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版2 本版主编 李洪岩 编辑 吴 思 刘 莹科技新风2020年3月27日

国家发改委微信平台日前发布消息称，
由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牵头制定的
《民用卫生口罩》团体标准本月正式发布。

消息称，该标准的发布，填补了我国民
用卫生口罩领域标准的空白，改变了市场无
标可依、无标可查的现状，为口罩企业规范
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撑，为市场监管部门提供
了监管依据，为消费者提供了权威的卫生口
罩购买指南。

疫情凸显民用卫生口罩标准
需求

为什么要制定《民用卫生口罩》团体
标准？

“疫情期间，口罩需求急剧增加，出现
了民用口罩企业采标乱、市场监管难、消费
者无从辨别等一系列新问题。”中国纺织工
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
会会长李陵申说。另外，目前国家相关口罩
标准中没有对儿童口罩进行专门规定，疫情
期间儿童应该选用什么样的口罩，也成为社
会焦点所在。

李陵申介绍，此前，我国口罩标准主
要涉及民用防护、工业防护和医用防护三
大领域。

民 用 防 护 型 口 罩 标 准 GB/T
32610-2016 《日常防护型口罩技术规
范》、GB 2626-2006《呼吸防护用品自吸
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主要适用于颗粒
物防护，在本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然而，在复工复产和日常生活中大量使
用的口罩，以平面型口罩为主，无法满足上
述两个标准要求。

医用领域标准GB 19083-2010《医用
防护口罩技术要求》、YY 0469-2011《医
用外科口罩》、YY/T 0969-2013《一次性
使用医用口罩》，主要适用于医疗机构，供
医护人员使用的口罩。

也就是说，根据口罩使用场景及使用人
群，普通群众使用的卫生（阻隔型）口罩没
有合适标准。

“鉴于此，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
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紧急向中国纺织工业联
合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了《民用卫生口
罩》团体标准的立项申请。”李陵申说，标
准立项后，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立即
组织30余家机构，按照快速制定程序，开
展了标准制定。该标准从立项到发布，只用

了半个月时间。
经历立项准备、标准起草、征求意

见、标准报批多个步骤后，中国纺织工业
联合会、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共同
正式发布了《民用卫生口罩》标准。标准
号 为 ：T/CNTAC 55-2020、T/CNITA
09104-2020。

适用于日常环境阻隔飞沫、
细菌等

“《民用卫生口罩》标准适用于日常环
境中用于阻隔飞沫、花粉、细菌等颗粒物的
民用卫生口罩。”李陵申介绍，标准紧紧围
绕口罩应具备的功能及佩戴安全性设定指
标，主要包括材料安全性、佩戴安全性及必
要的防护功能，尤其是对佩戴口罩的舒适性
给予特别关注。

首先，确保可靠性、实用性。该标准口
罩分为成人口罩和儿童口罩，规格按照大中
小三类区分，可有效阻隔飞沫、花粉、微生
物等颗粒物传播，细菌过滤效率不低于
95%，颗粒物过滤效率不低于90%，不仅
适合复工、复学佩戴，也满足疫情后群众在
日常生活中对个人防护的要求。

其次，兼顾安全性、舒适性。关于佩戴
和材料要求，明确不应存在可触及的锐利尖
端和锐利边缘，原材料不应使用再生料，口
罩与皮肤直接接触材料不得染色等，明确规
定了环氧乙烷残留量、耐干摩擦色牢度、甲
醛含量、pH值、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
微生物指标、阻燃性能等指标；突出口罩佩
戴舒适性，成人用口罩通气阻力定为≤
49Pa，儿童用口罩通气阻力定为≤30Pa。

同时，考虑儿童生理发育特征，标准对
儿童口罩在安全性、舒适性、使用材料及口
罩设计方面都有单独要求，如：儿童口罩宜
采用耳挂式口罩带，不应有可拆卸小部件，
口罩带不应有自由端；配有鼻夹的儿童口
罩，其鼻夹应采用可塑性材质等等。

“《民用卫生口罩》是在复工、复产、
复学急需民用口罩标准的情况下，按照快速
制定程序颁布的标准，但不仅仅用于当前
疫情。符合该标准的民用卫生口罩，可以
在日常工作、生活环境中用于阻隔飞沫、
花粉、细菌等颗粒物，能够减少和降低疾
病的传播，对佩戴者起到防护作用。”李陵
申表示。

（据《科技日报》）

这些医学“黑科技”助力战“疫”
●张强 苏凯利 王泽锋

ｋ 复工复产戴啥口罩？
看清这个标准就行了

●刘园园

3月24日11时43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
将遥感三十号 06 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任务获得圆满成
功。 新华社发郭文彬摄

云飘忽不定，相比之下，雷就
显得“安分”多了，因为它会光顾一
个地方，而且不止一次。

如果你还在相信闪电不会击
中同一个地方两次，那么避雷针会
告诉你这不是真的。

“虽然雷电具有很高的随机性，
不过在同一区域，建筑物越高，雷击
的概率会越大。广州的‘小蛮腰’就
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它一年招致
100多次雷击，方圆一公里之内的
雷电几乎全部被它吸过去了。”南京
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物理学院教授谭
涌波说。

谭涌波告诉记者，广东和广西
是我国雷电的高发地区，这与两省
地处热带、亚热带有关，再加上季
风的影响，强对流天气比较多。此
外，东南沿海地区也属于雷电多发
区域，随着降水递减，中西部地区
雷电也逐渐减少。

“但是有一个例外，青藏高原
的山地雷暴相对较多。这是因为
那里海拔较高，地面温度较低，
天上的云极易达到0℃，产生大
量冰核，这样就利于形成对流天
气。”谭涌波说。

据《科技日报》）

“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广东今天开始
mRNA疫苗的动物攻毒保护试验。”19日，
在广东科学中心展出的“广东科技支撑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主题展上，广东省科技厅
厅长王瑞军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广东科技战“疫”，行动迅速。1月19
日紧急行动，1月23日立项部署。为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广东省科技厅成立以钟南山院
士为组长的专家组，组织实施三批应急科研
攻关项目，聚焦临床救治和药物、疫苗研
发、检测技术和产品、病毒病原学和流行病
学、动物模型构建等五大主攻方向。

在疫苗研发方面，广东并行开展腺病毒
载体疫苗、重组蛋白疫苗、mRNA疫苗等
研发，已取得阶段性进展。

与传统的灭活疫苗、减毒活疫苗相比，
mRNA疫苗的开发更便捷高效。开发过程
中，灭活疫苗、减毒活疫苗要对活病毒进行
扩增，扩增规模设施和安全防控的挑战较
大。开发mRNA疫苗则不需要扩增病毒，
关键步骤是在体外合成一种能翻译成特定蛋
白质的mRNA，这种技术如今已很成熟。

王瑞军透露，除了mRNA疫苗，腺病
毒载体疫苗也将在这两天开展动物实验。他
说：“我们最大特点是把优势科技力量组织
起来，实行大联合、大团队作战、产学研结
合，科技成果迅速应用到临床中。同时也树
立了以临床救治为核心，坚持科研与临床结
合的导向，把科技成果应用到抗疫一线。”

（据《科技日报》）

人工降雨说下就下？台风来袭登陆点受影响最大？

气象日这天气象日这天，，一起和这些传言较个真儿一起和这些传言较个真儿
●季天宇 张晔

“这款无线电子听诊器非常实用，隔着防护服
也能听诊，效果比普通听诊器还要好。”

“防雾效果真心不错，密闭性也很好，感觉眼
前明亮了好多。”

……
连日来，隔离式无线电子听诊器2.0版、医用

防雾护目镜等医学装备火遍了整个火神山医院。
医护人员试用后，纷纷给予高度评价。

穿着隔离服不方便为病人听诊怎么办？长时
间佩戴护目镜出现水雾怎么办？一整天在防护装
备下工作喝不上水怎么办？……很多人或许不知
道，这些平时看起来不算事儿的问题对一线抗疫
医护人员来说可是不得不解决的大事儿。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疫情伊始，海军军医大
学特色医学中心前后联动展开专项研究，研发了
一系列支持抗疫的“黑科技”，助力前方冲锋战疫。

隔离式无线电子听诊器2.0版

“有了这款听诊器，日常的肺部恢复情况就可
以凭借患者主诉和肺部听诊初步判断，不用再频
繁推着患者去做CT检查，既能让患者得到充分的
休息，也减轻了我们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军队支
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刘楠梅如是说。

听诊器是进行呼吸系统、心血管等疾病诊断
的重要工具，抗“疫”一线医务人员穿上防护服后，

市面上现有的机械式听诊器无法在临床使用。该
中心助理研究员李川涛，一直从事无线的脑电、心
电和血氧测量方面的研究，了解战“疫”一线医务
人员的需求后，创新研发了这款新式电子听诊器。

“环境安静时患者呼吸音可以听清楚，不过背
景噪音有些大。”“听诊器配带的手机进入污染区
增加了感染风险”。无线电子听诊器1.0版送到前
方后，面对前线医务人员反馈的改进意见，李川涛
带领团队又投入到2.0版本的紧张研发中去。

“为战胜疫情提供科技支撑，作为军队科研工
作者，我们责无旁贷。”经过团队7个日夜的奋力攻
关，2.0版无线电子听诊器在一线医务人员的支持
配合下，终于亮相。

该听诊器使用时由探头采集患者心肺音信
号，将数据经滤波放大处理后，通过蓝牙发送到防
护服内的耳机上，有效避免了医生与患者的直接
接触，从而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经了解，听诊
器探头采用悬浮膜技术，可在互不干扰的前提下，
在同一部位采集两种不同频率的生物电信号，使
病情分析更为明确。

医用防雾护目镜

一线医护人员长时间佩戴护目镜工作，内镜
片表面容易冷凝形成水雾，并出现眼球冲血、眼睛
水肿的现象。

“看到前线有的军队医务人员毅然摘下起雾
的护目镜，冒着被感染的风险为病人进行穿刺时，
我的心猛地被揪了一下。”该中心高级工程师骆星
九谈及防雾护目镜的研发初衷时，如是说。

当前，市面上普通护目镜使用过程中容易起
雾，导致医护人员视线模糊不清，极大地影响了日
常操作。他们研发的“医用防雾护目镜”很好地解
决了这一难题。

该款护目镜采用“主动防雾+辅助防雾”相结
合的防雾处理模式，主要是对护目镜片进行镀防
雾膜处理，防雾直接、快速，在护目镜框上下安装
形小质轻的单向呼吸阀体，精度比KN95口罩呼吸
精度还要高，使护目镜内外环境温度平衡，能在
4-6小时内有效减少水雾的形成，缓解了医务人
员眼睛不适的问题。

“我们开辟了科研项目申报绿色通道，只要是
能解决抗‘疫’一线的现实问题，随时申报、随时受
理，尽快出成果接受前线的检验，积极为疫情防控
贡献力量。”该中心领导说。

记者了解到，海军军医大学派出医疗队抗击
疫情以来，该中心依托现有科研成果积累，按照

“战时方式、特事特办”的原则，紧急启动科研战
“疫”快速响应项目课题。

目前，经组织专家评审，“规模化开展重症新
冠肺炎的HBOT氧疗建议”“医用口罩饮水装置
及储液囊研制”“自动靴套穿脱消毒一体机研制”
等9个科研项目已立项，并根据研究进展及时追
加经费支持，确保产品在抗疫一线实用管用。

（据《科技日报》）

台风一定带来强降水，人工增雨
想增就能增，闪电不会击中同一个地
方两次，断层云可以预测地震……一
年365天，台风、雷电、降雨，这些
与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天气
现象，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息息相
关。那么，网上流传的这些说法是

真的吗？
3月23日是世界气象日，又称

“国际气象日”，是世界气象组织在
1960年通过决议成立的纪念日。今
年气象日主题是：气候和水。科技
日报记者走访了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多位专家，听听他们怎么说。

2019年，超强热带风暴“利奇
马”令人闻风丧胆。但让人惊奇的
是，当它以每小时十五公里速度向
太湖东移动时，台风眼内几乎风平
浪静波澜不惊，而外侧100千米左
右却狂风暴雨气势骇人。

台风眼内气象温和并不是新
闻，但要问台风发生时哪里受到的
影响最大，可能很多人会说是登陆
地，因为在印象中越往内陆转移台
风的威力也就越弱。其实，台风是
一个复杂的天气系统，并非大家想
的这么简单。

一个发展成熟的台风气旋半径
一般在500到1000公里，高度可达
20公里，台风由外围区、最大风速
区和台风眼三个部分组成，台风登
陆地则是台风中心最初整体移动到
陆地的地方。

要说风雨最强的地方，“眼墙”
当仁不让。“距离台风眼30公里左
右的地方是风雨最强的区域，我们
称之为眼墙。眼墙有强烈的上升气
流，经常出现狂风暴雨，天气最为
恶劣。”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

学学院教授葛旭阳说。
台风无论大小，都不会只影响

台风中心或者登陆地，2004年时就
发生过一次怪异的现象。当时，第
18号台风于8月22日在福建省东部
登陆，中心区域天降大雨，28日左
右减弱为热带风暴。让人始料未及
的是，远离台风的山东河南等地也
出现了大暴雨，给当地带来了不同
程度的影响。

葛旭阳解释：“台风降水分为两
种，台风主体降水和远程降水。”主
体降水是台风范围内的降水，是最
常见也是目前防范的重点。远程降
水则是在台风几百公里外发生的，
当海洋上方来的暖空气与北方的冷
空气交汇，加上内陆中纬度系统的
相互作用，就会产生台风远程降水。

在葛旭阳看来，台风降水与台
风强度有一定关系。一些台风强度
小，风雨就不大，一些台风虽然强
度大，但是登陆后受到地面摩擦，
强度会逐渐衰减。台风降临，带来
降水毫无疑问，不过也未必总是强
降水。

台风登陆点风雨最强、受影响最明显？

真相：距离台风眼30公里左右狂风暴雨最集中

澳大利亚大火在燃烧了足足
210天之后，终于在今年2月13日
那天熄灭了，这场大火让澳大利亚
损失惨重，数亿只动物丧生，1170
万公顷土地被毁。

有人就要问了，为什么不直接
采用人工降雨的方式灭火呢？别天
真了，人工降雨不是想降就能降的。

人工降雨也称人工增雨，一般
在自然云已经降水或者近于降水的
条件下，人工降雨的方法才能发挥
作用。简而言之，人工降雨并非凭
空造雨，而是需要一定自然条件的。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物理学

院景晓琴博士介绍，人工降雨主
要有两种方法——暖云催化和冷
云催化。暖云是指温度高于0℃的
云，主要依靠云滴的碰并机制触
发降水，0℃以下的冷云想要降雨
则需要适量的冰核。如果没有这
样的物理条件，即便天气形势再
好，水汽条件再好，也很难实现
降雨。

人工降雨的过程并不复杂，常
见的方式是将装好催化剂的炮弹打
入云团。景晓琴总结人工降雨有

“三适当”，即适当部位，适当剂
量，适当时机。

人工增雨想增就能增？

真相：自然云已经降水或者近于降水是前提

近年来，网上有传言说：使用
碘化银催化剂带来的雨雪含有重
金属，于是有人呼吁孩子们不要吃
雪，玩耍过后也要及时洗手。那么，
碘化银真这么毒吗？

一般而言，一发炮弹只有
10g催化剂，碘化银分散在很大
区域里，单位面积重金属含量微
乎其微。科研人员曾对美国中西
部某一地区进行多年调查，这个
地区比较缺水，长期使用人工降
雨作业，监测的结果表明当地空
气中碘浓度是远低于世界卫生组

织标准的。人们不必紧张。
此外，暖云与冷云采用的催

化剂也不同，暖云使用盐粉、尿素
等吸湿性粒子使大云滴生成，冷云
使用干冰、碘化银等催化剂增加空
气中冰核或冰晶密度。“在这些催
化剂中，碘化银的成核效率非常
高，只需要1克就能形成1015个
冰核。”景晓琴说。

近年来，科学家还在持续研发
高效安全的催化剂，比如激光等，
但是目前仅限于实验室阶段，并未
投入到大规模应用中。

人工降雪含碘化银对人体有害？

真相：单位面积含量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标准

生活中常常听闻有“地震
云”一说，很多人认为那些看起
来很奇怪的云可以预测地震。事
实上，“地震云”根本不存在，专
家们已经辟谣多年。

“在网上看到网友发布的一些
断层云的图片，其实大多数是高积
云，也就是普通的云。之所以出现
天空的云层被齐刷刷地切去一半、
云与蓝天泾渭分明的情况，其实是
不同天气系统影响下造成的。”南
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与环境实验
教学中心高级实验师王巍巍解释
说，“如有较强干冷空气袭来，冷空
气会推动天空原有的云层向某个

方向移动，蓝天面积越来越大。云
天之间就会出现明显的分界线。”

对于普通人来说，识别出一些
天空中的降雨云或代表晴好天气
的云，对日常出行是非常有利的。

经常听天气预报说，“某地午后
部分区域有阵性降水”，这种对流性
降水局地性比较大，很难精准预报，
王巍巍给我们支了一招。如果发现
天空只有一朵朵的淡积云和少量像
花椰菜的云（浓积云），而花椰菜的
云没有向高空垂直发展，就不会下
雨。而如果花椰菜变得庞大厚重，并
且云顶一直向高空发展，这时候就
要小心了，可能会下雨。

断层云能预测地震？

真相：云天出现明显分界线是受天气系统影响

闪电不会击中同一个地方两次？

真相：个子越高，受雷击概率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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