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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OPPO公司发布其2023年旗舰机
型，该机型搭载了超光影图像引擎，可以准确地计
算出光线、被摄物体和环境的关系，有助于还原真
实的光影层次，提升手机在影像方面的功能。

事实上，3月以来，国产手机品牌动作频
频。总部位于深圳的荣耀、华为等公司先后发
布了系列新品。荣耀公司6日发布系列新品，深
圳等地的线下门店在新品上市当天就出现排队
热潮，一些门店的备货售罄。荣耀终端有限公
司CEO赵明对外表示，产品交付团队正在加紧
补货。

华为23日在上海发布包括折叠屏手机在内
的多款新品。其中，主推的折叠屏手机外观采
用了四曲机身，卫星通信、屏幕等多个模块的功
能实现迭代，市场反响热烈。

“开门红”——有市场人士这样形容今年以
来国内移动终端市场态势。2022年以来，国内
乃至全球手机市场处于相对低迷状态。据市场
研究机构Canalys统计，2022年全球手机总出货
量不足12亿台，同比下滑12%；中国国内市场出
货量为2.86亿台，同比下降13.2%。但2023年1
月以来，国内手机销量不断攀升，1月销量环比
增长40%以上。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国产手机头部公司密集
推出新机型，折射出业界对 2023年手机消费市
场抱有信心。赵明表示，2023年以来，各手机厂
家都在积极调整业务，企业对于今年的市场持谨
慎乐观态度，“总体来看，还是充满希望的。”

“预计国内市场今年的出货量将与去年基本
持平，国内手机市场规模和发展空间还比较大，我
们对市场有信心。”OPPO首席产品官刘作虎说。

手机厂商的信心既来自市场回暖，也来自
产品创新。记者从新品发布会上了解到，OPPO
把影像作为手机功能创新的重点领域，影像研
发团队总人数超过 1000人，每年的研发费用超
过 10亿元人民币，尤其在影像专用芯片和算法

方面实现了技术突破。
荣耀推出的最新产品创新集中在电池方

面，新机型采用硅碳负极电池技术，手机电池容
量超过 5000mAh，续航能力大大提高。在没有
地面网络信号的环境下，手机也可以通过北斗
卫星发送和接收消息，实现求助方与施救方的
双向联络——借助北斗卫星，华为手机实现了
新的技术突破。

带有各种全新功能的新机型密集上市的背
后，是中国先进制造的雄厚实力。在深圳，5G
智能手机是2022年产量快速增长的主要高技术
产品类别之一，同比增长22.3%。位于深圳市坪
山区的荣耀智能制造产业园里，手机制造 75%
的工序由自动化设备完成，高精度自动化制造
设备的组装精度达到 75微米，每 28.5秒节拍可
产出一台手机。

面对今年乃至未来几年的手机市场，差异
化和高端化被认为是发展的主线，也有望为整
个行业注入生机。国际市场研究机构 IDC预
测，全球和中国的手机市场回暖复苏趋势将持
续。 （王攀 陈宇轩）

记者26日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了解
到，中科院海洋所研制的多代深海坐底长期观
测系统在我国南海冷泉区连续多年布放，实现
了对该区域高清影像资料、近海底理化参数等
数据的连续获取。该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
刊《深海研究》上以封面文章形式发表。

据中科院海洋所研究员张鑫介绍，深海
热液、冷泉区域，是地球多圈层物质与能量
剧烈交换的区域，同时也是极端生命发育生
长的区域，逐渐成为多学科交叉的深海极端
环境研究热点，是地球科学与生命科学的新
结合点。然而，深海热液、冷泉区域的生物
群落变迁、演化以及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影响
均是长时序活动，目前基于无人缆控潜器、
载人潜水器等水下潜器的短时、随机考察无
法满足以上过程的长时间连续观测和探测
需求。

为此，中科院海洋所研究团队突破水下耐
腐蚀技术、能源管理技术等关键技术，探索新
型水下布放及回收模式，研制了多代深海坐底
长期观测系统，实现了对观测区域高清影像资
料、近海底理化参数及保压流体样品等数据样
品的综合获取。

自 2016年起，中科院海洋所研制的多代
深海坐底长期观测系统已先后多次布放于我
国南海冷泉区域，其中单次最长连续布放天数
达 659天（有效工作时间414天），累计水下布
放时间1070天。

专家表示，深海坐底长期观测系统提供了
一种创新、可控的布放和回收模式，有望成为
原位、长期、连续通用水下观测探测平台。

（王凯）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新机型密集亮相——

国产手机品牌信心提升消费回暖

近日，今年以来强度最强、影响范围最广的
沙尘天气侵袭多地，波及 20个省（区、市），影响
面积超过 485万平方公里。本次过程强度达到
强沙尘暴等级，为 2000年以来 3月第三强。据
气象部门预计，4月至 5月我国北方地区沙尘过
程次数较近 10年同期偏多，沙尘强度总体与近
10年持平。

今年3月以来，我国已经出现4次沙尘天气
过程，比常年同期偏多。为何近期沙尘天气如
此频繁？

据介绍，沙尘天气的形成需满足3个主要条
件：持久强劲的大风、沙尘源和低层大气不稳
定。中央气象台环境气象室主任张碧辉表示，3
月是沙尘天气高发期。今年 3月以来蒙古国和
我国北方地区降水偏少、气温偏高、多大风天
气，加之植被尚未返青，配合裸露的沙源地地表
条件，易出现大范围沙尘天气。

近年来，我国沙区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
善，为什么还会出现严重的沙尘天气？国家气
候中心气候预测室研究员丁婷分析说，我国北
方植被增加总体上有利于侵袭我国的沙尘天
气次数逐步减少，但蒙古国南部的戈壁沙漠也
是影响我国沙尘的重要源地，2022年植被生长
季蒙古国降水较近 20年同期偏少，沙源地植
被覆盖较差。

“此外，今年沙尘天气频发主要和近期大气
环流异常有关。”丁婷说，今年春季前期气温明
显回暖，尤其是3月初出现了一次极为罕见的回
温天气，导致前期冻土层沙土快速融化。3月至
4月本就是北方大风高发季节，在一定的大风条
件下，造成沙源地的沙尘多次输送至我国。

张碧辉说，预计 4月至 5月，蒙古国南部至
我国内蒙古中西部沙源地降水偏少，气温较常
年同期偏高，且有蒙古气旋阶段性南下影响，
利于形成沙尘天气。预计 3 月 31 日至 4 月 2

日，受新一轮冷空气影响，我国西北地区、华北
地区、东北地区等地自西向东将有一次沙尘天
气过程。

沙尘天气频繁来袭，不少公众疑问：我国沙
尘天气将来是否会越来越多？

“从统计结果看，2018年至 2022年期间，
我国北方平均沙尘总次数和沙尘暴次数都多
于 2013年至 2017年平均数，但这并不能认为
沙尘暴出现了明显变多的趋势。”丁婷说，从更
长时间尺度来看，21世纪前 10年，沙尘总次数
和沙尘暴次数均明显多于近 10年，这表明现
阶段我国仍处在沙尘影响减少的大背景下。
此外，沙尘天气频次还受到中高纬度大气环流
直接影响，因此会呈现出一定的年际变化特
征，例如 2017年和 2022年春季沙尘暴次数均
仅有一次。

专家表示，我国及周边有沙源地的国家，在
气候变暖背景下，尤其是叠加春季前期气温偏
高，非常有利于沙源地沙土变得疏松，从起沙条
件来说，增加了沙尘天气发生的可能性。

国家林草局日前表示，近年来，我国荒漠
化、沙化土地面积持续缩减，防沙治沙工作取得
了较好成效。但我国仍有 257.37万平方公里荒
漠化土地和 168.78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特别
是大面积的沙漠和戈壁始终是巨大且永久性的
沙尘源，防沙治沙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重要
任务。

气象专家建议，加大科技攻关和部门合作，
加强对沙尘起源、沙尘输送动力等机理研究和
沙尘天气数值模式预报技术的研究，提升预报
预警服务水平；同时，进一步加强沙源地生态治
理、沙尘天气监测预报预警评估和沙尘灾害应
急处置之间的联动，为防灾减灾和科学精准治
沙提供支撑。

（黄垚）

预计今春沙尘过程偏多
沙尘天气是否呈现变多趋势？

我国科学家建立
常态化深海长期连续

观探测平台

新功能令人目不暇接、线下门店人流旺盛、出

货量环比上升……3月以来，多家国产手机厂商密

集发布新机型，手机消费出现回暖向好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