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钢板录取通知书
是怎样炼成的？

——揭秘大学录取通知书里的“黑科技”

徽章盲盒、茶砖、见“面”礼、立体设计……近年来，大学录取通
知书争相上演花式设计，既有中国式的浪漫，又表达了对学子的真
挚祝福。

7 月 3 日，北京科技大学全新改版的本科生录取通知书惊艳亮
相：以钢为纸！黑科技令人惊叹。记者通过北京科技大学招生办
联系到录取通知书主要设计团队的负责人林存彤，深度了解这份

“硬核”通知书背后的故事。

薄薄一片钢
打破国外垄断技术
北京科技大学作为新中国成立的

第一所钢铁工业高等学府，素有“钢铁摇
篮”美誉。

拿起通知书，新生便能感受到为国
奉献的精神，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
领、具有“钢筋铁骨”的高素质人才——
录取通知书主体用薄如蝉翼、光似镜面
的“5G钢”（蝉翼钢）制作而成。

这份“5G钢”录取通知书以典雅大
方的铁锈红为整体色调，选取极具历史
底蕴的学校主楼为基础形象，通体光亮
柔韧，记载着北科大“因钢而生，依钢而
兴”的历史征程，展现着北科大学子为铸
就科技强国、制造强国钢铁脊梁作出新
贡献的美好憧憬。

尤其令人震撼的是，通知书采用的
薄薄一片钢材的研发生产背后，是超
薄规格微小夹杂物高效控制技术、超
薄规格酸连轧高速变厚度稳定穿带及
板形控制技术、超薄规格大宽厚比二
次冷轧技术等多项瓶颈问题的解决和
多项重要技术的支撑。北科大教师团
队和首钢校友团队携手研发、持续攻
坚，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最终实现高品质
超薄钢的自主生产。

黑科技破圈
外包装也有玄机
据北科大招生办翟老师介绍，录取

通知书的创作构想从 2023 年 2 月就已
初步成型，在技术运用上校方曾考虑
过多种新型材料，经过反复比较后确
定以蝉翼钢为制作原材料，并在接下
来的一个月中不断修改调整，最终得

以呈现。在谈到这份“黑科技”时，设
计团队负责人林存彤说，现在很多市
面上的文创产品更多的是停留在表面
设计上，如何将文创应用到录取通知
书中，并与学校学科特色相结合，加上
核心科研技术，做出一款特色鲜明的

产品是破圈关键。
薄如蝉翼的钢质录取通知书，经得

起长途跋涉吗？据了解，通知书被装在
北科大“红盒子”里，红盒子印刻着学校
建校以来的历史沿革。

创作团队除用蝉翼钢为原料制
作通知书外，也为新生设计了实用
的风琴包和通体红色的收纳盒，主
打实用和科技美感兼具。为确保这
份超薄钢送到同学手中，校方在录
取通知书包装上也花了心思，为通
知书专门定制了纸板托，设置再附
上一张硫酸纸，还贴心地加上一个
提示贴和保护壳，确保通知书妥善
送到同学们手上。

老校友眼馋
能以旧换新吗？
“这样的录取通知书也太酷啦！”

“ 能 以 旧 换 新 吗 ，2008 年 的 新 生 求
问”……网友纷纷问道。

录取通知书作为链接新生和校园
的纽带，是学校和学生的首次喜相逢，是
学生从中学阶段迈向大学阶段的见证，
也能帮助新同学增进对校园文化的认同
以及对学科专业的自信。作为特殊的桥
梁，录取通知书还会给同学们留下美好
的回忆。对于校友所提出的关于能不能
以旧换新的问题，招生办翟老师说，录取
通知书对于每届学生来说都是一份特殊
的、值得珍藏的专属记忆，学校在不断努
力，为每一届新生都设计一份美好的录
取通知书。

高校各亮绝活
录取通知书不乏“黑科技”
金色银杏叶、日晷、“蕴藏”着校园

全景的电路板——电子科大 2023 版高
考录取通知书包含了来自工科生的
浪漫。扫码打开电路板上的 App，就
能看到泛着蓝光的校园建筑。点击
图标，是每栋校园建筑的介绍。还没
有到过学校的考生可以通过这张“小
蓝卡”，提前云游校园。“把芯片、电
阻、电容等元器件焊接上去，制作成
一个集成电路板……我们在里面还
嵌入了一个养成游戏，你可以用 5 到
6 分钟，度过属于自己的四年大学时
光，比如参加各种社团。四年一过还
能收获荣誉称号……”这块“小蓝卡”
的设计者之一、该校格拉斯哥学院的
本科生郑豪说。

浙江农林大学公布了以刨切微
薄竹为原料制作的 2023 版“最低碳”
录取通知书。自 2015 年开始，浙江农
林大学录取通知书一直以毛竹为原
材料，运用该校自主研发的刨切微薄
竹技术制作印刷，每年融入新的专利
技术、不断迭代升级。相关技术获 8
项国家专利，曾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
等奖。

2023 年复旦大学本科录取通知
书也全新亮相。今年的录取通知书
首次用复旦科技成果“复活”的开化
纸为载体，邀请名师大家和师生共
同书写通知书正文内容。开化纸诞
生于浙江省开化县，其细腻洁白、薄
中见韧，被誉为中国传统手工纸皇
冠上的明珠。

北京理工大学在 2023 年发布了全
国首个“元宇宙”录取通知书，通知书
以《未来有“理”》为主题，打开外壳
后元宇宙二维码呈现眼前，通过手
机扫描二维码的方式便可进入学校

“元宇宙”空间，以虚拟的方式实现
沉浸式入场。 （据《华西都市报》）

北京理工大学录取通知书。

北京科技大学录取通知书包装示
意图。

北京科技大学录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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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 倩） 7月 17日，记者获悉，由自治区
自然资源厅主办的“认识国家版图 爱我美丽中华”国家版
图意识系列科普宣传活动，从全国 7.4万项科普日重点活
动中脱颖而出，入选 2022年全国科普日优秀活动案例。

“认识国家版图 爱我美丽中华”国家版图意识系列科
普宣传活动紧紧围绕“规范使用地图一点都不能错”的主
题，结合进校园、进社区、进展馆等不同受众特点，分形式、
分载体策划实施。创新性制作“科普云课堂”，扩大科普受
众面；开展国家版图拼图比赛，在寓教于乐中认识国家版
图，让“规范使用地图，一点都不能错”在孩子心中牢牢扎
根，在人民群众中口口相传，让规范使用地图成为公民自
觉行为，共同凝聚起守护“图上河山”的全民力量。

近年来，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进一步推动落实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不断加强自然资源科普人才队伍建设，制定印
发《宁夏自然资源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强化
责任落实，完善制度建设，统筹协调推进，高质量推进自然
资源科技创新、科学普及工作，连续三年获得中国科协特
色科普活动奖。

我区充分利用世界地球日、世界水日、防灾减灾日、
全国土地日、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等重要
时间节点，广泛组织开展自然资源科技服务进乡村、进校
园、进社区“三进”活动，围绕传播自然资源科学知识，讲好

“山水林田湖草沙”故事，吸纳更多专业年轻人才加入科普
队伍当中，整合丰富的科普选题，精心打磨科普课件内容，
录制云课堂，形成以自然资源为核心的系列精品科普课
程，自然资源科普传播能力进一步提升。

本报讯（记者 赵婵莉）“大家都说没见过这种又脆又
甜的红心李子，感谢福建省农科院的专家老师帮助我、支
持我，没想到，福建的‘金果果’真的被我们种成了！“近日，
永宁县科技特派员马雅铃的“福红”李在宁夏科技成果转
化暨人才交流合作大会“亮相”，引得参会人员驻足观赏，
连连赞许。

据了解，“福红”李是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
选择早熟、低需冷量的品种“三月李”辐射诱变选育而成，
具有低需冷量、优质、适应范围广、早结丰产、宜密植等优
点。马雅铃作为永宁县闽宁镇园艺村科技特派员，在闽宁
东西协作的帮扶下，她不断尝试种植农业新品种，不仅“福
红”李试种成功，还种植了益生菌西红柿、台湾四季长果
桑、福建冰菜等经济效益高、市场前景好的果蔬。“现在我
已经帮带了园艺村 21户温棚承包户学习掌握种植技术、
丰富种植品种，我将不断引进农业新品种，把农业技术推
广做实做细，继续带领群众致富增收。”马雅铃说。

永宁县始终把科技人才作为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主
力军，今年以来，永宁县组织科技特派员申报自治区科技
特派员创新创业服务项目 14项，自治区县域科技成果引
进示范推广项目 6项，立项 1项，涉及葡萄种植、山药种植、
羊肚菌种植等特色产业，引导科技特派员深入基层开展创
新创业与服务，实现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服务覆盖全县各
行政村。

我区“国家版图意识科普宣传”
入选全国优秀案例

永宁县科技人才为
乡村振兴插上“科技翅膀”

据日前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杂志上的论
文，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一个由哲学家和心理学
家组成的研究团队称，寂静其实是可以“听到”的。

研究人员使用了一系列声音错觉来表明，大脑对寂
静的感知与对声音的感知大致相同。虽然这项研究没
有深入了解大脑处理沉寂的具体方式，但结果表明，寂
静是一种“声音”，而不仅仅是噪音之间的间隙。

为了了解人们对完全寂静的反应以及他们是否能
够真正感知到它，而不仅仅是推断它的存在，研究团队
观察了参与者对一系列听觉的反应和听觉错觉。

在第一个被称为“一个连贯声音听起来更长”的错
觉中，参与者被问及，他们是否认为，一个连续的音调比
由短暂寂静间隙分隔的两段分离声音更长或更短。实
际上，有间隙的两段声音加起来与连续音的持续时间相
同。但参与者普遍认为，一个长“嘟——”声似乎比两个
短“嘟—嘟—”声更长。反过来，用寂静代替声音产生的
错觉也是一样的：人们认为一个长时段的“寂静”比两个短
时段的“寂静”要长。

另一种错觉被称为“奇怪的寂静”。参与者沉浸
在同时播放两种不同声音（高昂的风琴和低沉的发动
机隆隆声）的音景中，中间有四次“寂静”，即风琴停
止发音，参与者只能听到发动机的声音；第五次则让
发动机熄火，风琴继续演奏。结果，参与者错误地认
为只有第五次风琴演奏时的“寂静”时间更长。研究
人员说，这些“寂静”让人们产生了错觉。这表明寂静
不是没有声音，而是人们像对待噪音一样主动感知到
的东西。

总之，这些发现表明，人们对寂静的感知与对声音
的感知类似，大脑可能采用类似的机制来处理声音和
寂静。

（据《科技日报》）

寂静其实是可以“听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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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索广袤无垠的深海
环 境 时 ，海 水 中 纷 纷 扬 扬 的

“雪花”映入了科研人员的眼
帘。造就这种壮观雪景的“海
洋雪”，不同于通常意义的冰
晶雪花，而是一种大于 0.5 毫
米的固体聚集物，其成分主要
包括矿物碎片、细菌黏液、浮
游植物，以及浮游动物排泄物
等。近日，我们的课题组在国
际期刊《水研究》杂志上发表
了关于海洋雪的最新研究成
果，揭示了纳米污染物银纳米
颗粒对海洋雪早期形成阶段
的积极影响。

海洋雪在海洋生态系统
中 发 挥 着 非 常 重 要 的 作 用 。
它提供相对独立的微尺度环
境，从周围的海水中富集海洋
微生物和营养物质，形成广泛
斑 块 状 分 布 的 海 洋 生 物 群
落。同时，海洋雪发挥着纵向
输送介质的作用，为在不同海
洋深度分布的浮游动物、鱼类
等海洋生物提供重要的食物
来源。

海洋雪被视为深海和底栖
生态系统的基础，因为阳光不能
到达这些区域，深海生物严重依

赖海洋雪作为物质和能量的来
源。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
局的科研人员测量了海洋雪中
的可用物质，发现其中含有大量
的碳和氮有机化合物，可以养活
深海中的许多食腐动物。

在地球的碳循环过程中，
海洋雪在一定程度上也发挥着
缓解温室效应的重要作用。以
二氧化碳形式存在的碳，可以
被海洋中的浮游植物通过光合
作用固定，同时浮游植物也可
将碳掺入由碳酸钙组成的外壳
中。随后，浮游植物与其他组分
一起混合聚集，以海洋雪的形式
被输送到深海底部。这些被固
定的碳物质在很长时间内不会
再进入大气。通过这种方式，海
洋雪不仅降低了地球大气中的
碳浓度，而且也有效减少了海洋
酸化的威胁。因此，海洋雪的形
成和纵向输送沉降过程，对海洋
生态食物链和全球碳循环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近几十年来全球气候
变暖，海洋温度在不断上升，这
导致海洋雪不断聚拢，形成黏
液物质。这些黏液物质经常在
地中海沿岸被观察到。它们会
形成黏液团困住海洋生物，使
其窒息而亡。形成的大型黏液
物质沉入海底，犹如一张巨大
的密网笼罩住海底生物，造成
严重的生态危机。此外，每年
大约有超过 800 万吨的塑料垃
圾从陆地流入海洋。这些塑料
垃圾经过紫外线风化和一系列
物理机械作用后，会形成大量
的微塑料颗粒，而海洋雪成为
这些微塑料颗粒进入深海的主
要途径之一。

海洋雪与微塑料颗粒结
合，变成“塑料雪”，这将给海洋
生态系统带来严重的影响。因
此，微塑料颗粒与海洋雪的相
互作用机制是一个非常值得研
究的问题。

近年来，纳米污染物已被证

实存在于自然环境中，包括水、
土壤、大气等。纳米银就是粒径
为纳米级的金属银单质。作为
应用最广泛的纳米材料之一，
纳米银在海洋中的浓度在每
升纳克到每升微克水平范围
内。鉴于纳米银的强烈生物
化学活性和微生物在海洋雪
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我们的课
题组探究了纳米银对海洋雪
形成的影响及其潜在的微生
物机制。 2022 年，我们的课题
组在国际期刊《环境科学与技
术》上发表研究论文，指出纳
米 银 可 以 抑 制 海 洋 雪 的 形
成。然而，在最新的研究中，
我们的课题组发现纳米银可
以通过与形成的海洋雪相互
作用而累积较大的絮块。因
此，纳米银对海洋雪的影响在
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不同的。

考虑到海洋雪在海洋中
广泛分布，每升水中含有 0—100
个颗粒，似乎纳米银与已形成
的海洋雪之间的相互作用更
为普遍。更大的海洋雪絮块
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可以为
海洋生态系统带来许多好处，
如增强斑块性质，促进纳米银
颗粒物质的垂直运输。然而，
海洋雪是浮游生物和鱼类的
重要食物来源，纳米银与海洋
雪结合会给食物链带来健康
风险。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
们也接触到海洋雪。海洋雪
可以作为饵料用于饲喂水生
动 物 ，在 水 产 养 殖 中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同 时 ，海 洋 雪 聚 集
体也可以作为异养细菌生产
的 育 菌 培 养 基 ，在 微 生 物 产
业 中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 。 此
外，研究表明，被海洋雪输送
的细菌可能会与来自海底的
细 菌 进 行 基 因 交 换 ，这 有 可
能帮助科学家们发现适应高
压低温的菌种。

（据《科普时报》）海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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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杂志最近发表的
一篇论文表明，喜马拉雅山脉
其中一个最高山脉在中世纪
时期的巨型岩石滑坡可能导
致了峰顶崩塌，这一突发的高
海拔侵蚀事件或让峰顶高度
下降了几百米。研究结果有
助于增进人们对喜马拉雅山
脉演变的理解，同时显示出这
类崩塌事件会对下游排水系
统造成影响。

山顶的形状和海拔会在构
造板块运动导致的隆升和侵蚀
的相互作用下不断变化。喜马
拉雅山脉是地球上最高的山
脉，也是最活跃的山脉之一。
不过，尽管之前对喜马拉雅山
脉的侵蚀开展过大量研究，但
人们对地球最高顶峰的侵蚀和
演变情况却不甚了解。

法国洛林大学团队描述的
地质学证据表明，喜马拉雅山
脉位于尼泊尔中部的安纳普尔
纳峰或在公元 1190 年左右发生
过一次巨型岩石滑坡事件。在
这次突发事件中，崩塌的岩石
体积可能达 23 立方千米，或让
脊顶高程下降了数百米，并避
免了喜马拉雅山脉顶峰出现不
成比例的增长。这次巨型岩石
滑坡事件可能由高海拔地区存
在的多年冻土导致，该事件可
能还对景观演变以及自然灾害
造成了影响，因为大量细碎沉
积物会填满下游逾 150 千米的
山谷，让一个多世纪里的喜马
拉雅河流输沙量异常增大。

（据《科技日报》）

喜马拉雅山峰顶高度
曾下降几百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