次撞击形
成的。研究人员通过望远镜观测

主小行星带所有主要小行星家族
的构成，并用计算机模拟了这些小
行星家族的撞击和演化得出了上
述结论。其中仅“马赛”小行星家
族就贡献了37％的“访地”陨石。

主小行星带也被称为主带，汇
集了太阳系内近98.5％的小行星。
它们由原始太阳星云中的一部分星
子（比行星微小的行星前身）形成。
因为木星引力的影响，这些星子既不
能被火星吸收，自身也不能积聚成大
行星，最终演化成了大量小行星。
小行星在主带内一旦“撞车”，碎片
会形成更多的小行星或飞出主带。

从宇宙的时间尺度看，这3次
撞击算是“新近发生”。研究人员解
释说，相比更加古老的天体碰撞，新
近撞击产生的小行星家族碎片更
多、更活跃。这些碎片脱离主带飞
向地球的概率更高。

应用这种方法，研究人员还确
定了更多陨石的来源，目前总计超
过 90％的地球陨石“身世”已明
确。他们未来将聚焦近5000万年
内撞击产生的小行星家族，为剩余
不到10％的陨石溯源助力。同样
的方法还可用于追溯千米级大小
的小行星来源。

留心，这些信号
可能是你的骨骼在“报警”

新华社沈阳 10月 20 日电
（记者于也童）每年的10月20日
是世界骨质疏松日。由于早期
没有明显症状，骨质疏松症往往
呈现患病率高、知晓率低的特
点。身体出现何种异常是骨骼
在“报警”？哪些人群更易患上
骨质疏松？如何更好预防？记
者近日采访了多位专家，对这些
问题进行了解答。

骨质疏松症是骨强度下
降、骨折风险增加的代谢性骨
骼疾病，其引发的骨质疏松性
骨折等多重并发症，严重威胁
人们健康。

“骨质疏松症疾病信号不明
显，人们往往骨折后到医院就
诊，才发现自己患上了骨质疏松
症。”但这一疾病并非完全无迹
可寻，沈阳市骨科医院软伤科副
主任、主任医师韩涛提示，当身
体出现以下异常时，要考虑是骨
质疏松症释放的信号。

“我们可以试着压一压腰背
部，感受一下有没有酸胀疼痛。”
韩涛说，对提重物、咳嗽后突发
出现的局限于腰背部的疼痛，或
长期出现的慢性腰背痛，要警惕
是否患上了骨质疏松症。

专家提示，还可测一测自己

的身高是否大幅变矮。“如果身
高比年轻时下降4厘米以上，建
议到医院进行骨质疏松筛查。”
韩涛还表示，若腰背、手腕等部
位轻轻摔一跤就骨折的，也要考
虑是不是骨质疏松症。

哪些人群是骨质疏松症的
高发人群？沈阳市妇婴医院妇
科门诊副主任兰翀提示，骨质疏
松更容易找上更年期女性。“更
年期女性卵巢功能下降，雌激素
缺乏引起骨量丢失，患骨质疏松
症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此外，70岁以上的老年人，
有不爱运动、常熬夜、爱喝碳酸
饮料、经常抽烟喝酒等不良生活
习惯的年轻人也容易患上骨质
疏松症。

专家建议，骨质疏松症患者
除适当锻炼和药物治疗外，饮食
的合理搭配也非常重要。

“骨质疏松症患者应多吃高
钙、富含维生素D和蛋白质的食
物，注意低盐少糖，还应保持良
好的生活习惯，日常接受充足的
阳光照射，避免过度摄入咖啡和
碳酸饮料等对骨骼健康不利的
饮品。”韩涛提示，高龄老人、更
年期女性等特殊人群应定期进
行骨密度检测。

论文也要“蹭热点”
提及AI会使引用率上升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随
着人工智能（AI）的普及，越来越
多科研人员开始使用AI工具。
近日在英国《自然·人类行为》杂
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与未
提及AI的科研论文相比，提及AI
的科研论文引用率更高。

美国西北大学等机构研究
人员分析了1960年至2019年发
表的约7500万篇论文，涵盖19
个学科。结果发现，标题或摘要
提及“机器学习”“深度神经网
络”等AI术语的论文，更有可能
跻身其所在领域引用次数最多
论文的前5％之列，在其他领域
往往也能获得更多引用。

研究还发现，过去20年中，
研究所涉及19个学科的研究人

员都加强了对AI工具的使用，但
存在较大差异，计算机科学、数
学和工程学的使用率最高，历
史、艺术和政治学的使用率最
低，地质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
学的使用率则介于两者之间。

这项研究对AI如何改变科
研进行了量化分析。不过，鉴
于调查的截止日期，这项研究
没有捕捉到AI的最新进展，例
如ChatGPT等大型语言模型已
经改变了一些科研人员的研究
方式。

该研究结果也引发了担忧。
美国耶鲁大学关注科技领域的人
类学副教授莉萨·梅塞里表示，她
担心有些科研人员会为了增加论
文引用率而滥用AI工具。

从凝聚精神力量的《觉醒年
代》《问苍茫》，到展现时代发展的
《山海情》《我们这十年》，再到描
摹人间烟火的《装台》《人世间》，
一段时间以来，电视和网络视听
艺术工作者潜心创作，推出了一
批佳作。

这些作品积累了哪些创作经
验？如何推动电视和网络视听艺
术更好发展？作为第15届中国金
鹰电视艺术节的主体活动之一，新
时代电视和网络视听艺术高质量
发展研讨会日前在湖南长沙举
办。与会业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展
开探讨交流，为繁荣发展视听艺术
建言献策。

中国视协分党组书记闫少非
表示，十年来，我国电视和网络视
听在艺术创作、行业发展、行风建
设等方面发生了可喜变化。如何
把艺术创作深度融汇于人民属性、

时代情怀和中华审美的大格局中，
推出更多优秀作品，是文艺工作者
必须深入思考和回应的重大命题。

与会人士认为，推动电视和网
络视听艺术持续推出精品、不断攀
登高峰，需要坚持讴歌时代、扎根
人民。

《情满四合院》中的何雨柱、秦
淮茹等人物有各自独特的身世、脾
气和优缺点，《漫长的季节》展现人
性的复杂多样，《警察荣誉》通过人
物故事折射当代警察行业风气的
变迁……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副主席王一川看来，十年来，我国
荧屏上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折射
出当代社会的变迁，这为未来电视
和网络视听艺术创作积累了宝贵
经验。

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认为，视听
艺术的守正创新，需要从时代中寻
找主题，从生活中探寻题材。“所有

的创新，人物也罢、主题也罢、题材
拓展也罢，都不是凭空而来的，而
是来源于对生活的了解。”他说，

“创新不是自说自话，满足人民群
众的需求才是创新的目的。”

近年来，科技进步为电视和网
络视听艺术创作带来更多可能。
如何通过技术赋能更好推动视听
艺术创新发展？

节目《歌手2024》制片人洪啸
介绍：《歌手 2024》借助技术手
段，让观众可以像导播一样随机
切换心仪的机位；还通过顶级音
响设备，让现场观众和屏幕前的
观众都可以真切感受到歌手演唱
的细节。“我们思考的是如何利用
新技术更好服务观众，和观众进
行互动。”

“我们专门成立 AIGC 研究
院，研发了一套通过AIGC辅助影
视剧本筛选、创作和优化的系统，

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率。”
华策影视集团副总编辑贾尧说，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坚持内容为
王。在此基础上通过先进技术来
辅助创作，才有可能更加精准把握
市场变化、找准观众需求、回应社
会期待。”

与会人士也认为，视听艺术的
发展，离不开高质量人才的培养。

浙江传媒学院副校长李文冰
认为，要根据技术的迭代更新和行
业的前沿需求进行专业布局，注重
产教融合培养模式的构建，加强实
践性教学体系的建设，以此推动人
才培养体系的不断创新。

“在电视与网络视听人才培养
过程中，要不断提升学生对中华文
化的理解和认识，让当代青年坚定
文化自信，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
事。”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李胜利
说。 （新华社记者 王 鹏 张玉洁）

扎根人民 守正创新
——业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共话推动视听艺术高质量发展

10月20日，在吉林省吉
林市举行的2024中国·吉林全
国航空模型邀请赛上，中国国
家航空模型队为观众进行航
空模型飞行表演。

图①②为10月20日，模型
飞机进行单机特技飞行表演。

图③为10月 20日，表演
者操纵模型直升机进行飞行
表演。

（新华社记者 颜麟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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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敏琴已经好几年不跑马拉
松了，但跑圈仍有她的传说。

她是中国最早参加马拉松比
赛的女性之一。1981年的天津马
拉松，她是女子组冠军。

那年她25岁，在天津一所中学
当体育老师。虽然爱好运动、喜欢
跑步，但正式比赛只参加过5000米
跑。她和她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
都没听说过马拉松项目，更不知道
要跑40多公里。

出于好奇，她报名参加了那年
首届“天马”。前面20公里，她跟随
一群男跑者，春风得意。但到了30
公里，她身体出现剧烈反应，不停
呕吐，腿如灌铅。

出于安全考虑，有组委会工作
人员劝她放弃。救护车、医护人员
随时待命护她下场。但天生要强
的性格和夹道欢呼的人群，让她最
终挪到了终点。

4小时26分34秒4，她在女子
组中第一个完赛。这个成绩如今
看来有些微不足道，但在43年前，
从事马拉松运动的人少之又少，敢

于站上马拉松赛场的女性，更是凤
毛麟角。

首个“全马”即夺冠，罗敏琴成
了跑圈“大神”。

从此，她迷上了马拉松，享受
奔跑的感觉。“不是我选择了马拉
松，而是马拉松收留了我。它让我
安心，有了归宿感。”罗敏琴说。

连续疲劳参赛，又不懂科学训
练、营养保健，让罗敏琴身体多个
部位出现不同程度的运动损伤。
有一次她从学校的单杠上掉下来，
膝关节骨折，几乎要葬送她的运动
生命。

她仍坚持奔跑，但不得不减少
跑马频次，后来只能跑“半马”、10
公里、5公里。

随着年龄增长，罗敏琴更多投
身于马拉松赛事组织、服务工作。
如今，68岁的她虽然不再参加正式
比赛，但依然热爱运动，更活跃在
天津各大健身组织和体育社团，是
天津市公园健身协会、天津市社会
体育指导员协会、天津市老年人体
育协会等多个社团的核心成员。

10月20日鸣枪开跑的2024天
津马拉松赛（以下简称“天马”），罗
敏琴也以多个身份参与其中，忙得
不可开交。她不仅要组织赛道沿途
的文艺展演项目和拉拉队，还担任
天津马拉松的“热力推荐官”，在媒
体直播间为“天马”助力、造势。

看着奔跑的人群，罗敏琴心潮
澎湃。她追忆自己的青春梦想、

“跑马人生”，更慨叹中国马拉松40
多年来的风起云涌、日新月异。

1981年的“天马”，参赛人数只
有165人，而今年已达3万人，报名
人数更是突破12万。“从百余人到
数万人，这不仅仅是数据的简单增
加，而是中国马拉松爆发式发展的
缩影和写照。”罗敏琴说。

如今的马拉松赛事可谓遍地开
花。根据《2023中国路跑赛事蓝皮
书》，2023年全国举行了699场路跑
赛事，总参赛规模为605.19万人次；
几乎每一天有两场马拉松在进行，
尤其是每年的4月和10月，路跑赛
事更是扎堆举行，平均每天4场。

即便赛事如此之多，对于跑者

而言，依然远远不够，中签如中奖。
在罗敏琴看来，一签难求，是人们健
康理念不断进步的具象表现，也是
国人追求健康生活的最佳注脚。

“40多年前，人们首先顾及的是
吃、穿、用，运动健身的理念和需求
都很模糊，要找一个‘跑马搭子’都
很难，那时的马拉松是一项孤独的
运动。”罗敏琴说，如今的马拉松不
仅成为运动健身的有效途径、积极
新潮的生活方式，还成为释放压力、
舒缓情绪、精准社交的多元平台。

站在风口的马拉松不断改革，
适应新局。罗敏琴说：“最初的马
拉松比赛只有‘全马’，那时的我没
得选，不像现在，除了‘全马’，还推
出了‘半马’、女子马拉松、摇滚马
拉松、森林马拉松、健康跑、亲子
跑、公益跑……”

为满足多元需求，马拉松赛事
“卷”出了新水平，在组织、运营、保
障、服务等环节费尽心思，不乏硬核
科技、人文巧思。各个想成为跑者心
中那个“一生一定要参加的马拉松”。

当不断创新、蜕变的中国马拉松
踏上发展新征程，作为初代跑者的罗
敏琴，也许下了新目标——70岁的
时候，她要穿上跑鞋、回归赛道！

生命不息，奔跑不止。罗敏琴
说，她要拥抱马拉松的新时代。（新
华社记者 张泽伟 尹思源 宋瑞完）

初代跑者：
亲历中国马拉松40余年巨变

《肥胖症诊疗指南
（2024年版）》发布

新华社北京 10月 20 日电
（记者顾天成 董瑞丰）明确肥胖
症的定义、诊断标准、分型、分期
及相关疾病；规范我国肥胖症临
床诊疗路径，提高医疗机构肥胖
症诊疗同质化水平……近日，国
家卫生健康委发布《肥胖症诊疗
指南（2024年版）》，指导进一步提
高我国肥胖症诊疗规范化水平。

近年来，我国超重和肥胖人
群的患病率呈持续上升趋势。作
为慢性疾病中的独立病种及多种
慢性疾病的重要致病因素，肥胖
症的诊疗引发公众广泛关注。

“作为首部由国家卫生健康
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权威指南，
指南强调循证医学与多学科合
作，为肥胖症临床诊疗提供科
学、规范、同质化的指导路径。”
指南编写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
友谊医院副院长张忠涛介绍，指
南对肥胖症临床营养、药物治
疗、手术治疗、行为心理干预、运
动干预等领域予以详细指导和
规范，保障医疗质量安全，维护
患者健康权益。

如何诊断肥胖症，哪种程度

需要医疗干预？指南对此明确，
肥胖症的诊断标准包括基于体
质指数、体型特征、体脂比和儿
童青少年肥胖症诊断标准四
类。其中，在我国成年人群中，
BMI（体质指数）达到或超过
28kg/㎡（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为肥胖症。

指南编写委员会主任委员、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
任纪立农介绍，为指导临床诊疗，
指南对肥胖症的程度进一步精细
化分级，包括轻度、中度、重度、极
重度，并结合是否有肥胖症相关
疾病，有针对性地治疗，临床实践
能够在指南中找到对应的、符合
循证医学的治疗方案。

专家强调，多数超重肥胖是
不良生活方式所导致的，根本的
解决方法是要坚持健康的生活
方式，包括通过合理饮食、适当
运动来使体重控制在健康范围
内。肥胖症的临床治疗，无论采
取何种办法，治疗基础都是患者
行为改变，只有自己的行为改变
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防治
效果才会最大化。

2022年9月，受台风“南玛都”外围环流的影响，巴拿马籍空载散
货船布鲁威斯号“闯入”山东省荣成市好运角旅游度假区海域，就此搁
浅，成为一道独特的海疆风景线。图为10月19日，游客在布鲁威斯号
轮船搁浅处附近的海滩上游玩。 （新华社记者 杨 光 摄）

别样的海疆风景线别样的海疆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