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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创纪录 7年来世界级
原创成果层出不穷

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亚洲水
塔，是地球第三极，是我国重要的生
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是
中华民族特色文化的重要保护地。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得如何？亚
洲水塔变化几何？人类在青藏高原
活动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围绕这
些问题，8月 18日第二次青藏科考
队在拉萨发布“十大进展”，7年来
的新突破、新装备、新成果也被集中
展示。

——上天入地新突破。我国科
考首次突破8000米以上海拔高度；
首次登顶珠峰以外的海拔 8000 米
以上高峰；首次在海拔8830米架设
世界海拔最高的自动气象站；首次
在“地球之巅”利用高精度雷达测量
峰顶冰雪厚度；纳木错湖泊钻探突
破 400 米深度，打破中国最深钻探
纪录……

——自主研发新装备。首次利
用自主研发先进仪器测量珠峰地区
地面到上空39千米垂直变化、首次
利用国产“极目一号”Ⅲ型浮空艇综
合观测世界最高海拔环境要素……
2021年至2024年，在极高海拔地区
连续开展的“巅峰使命”珠峰、卓奥
友峰和希夏邦马峰科考，凭借大量
国产“黑科技”创造多项世界纪录，
成为近年来地球科学领域最具影响
的科考活动之一。

——层出原创新成果。探明亚
洲水塔储水量保持动态增长，约等
于黄河 200 年径流总量；发现超
3000个新物种、一度被认为灭绝的

珍稀物种重回视野；青藏高原人类
活动最早可能出现在19万年前；青
藏高原生态系统整体趋好，退化态
势得到根本遏制……7年来，一批世
界级原创成果层出不穷。

如果说第一次青藏科考是一次
“摸家底”的发现之旅，第二次青藏
科考则是“看变化、找规律、寻对策”
的探索之路。

第二次青藏科考统筹 10 大任
务、70多个专题，组织2600多个科
考分队次、28000多人次全域科考，
覆盖青藏高原五大综合区中的 19
个关键区。

破译埋藏千万年的“青藏密
码”，对推动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
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全球
生态环境保护将产生十分重要的
影响。

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
科考队队长姚檀栋说：“第二次青藏
科考实现了青藏高原研究的科学引
领、队伍引领、平台引领和话语引
领，推动我国青藏高原地球系统研
究成为国际青藏高原研究第一方阵
的排头兵。”

合力打开“百宝箱” 让科
考走得更远更深

在诸多“第一次”突破的背后，
是什么让青藏科考走得更远、更深？

雪域高原的科考实践，给出了
这样的答案：

——集中力量、科学部署，新型
举国体制为青藏科考奠定坚实
基础。

作为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的
重大科学工程，第二次青藏科考聚

集了全国 200多个科研单位、7000
多名科研人员，对青藏高原开展了
全域科考。

中国科学院、中国气象科学研
究院、北京大学、兰州大学……以姚
檀栋院士领衔的一批“最强大脑”相
聚雪域高原，合力打开高原科考的

“百宝箱”。
——团结奋进、合作创新，系统

性研究助力科考成果取得创新
突破。

“以前的动物研究，两栖类、哺
乳类、鸟类往往各做各的研究，彼此
内部还细分类群，不同专家看到的
只是一个个散点。”中国科学院昆明
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施鹏说，他负责
的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
续利用研究之所以能够取得新突
破，得益于不同领域专家的通力
合作。

“这次科考，我们得以从类群逻
辑转换为区域逻辑，把动物、植物、
微生物打包在一起，大家一同科考，
在彼此领域里寻找共性，共同贡献
出新的理论体系，为学术前沿填补
空白。”施鹏说，“这种新型科研组织
模式需要高度的分工协同，也是能
不断实现科考创新突破的重要保
障。”

——探索不止、勇攀高峰，是科
学家精神不变的底色。

佩戴测量血氧、心电监测的传
感器，肩负登山包，拄着登山杖，在
海拔5200米的珠峰登山大本营，中
国科学院院士朱彤和他的科考团队
成员每天都在坚持徒步往更高海拔
地区拉练，用自己的身体挑战极限、
亲测极端环境影响。

5000 多米的海拔，人员负重前
行，心率很快升到每分钟100多次，粗
重的喘气声显得格外清晰。在这种近
乎“自虐”的拉练模式下，科考队员要
收集自身血样、尿样、唾液等标本，还
要测量血压、监测脉搏波传导速度，为
后续研究提供样本支撑。

这是一种使命，更是一种精神。
在风雪中迷失方向，在湖面上被风浪
裹挟，在冰缝中绝处逢生……高原科
考人员每天都在面对“不确定性”。“研
究好青藏高原，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
任。”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
员赵华标说。

高原之巅，群山林立，留下中国科
学家战高寒、斗风雪，探索自然、追问
科学的足迹。

探究未知 “科考之路”永不
止步

探究未知奥秘，决战地球之巅。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提出要

求，聚焦水、生态、人类活动，着力解决
青藏高原资源环境承载力、灾害风险、
绿色发展途径等方面的问题，为守护
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建设美丽的
青藏高原作出新贡献，让青藏高原各
族群众生活更加幸福安康。

嘱托牢记心间，脚步从未停歇。
加快第二次青藏科考成果转化，

强化青藏高原自然灾害评估和监测预
警。姚檀栋说：“比如，加强气候变化
条件下灾害形成与演变规律研究，服
务高原减灾和重大工程；建立气候变
化预测与自然灾害监测预警预报体
系，形成跨行业协同的灾害监测预警
预报机制。”

继续开展“巅峰使命”系列科考
活动，填补高原无人区、战略区考察
空白。如在长江、黄河、澜沧江、雅鲁
藏布江等重点江河湖源头开展地球
系统多圈层变化过程与机理考察
研究。

启动“一原两湖三江”即普若岗
日冰原、色林错—纳木错以及长江源
—怒江源—雅江源重大科考，这是第
二次青藏科考继珠峰、卓奥友峰、希
夏邦马峰等“巅峰使命”极高海拔系
列综合科考后，又一重大标志性科考
活动。

姚檀栋介绍，普若岗日冰原是全
球中低纬度最大的冰川，面积超过
420 平方公里。目前，科考人员已在
普若岗日冰原安营扎寨，开始朝着
探 究“ 青 藏 奥 秘 ”的 下 一 个 目 标
进发。

与此同时，由中国、德国、瑞士、英
国等多国科学家组成的联合科考队，
不久前刚结束在纳木错的作业。未
来，青藏科考还将开展广泛的国际合
作，推动实施“第三极环境”国际大科
学计划，加强第三极环境变化的全球
联动效应研究，构建国际合作新格局。

无惧风雪，中国科学家攀登不
止。探究未知，中国科研力量再谱
新篇。

“科考 7 年来的阶段性成果集中
发布，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姚檀
栋说，“作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青藏
高原仍有许多奥秘值得探究。”

下一站，普若岗日见！
（新华社拉萨8月22日电）

打开青藏高原“百宝箱”
——第二次青藏科考向纵深推进

新华社记者 储国强 魏冠宇 杨帆

青藏高原，风光无限，
这里是地球第三极，蕴藏着
地球生态环境的无穷奥秘。

8 月 18 日，中国第二次
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
究重要成果在拉萨集中发
布，人类迈入了有史以来对
青 藏 高 原 了 解 最 透 彻 的
时期。

2017 年第二次青藏科
考启动之际，习近平总书记
给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
合科学考察研究队发来贺
信，对此次科考提出殷切希
望：“希望你们发扬老一辈
科学家艰苦奋斗 、团结奋
进、勇攀高峰的精神”。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第
二次青藏科考队 7000 多名
科研人员，历时 7 年在青藏
高原上开展全域科考，努力
为守护好这一方净土、建设
美丽的青藏高原作出新贡
献，展现出中国科学家勇攀
高峰的奋斗姿态。 这是科考登顶队员在珠峰峰顶展示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旗帜（2023 年5月23日摄）。

新华社特约记者 拉 巴摄

这是在海拔8400 米左右高空拍摄的珠穆朗玛峰（2023 年5月23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孙 非摄

近期，公安部、国家网信办等研究起草的《国
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引发广泛关注。

网号、网证是什么？将对公众和数字经济发
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新华社记者梳理当前公众关
心的热点问题，采访了有关权威专家。

问题一：网号、网证是什么？

根据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网号是由字母和
数字组成、不含明文身份信息的网络身份符号；网
证是承载网号及自然人非明文身份信息的网络身
份认证凭证。

通俗地说，网号是用户在网络空间中的身份
编码，同时隐去了个人身份信息；网证是一种简化
版的数字证书，在网络社交、即时通讯等法定实名
制领域以及其他需要验证身份的场景，作为一种
可选择的身份认证方式。

公安部第一研究所研究员于锐介绍：“用户不
是‘持证’才能‘上网’，而是在需要证明身份的场
景中多了一种更加安全、方便的选择，不需要反复
向各个平台提供明文的个人身份信息。同时，原
有的身份认证方式仍可继续使用，没有网号、网证
也可正常上网。”

问题二：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
相比现有认证方式有哪些优势？

根据有关规定，目前，用户使用网络服务遵循
“后台实名、前台自愿”原则，需向不同的互联网
平台以明文方式重复提供个人真实身份信息。

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李新友表示，对于传统的
身份认证方式，互联网平台从前端采集到后台存储
链条较长、环节较多，并且网络传输环境较为复杂，
个人信息安全保障有难度，泄露事件时有发生。

推行网号、网证，旨在减少互联网平台收集姓
名、身份证件号码、人脸等个人身份信息，实现公
民身份信息的“可用但不可见”。

电信业务经营者、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
付机构、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可使用国家网络身份
认证公共服务，对涉诈等异常账号进行动态身份
认证，最大限度减少“实名不实人”的情况，提高
网络黑灰产违法犯罪的成本。

于锐表示，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的工
作原理，是基于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对用户身份
进行远程比对核验，人口信息是国家本已掌握的
信息。用户在申领、使用网号、网证的过程中，公
共服务按照“最小必要”原则，仅采集与用户身份
认证密切相关的信息，如通过NFC功能识读证件
来验证证件真伪，通过人脸识别来验证用户本人
操作，通过手机号来确认本人意愿和应急联络，
通过手机参数来确认运行环境的安全性，除此之
外，不采集其他个人信息。

在用户注销网号、网证时，相关个人信息将全
部删除。而且，对上述个人信息，国家投入强大
的技术力量保证信息安全。

问题三：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能给用户带来哪些便利？

李新友表示，与其他身份认证服务相比，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具有
很大的便利性，使用智能手机即可证明身份，方便人民群众在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条件下办理事项。

比如，网上购买门票时，通常需要输入姓名、身份证件号码等信息，比较繁
琐，如果依托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经点击跳转即可完成认证。此外，
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还可跨应用、跨平台使用，有效减少记忆各种网站
和互联网平台账户、口令的负担。

在一些需要出示身份证进入场馆的场景中，参观者可以使用国家网络身
份认证App快速通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携带实体身份证件的负担，也避
免了一些个人身份信息泄露等安全风险。

问题四：如何保障个人基于自愿原则使用网号、网证？

征求意见稿规定，持有有效法定身份证件的自然人，可自愿向公共服务平
台申领网号、网证；鼓励有关主管部门、重点行业按照自愿原则推广应用网号、
网证；鼓励互联网平台按照自愿原则接入公共服务。

于锐表示，特别是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等上位法规定，国家推进网络身份认
证公共服务建设，支持个人、企业自愿使用。对存在涉诈异常的卡、号，电信业
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等“可以”而不是“应当”通过国家网络身份认证
公共服务对用户身份重新进行核验。这充分体现了用户自愿使用网号、网证
的原则。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作为下位的部门规章，不可能
在该问题上突破上位法规定。

于锐介绍，用户接受或者退出国家网络身份认证服务，完全基于用户自
愿。从App操作层面，国家网络身份认证App自愿下载、申领，并不会强制或
强迫用户使用。从推广应用层面，互联网企业、接入单位也是自愿使用，可将
公共服务作为可选项而非唯一项，保留现有其他方式。

问题五：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有何法律依据？

于锐介绍，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在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等法律中均有相关规定和依据。

网络安全法第二十四条提出“国家实施网络可信身份战略”，明确了网络
可信身份的概念。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二条规定“支持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安全、方便的
电子身份认证技术，推进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建设”，明确在国家层面建设
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推进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建
设，支持个人、企业自愿使用，电信业务经营者、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
机构、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存在涉诈异常的电话卡、银行账户、支付账户、互联
网账号，可以通过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对用户身份重新进行核验”，明
确了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中的地位。

根据上述法律，公安部、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建设了国家网络身
份认证公共服务平台，并在相关领域开展了试点应用。同时，为了规范公共服
务的运行管理，进一步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权益，研究制定部门规章——国家
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

问题六：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将对数字经济产生怎样的
影响？

数据要素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关键和核心，激活数据要素、实现数据要素流
动的前提是明确数据权属，其基础便是个人身份的确认。李新友表示，基于国
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个人可实现对数据的有效确权和授权，进而形成并
固化自身数据资产，以此促进数据要素的有序流动和增值，助力数字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时代，信任是基石。李新友认为，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为
网络交易、在线服务等提供了更加可靠的身份验证手段，减少了因身份冒用带
来的经济损失，通过提高网络诚信水平改善营商环境。同时，由国家提供身份
认证服务，为企业降本增效，促使其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提高产品服务质量、提
升用户体验感中，推动互联网产业和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李新友表示，将构建可信数字身份体系作为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措施，这
是当前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欧盟的eID、新加坡的SingPass、印度的Aad-
haar已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可信数字身份体系，其经验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
鉴。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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