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天津7月9日电（记者 周润健） 7月11
日，今年的三伏大幕将正式开启。一些细心的公众
发现，去年入伏时间是7月16日，而再早一点的年
份还有7月13日、7月17日入伏的。哪天入伏，是
咋定的？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文科普专家修立鹏介
绍，伏天不仅天数不确定，可能是30天，也可能是
40天，就连入伏开始的日期每年都不一样。

实际上，入伏开始的日期并不以公历或者农历
的某个固定日期作为起始，而是通过干支纪日法推
算出来的。但要准确数出伏天，还需要了解农历的
夏至日，以及干支纪日法的顺序。

我们知道，农历是一种“阴阳合历”，而农历二
十四节气就是其中“阳历”的部分——它是把太阳
运行一年的时间平均分成24份来确定的，所以节气
的时间点在阳历上反而比较固定。比如夏至，它是
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个节气，在阳历中的日期
只会在 6 月 20 日、6 月 21 日和 6 月 22 日这三天变
动，绝大多数年份为6月21日。

夏至后不久，便是伏天。俗语说：“夏至三庚便

数伏。”其中的“庚”，指的就是天干中排第七的那
个字。这句话的意思是，夏至之后的第三个庚日是
初伏的第一天。而这一天何时到来，就没有什么规
律了，只能去查黄历上的干支日期。不过现在比较
方便的是，网络上能很容易地查到日期的干支顺序。

今年的夏至是公历 6 月 21 日，从夏至日算起，
第三个带庚的日子为庚午日，对应的公历日期是7
月11日，所以这天就成了今年入伏开始的日期。

修立鹏表示，每年入伏的开始日期虽然都不一
样，但均在公历的7月中旬。就21世纪这100年来
说，为7月11日至20日。“今年是本世纪入伏最早
的年份之一。”

三伏又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从时间上来
讲，大约在公历的7月中旬到8月中旬，正好处在小
暑和立秋之间，天气既潮湿又闷热。我国古人在诗
句中就描绘了三伏的各种炎热，如“平生三伏时，
道路无行车”“赤日满天地，火云成山岳”“万瓦鳞
鳞若火龙，日车不动汗珠融”等。

修立鹏提醒，伏天期间，公众要注意防暑降
温，顺利度过这段酷热难熬的时节。

11日入伏
入伏时间如何确定？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记者 王聿昊 周圆）7月8日16时许，湖北
宜昌五峰县长乐坪镇月山村突发一处山顶山体滑坡，造成人员受伤和失
联。记者9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应急管理部已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
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当地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接报后，应急管理部立即作出部署，要求抓紧组织力量指导帮助地
方开展搜救行动，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严防次
生灾害，确保救援人员安全；同时查明原因，举一反三，加强风险监测排
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据悉，应急管理部已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力量139人32车，以
及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救援。
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

赶赴湖北宜昌五峰县山体滑坡现场
新华社武汉7月9日电（记者 闫睿）通过研究开发帕金森病的PET分

子影像学标志物，不仅为帕金森病早期诊断提供了客观的影像学检查方
法，也为研发相关治疗药物找到了可靠的评估指标。近日，国际顶级学术
期刊《Cell》在线发表了中国科研团队关于这一成果的相关研究论文。

据科研团队成员、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特聘教授叶克强介绍，帕金森
病主要表现为震颤、运动迟缓、睡眠障碍、感觉障碍等症状，是仅次于
阿尔茨海默病的神经退行性疾病。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帕金森病患病
率呈明显增长趋势。当前对这一疾病，仅能对症治疗，而无法延缓疾病
进展。

“如何对帕金森病进行早期诊断，采取合理措施推迟甚至预防其发
生发展，一直是困扰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领域的重要科学问题。”叶克
强说。

“帕金森病的病理特征是，神经元内的α-突触核蛋白聚集形成路易
小体。但临床上一直缺乏针对路易小体的示踪剂，导致当前诊断帕金森
病主要是依靠临床症状，而缺乏客观的生物标志物依据。”武汉大学人
民医院神经精神医院教授张振涛说，多数患者在临床诊断时神经损伤已
经到了严重程度，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张振涛说，团队经过层层筛选和验证，最终找到了特异性结合路易
小体的示踪剂，研究开发了一种对路易小体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小分子化
合物，可为帕金森病的早期诊断提供客观依据，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和
临床意义。

我科研人员的最新发现

有望推动帕金森病早期精准诊断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记者 樊曦）记者9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7.7亿人次，其中4、5、6月份旅客
发送量快速攀升，较2019年同期分别增长7.6%、5.6%、4.8%，4月29日发送旅
客1966.1万人次，创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上半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平稳向好，铁
路客流呈现恢复性增长态势，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9311列，较2019
年同期增长11.4%。

上半年，铁路部门持续优化区域客运产品，便利人员交流往来。广深港
高铁跨境列车1月15日分阶段恢复开行以来，目前已覆盖内地49个城市68
个车站，每日开行跨境列车达182列，双向客流持续走高，截至6月30日累计
发送跨境旅客608.7万人次。中老铁路4月13日首开国际旅客列车以来，截
至6月30日累计发送跨境旅客3.3万人次。

上半年全国铁路

发送旅客17.7亿人次

2023 年 7 月 10 日

国内
新闻5责编：曹凡 版式：刘静 校对：郑传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