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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讯（记者林小春）恐惧是

可以“遗传”的。美国一项在动物身上进行

的新研究显示，刚出生几天的实验鼠幼崽会

通过其母亲害怕时散发出的气味，学会该对

什么事物保持恐惧。

这一成果7月28日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

院学报》上。负责研究的密歇根大学神经学家

亚采克·德比克说：“我们的研究证明，新生儿会

在生命的最早期学会母亲的恐惧。最重要的

是，这些由母亲传播的记忆是持久的，而在婴儿

时期其他类型的学习如不重复则快速遗忘。”

在此次研究中，密歇根大学和纽约大学

研究人员首先训练雌性大鼠对薄荷气味感

到恐惧，方法是当大鼠闻到薄荷气味时，便

电击它们，使大鼠把两者联系在一起。此后

让这些大鼠怀孕生崽，接着让它们与新生幼

崽一起暴露在薄荷气味中，但不施加电击。

研究人员发现，大鼠的恐惧情绪被薄荷气

味激发，进而促使幼崽的压力激素皮质酮水平

升高。而对幼崽的大脑成像研究则表明，母亲

的恐惧可能激活新生大鼠大脑的杏仁核，这是

参与调节恐惧情绪的一个大脑区域。

在进一步研究中，幼崽只接触薄荷气味

以及其母亲害怕时散发出的气味，但其母亲

并不在场，结果发现，幼崽同样学会对薄荷

气味表现出害怕情绪，这表明大鼠母亲通过

气味把恐惧传给幼崽。

不过，当幼崽服用阻止杏仁核发挥作用

的某种药物后，这种恐惧便无法从母亲传给

下一代。

德比克说，在人类中，母亲在未怀孕前

经历的心理创伤，也会对其孩子造成深刻影

响，新研究将有助解释这种情绪创伤为什么

会遗传，并找到相关干预疗法。

恐 惧 是 可 以 遗 传 的

世卫组织最新通报的数字

显示，几内亚、利比里亚与塞拉

利昂共出现 1323 例埃博拉确诊

与疑似病例，死亡人数达到了

729人。

而随着 39 岁的塞拉利昂医

生、病毒性出血热专家卡恩的去

世，人们对正在西非国家流行的

埃博拉病毒又多了几分恐惧。

卡恩是塞拉利昂唯一一位病毒

性出血热专家，曾照顾过一百多

名埃博拉患者。在确诊感染病

毒后，从发病到去世不到一个星

期。卡恩生前工作过的治疗中

心，已经有 3 名护士因感染埃博

拉病毒丧生。

在利比里亚，埃博拉病毒已

经夺走了该国卫生部一位高级

官员、医学博士萨缪尔·布里斯

本的生命；另有两位美国人——

33 岁的医生肯特·布朗特利博

士和国际救援组织工作人员南

希·怀特博尔也被证实感染了该

病毒。

即使在救治患者时全副武

装，穿全套保护装备，包括及膝

胶靴、不透气的防护衣、手套、面

罩及眼罩，但医护人员仍然不能

完全避免感染。这让外界尤其

不解，甚至造成了医护人员的极

度恐慌：靠密切接触方式传播的

埃博拉病毒是否存在另一种更

为可怕的传播途径？

没有证据表
明埃博拉病毒通
过空气在人际间
传播

“科学家发现雷斯顿埃博拉

病毒能够通过空气在猴子中传

播”的传言为人们的猜测增加了

几分悲凉，“埃博拉病毒可通过

气溶胶传播”一说甚嚣尘上。

8 月 2 日，我国著名流行病

学专家、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

流行病研究所杨瑞馥教授在接

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目

前的资料表明，此次造成西非国家大流行的埃博拉

病毒，与前几次造成大流行的埃博拉病毒相比，并

没有出现大的变异，也没有证据表明在西非国家流

行的埃博拉病毒会通过空气在人际间传播。

杨瑞馥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一般来说，埃博拉

病毒会通过密切接触途径从感染动物的血液、分泌

物或其他体液传染给人类。而在人际间埃博拉病

毒可以直接传播，主要是由于健康人接触到了感染

者的血液、分泌物或其他体液，或者间接接触了受

到这类体液污染的环境而受到感染。虽然目前有

科学家发现雷斯顿埃博拉病毒能够通过空气在猴

子中传播，但还没有证据表明埃博拉病毒能够通过

空气在人际间传播。

杨瑞馥的观点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

任托马斯·弗里登的观点一致。后者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也指出，目前不能证明埃博拉病毒会通过空气

传播，最大的感染风险是与埃博拉出血热病人的体

液及排泄物有直接接触。

埃博拉病毒凶险但并不神秘

埃 博 拉 病 毒 是 引 起 埃 博 拉 出 血 热 的 病 原

体。人在感染埃博拉病毒后，临床表现主要为

突 起 发 热 、出 血 和 多 脏 器 损 害 ，病 死 率 高 达

50％—90％。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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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了几十年火山研究的中科院院士刘嘉麒在

长白山火山景区参观时,被实实在在地吓了一跳:“明

明是岩石的柱状节理,可图片说明上却说是喀斯特地

貌。这是常识性错误呀！”刘嘉麒忧心：这样的科普还

不如没有。

8月 2日，在哈尔滨举办的第 21届全国科普理论研

讨会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刘嘉麒带着他的担

忧作了一场主旨报告《科学性是科普的灵魂》。

“如果以科学性、应用性、趣味性、艺术性、通俗性、

时代感等品格来衡量科普作品的优劣，最重要的是科

学性。如果科学上出了问题，即使表现形式好也不行，

那会成为‘长着鲜花的毒草’，更具欺骗性。”刘嘉麒说。

他列举了科普作品缺乏科学性的五种形式。其一

是缺乏科学内涵。“有些作品下笔三千，离题万里，文字

一大推，文笔有的也不错，可就是看不出写的什么东

西，想说个什么科学道理。一些传记体的作品在记述

某科学家生平事迹方面写得还比较丰满，而主人公的

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成就等方面却表

述得很单薄，读起来似文学作品而不是科普作品。尤

其有些影视片，画面很美，艺术性挺高，但总起来像个

风景片，缺乏科学内涵。”

第二种是缺乏科学依据。有的作品虽然也讲述了

一些科学知识，但讲的似是而非，只知其然，不知其所

以然；甚至有些东西是道听途说的，为了吸引眼球，哗

众取宠，夸大其词。第三种是知识陈旧。科技飞速发

展，许多科学的原理、方法、数据不断地改变、改进和提

高，新的科学知识层出不穷。“可是我们有的作者自己

知识老化，又不向他人请教，结果作品所反映的东西却

是陈旧的、过了时的东西。”刘嘉麒说。第四种是“错误

百出型”。“作品整个就是错误的：概念错误、理论错误、

数据错误……甚至伪造。”还有最可怕的就是伪科学。

宣扬迷信的伪科学，用神话或庸俗的故事说明一些自

然现象，给人们错误的认识。

据刘嘉麒的观察，这些问题，不光出现在一些科普

图书中，也出现在一些科技馆、博物馆、展览馆的展品中，

媒体的宣传报道和广告中，旅游景点的解说词中……

如何杜绝这些“毒草”的滋生，刘嘉麒建议从科普

创作的源头抓起，提高创作队伍素质和科学素养，用科

学的态度对待科普。“要保证作品的科学性，最好的创

作者应该是科学家本身，特别是那些既具有科学素养，

又具有文学、艺术修养的科学家。实际上，国内外许多

优秀的科普作品大都是出自著名科学家之手，或是一

些有浓厚学术背景的媒体或出版界人士。”

此外，他提出，为了提高科普作品的科学性，要提高

创作者的知识产权意识和文责自负意识，对于一些重要

的科学成果，科学数据，科学资料……必须注明出处。

不能随意抄袭他人的东西，更不能剽窃他人的成果。

刘嘉麒说，科学普及与科学研究密切相关。科普

的营养和精髓主要来自科研的成果。科研的水平决定

着科普的水平；反过来，在科普中又会发现新问题，对

科研提出新要求，促进科研的发展。

中国科普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罗晖听了刘嘉麒讲的

一些景点解说词缺乏科学性的问题很有感触。曾在

中国驻美大使馆工作期间负责联系美国公园管理局

的她说：“中美两国一些公园会结成姐妹园，互为姐妹

园的公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对方改解说词，我

们的公园帮美方改中文解说词，美方公园帮我们改英

文解说词。国外非常重视景点解说词的准确性。我们

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不要再出现这种缺乏科学性

的科普。” （科技日报哈尔滨8月2日电）

缺乏科学性的科普还不如没有
专家列举其五种形式

本报记者 刘 莉

科技日报哈尔滨8月 2日电 （记者刘莉）“根据中

国科普研究所最新研究显示，到 2020 年，我国公民具

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应超过 10％，才能有效支撑科

技人力资源的产出，保障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2 日上午，在哈尔滨举办的第 21 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

会上，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徐延豪第一次在公开场合

公布这一数据，这让来自全国的 200 多位科普工作者

倍感压力。

根据 2010 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显示，2010 年

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质公民比例为 3.27％。仅相当于

欧美国家上世纪 80 年代末的水平。为提升公民素质，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2012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

新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到 2015年我国公民基本

科学素质比例要达到 5％。

“按正常发展情况测算，2020 年可能达到 7％或

8％，但从研究来看这还不够，我们的科普工作需要超

常发展，比如通过科普信息化建设等手段提升公民科

学素质。”徐延豪说。

据中国科普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罗晖介绍，10％的

数据来自科普所的一项研究，这一研究分析了欧洲 32

个国家影响国家创新能力的数据，发现进入创新型国

家行列的国家，公民科学素质比例都在 10％以上，进入

科技强国的国家，这一数字则在 20％以上。此外，科学

素质人群 R&D 人员产出率为 13∶1。根据诸如此类的

多项数据分析得出，我国 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应为 10％。

科普工作需要超常发展
建成创新型国家，公民科学素质比例要达到10％

8月 2日，河北山海关船舶重工公司与北京海兰信公司签订国产船舶综合导航系统（INS）远洋商船应用合作协议。该系统将安
装在山船重工为国内一家船东新建的远洋散货船上。该船舶综合导航系统由北京海兰信公司研发，是一套满足国际最新标准的全
自主综合导航系统，具有通过各个独立地通信导航设备的有机集成，实现船舶智能化一人驾驶等优点，它可应用于商船、海洋石油
及工程船等领域。图为北京海兰信公司技术人员（右）在介绍国产船舶综合导航系统功能。 新华社发（王寒植摄）

金 琳 是 国 网 日 照 供 电 公 司 的 一 块“ 金

牌”，“把她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发光”，这并

不是一句玩笑话。

工作 23 年了，从电能表修校到资产管

理，金琳以一个接一个的科技成果、专利和

QC 成果，把传统的低技术岗位做“出了彩”。

1995 年，全国电力行业推广“峰谷分时

电能表”。金琳还记得，“从早上 8 点到 11

点 ，从 晚 上 6 点 到 11 点 ，倡 导 低 谷 用 电 ”；

但当时一只分时电能表需要 1500 元，而普

通 的 电 能 表 只 需 要 三 四 百 元 。“ 实 际 上 里

面 就 是 加 了 分 时 计 费 模 块 而 已 。”这 让 她

想到了自己动手改装。经过一番努力，装

载 有“ 金 氏 ”分 时 计 费 模 块 的 电 能 表 进 入

了日照地区并应用起来。这个比专业表要

便宜 800 多元的电表却给出了极为专业的

表现。

这是金琳创新之路的开始。她总结出

来：要敢想敢干，有些事情需要自己动手试

一试，“不磨练，你根本不了解自己的潜力”。

电能表资产管理并不是一个容易出成

果的岗位。曾有人说：不就是管库房吗？但

金琳却不这样认为。1998 年，她在国内电力

系统第一个将条形码引入库房，如同超市的

结账系统，将每一个设备贴上条形码，并汇

总到电脑，这样无论入库设备，还是出库设

备，随便一查，诸如设备规格型号、性能、位

置等详细信息一目了然。

在一个简单的传统岗位搞创新，从 2008

年到 2014 年，金琳凭借 6 年间的 5 项科技成

果、6 项 QC 成果成就了日照供电公司在此

领域内的诸多“首创”。

营销现场作业人员寻找不到客户的具

体位置、现场作业技术不规范、客户违约用

电经查出却拒不承认事实的现象，在各供电

企业中时有发生。金琳很早便在着手研究

这一问题，“基于 RFID（射频识别）的电力营

销现场作业系统”应运而生：它将射频识别

技术应用在电能表出入库、现场普查、现场

装表中。自 2011 年开始便在全国推广，获得

山东电力科技进步奖。

金琳是幸运的。她认为，自己的成长与

日照供电公司的发展合了拍，是后者塑造

的成长环境一步步激发了自己成长的动力

和激情。

“不为获奖而创新，针对企业发展难题

设置课题，在公司上下形成齐头并进的局

面。”日照供电“鼓励一线创新”的机制坚持

了多年，“不因领导的更替而变化”，也促使

大批的金琳和简单实用的成果脱颖而出。

在金琳眼中，鼓励员工创新，公司一系列的

规章制度，包括资金支持，晋升渠道等都是

“为了让能者尽其所能”。

1991 年 ，年 轻 人 金 琳 跨 进 电 力 行 业 大

门，从计量修校到资产配送，二十年如一日，

公司大环境和个人“小宇宙”的合力，让她始

终对电能计量工作充满了热爱、倾注着深

情，由此引发了她主动工作、善于钻研、勇于

创新的工作作风，并结出丰硕的成果。

一个电力工人的自我修养
本报记者 魏 东 本报通讯员 孙宝山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记者苏雪燕 陈
雯瑾）当传统金融遭遇互联网金融时，是“一

山难容二虎”还是可以另辟蹊径共谋发展？

新华社副社长慎海雄 2日表示，新兴产业形态

的兴起，并不一定意味着传统产业形态彻底

消亡。传统金融与互联网金融两者之间只有

做到互补互融、互学互鉴，方可实现 1＋1＞2

的化学反应，而不是 1－1＝0。

慎海雄是在“2014 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

圆桌会议”上作上述表示的。“随着新兴产业

形态的兴起，在‘非此即彼、有我没你’之间，

应该还有一种选择，这就是传统产业与新兴

产业的互联互通、互鉴互学，在融合中实现优

势互补、创新发展。”他说。

慎海雄表示，银行、证券、保险等传统金

融机构在资本配置、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等方

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作为新生力量

的互联网金融，对于解决传统金融业的某些

弊端，破解居民投资渠道单一、融资分布不均

衡等突出问题和促进金融领域深化改革等产

生了强大的“鲶鱼效应”。

慎海雄认为，网络交易平台、云计算、大

数据分析等，为金融产品的创新提供了技术

条件。互联网渠道多元、受众广泛、传播通

畅，为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快速成长提供了市

场条件。基于互联网思维设计的金融产品，

投资门槛低、交易便捷、服务精准、模式灵活，

大大拓宽了金融服务的边界和创新空间。

慎海雄还表示，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普

惠金融、小微金融的长足发展，离不开传统金

融的雄厚实力作为支撑；传统金融生态的安全

稳定，是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的土壤。“杂交出

优势。”慎海雄说，“传统金融与互联网金融两

者之间只有做到互补互融、互学互鉴，方可实

现1＋1＞2的化学反应，而不是1－1＝0。”

“2014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圆桌会议”由

新华社中经社控股所属《金融世界》、中国金

融信息网与中国互联网协会共同主办，旨在

为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创造一个全

方位的交流平台。

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不是 1－1＝0

科技日报讯 （记者陈
瑜）记者 8 月 1 日从国家海

洋局了解到，“蛟龙”号载人

潜水器 7 月 31 日在西太平

洋马尔库斯—威克海山区

完成今年试验性应用航次

第 10次下潜作业，圆满结束

了本航次第一航段科考任

务，搭载“蛟龙”号的“向阳

红 09”船随即启程返航。

当日，“蛟龙”号最大下

潜深度为 4837 米，水中时间

为 9 小时 24 分，水下作业时

间为 4 小时 30 分，共获得 2

只海参、2 只六腕海星、1 支

柳珊瑚，1 只铠甲虾、3 管沉

积物和 8 升近底水样，拍摄

了海底地质和巨型底栖生

物高清视频资料，开展了下

潜人员生理心理测试与舱

内作业视频拍摄。

据搭乘“蛟龙”号下潜

开展科考的国家海洋局二

所 研 究 员 王 春 生 介 绍 ，本

次下潜区域地形总体较为

平 坦 ，除 海 参 和 六 腕 海 星

外 ，其 他 海 底 生 物 个 体 均

较小，生物多样性低，种类

不 多 ，但 丰 度 比 较 高 。 此

外，生物优势种类明显，最优势种类是柳珊瑚，其次

是六腕海星。

“向阳红 09”船 7 月 4 日从福建福州出发，执行“蛟

龙”号今年试验性应用航次第一航段科考任务。7月 16

日以来，“蛟龙”号先后在西北太平洋采薇海山区开展了

8次下潜作业，在西太平洋马尔库斯—威克海山区开展

了两次下潜作业。多名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先后随潜

水器深入海底作业，获取了丰富的海底生物、岩石、结壳

等样品以及大量高清视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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