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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际 旅 行 并 非 遥 不 可 期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
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
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中国大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是
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从国家制定了 《科普法》，实施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以
来，中国公众的科学素质有了显著
提高。

但是，在提升全民科学素质的
工作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还存
在不少短板。近年来受一股社会名
人掀起的“反转基因”浪潮影响，
使中国的生命科学和现代生物技术
的普及工作严重受阻，便是一例。

本来，我国的生命科学研究和
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一直走在世界
先进行列，我国的科学家参与了世
界性的人类基因组计划，作出了重
要贡献，在水稻基因组计划、基因
编辑技术、转基因药物、民族基因
组计划中，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但

是，这一股反基因浪潮，却使民众
形成谈转基因色变的恐怖气氛，连
许多生物科学家也不敢出来为转基
因正名，也阻挡了我国生命科学和
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状态
呢？笔者反思自己科普创作的经历
时发现，这不能完全怪大众愚昧无
知，我们科普工作者也有责任。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大门刚
打开，外部世界全新的知识走进国
门，引起了国人极大的兴趣与关
注，介绍这些国人见所未见，闻所
未闻的知识的科普读物，自然受到
热烈的欢迎。可是，在这以后的30
多年间，由于在新知识哺育下的年
青一代成长为社会的主力，年纪大
一些的人也在各类科普活动中增长
了见识，那些当初使人吃惊的科学
进展，如今已成常识。

30余年间，生命科学这门前沿
科学在理论上有许多创新，在这些
创新成果上发展起来的现代生物技

术也有了很大发展。比如，曾经被
生物学家共同体抛弃百年的拉马克
主义、获得性遗传理论，随着表观
遗传学的建立，复活了。被批判上
百年的居维叶的灾变论，随着许多
考古学的发现，新灾变论站稳脚跟。

当我们还在“转基因”的是非
问题上争论不休之时，生命科学与
现代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已把“转
基因技术”甩在后面。在 21 世纪
初，在分子进化工程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合成生物学，比“转基因技
术”更加先进，使人类进入了自由
掌控生命的超级阶段。

我们的生命科学及现代生物技
术的这些创新和发展，中国公众知
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我们的生
命科学与现代生物技术的普及工
作，没有与时俱进，这些新知识没
有在公众中普及。这造成了许多
人，包括“社会精英”的困惑。

深究一下拥转与反转派的论点
和著作，你可以发现，两派人士都

在以21世纪生命科学与现代生物技
术的最新进展说事，由于公众对这
些新事物不甚了解，对两派专家的
理论读不懂，也就无法辩明是非。

因此，一个重新普及当代生命
科学和现代生物技术的使命摆到了
科普作家的面前。

笔者希望，我们的生命科学
家、现代生物技术工程师、科普作
家，拿起笔来，系统宣传最新的生
命科学知识，现代生物技术的最新
成就，使广大民众认识转基因技
术、合成生物学对社会发展的意
义，助力生物科学家、政府实现发
展现代生物技术的宏图大业，为提
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做出贡献。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荣
誉理事、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名誉
理事长。著有《生命三部曲》《转
基因技术漫谈》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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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5日，长征三号乙运载火
箭以“一箭双星”的发射方式顺利将我国
第三代导航卫星——北斗三号的首批组网
卫星（2颗）送入太空，它标志着我国正
式开始建造“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一种采
用时间测距原理，即供用户测量导航信号
传播时间来求出距离进行导航定位。但它
与国外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不同，综合采用
了无源和有源相结合的方式，且星座都由
地球中圆轨道导航卫星、倾斜地球同步轨
道导航卫星和地球静止轨道导航卫星组成。

从2017年—2020年，我国将先后发射
35颗北斗三号导航卫星（5颗静止轨道卫
星＋3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27颗中圆
轨道卫星）。北斗三号的中圆地球轨道卫星
具备卫星无线电导航业务和星间链路功能，
其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地球静止轨道卫
星具备卫星无线电导航业务、卫星无线电测

定业务、星间链路功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
由3种轨道卫星构成的导航系统，北斗三号
未来还将按照国际标准增加全球搜救、全球
位置报告、星基增强等拓展服务。

其服务范围为全球；定位精度为
2.5～5 米；测速精度为 0.2 米/秒；授时
精度为 20 纳秒；每次短信字数也增加
了。随着“北斗”地基增强系统提供初
始服务，它还可提供米级、亚米级、分
米级，甚至厘米级的服务，届时，“北
斗”的定位精度将与美国GPS相媲美。

具有高精度、高可靠、高保险、多功
能的“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有一些美
国、俄罗斯和欧洲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不具
备的性能和特点，例如，其空间段采用三
种轨道卫星组成的混合星座，且与其他卫
星导航系统相比高轨卫星更多，因此抗遮
挡能力强，尤其在低纬度地区性能特点更
为明显；北斗三号可提供多个频点的导航
信号，能够通过多频信号组合使用等方式
提高服务精度；该卫星系统创新融合了导
航与通信能力，具有实时导航、快速定
位、精确授时、位置报告和短报文通信服
务五大功能。 (下转第七版)

科普时报讯（记者 于翔） 11 月 10 日至 12
日，由中国科协主办，四川省科协、腾讯公司、
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等承
办的2017中国科幻大会将在成都召开。

自刘慈欣、郝景芳获科幻界最高荣誉雨果奖
之后，中国科幻方兴未艾，国内新锐优秀科幻创
作者频繁涌现，一批批科幻影视作品项目正在紧
锣密鼓地推进当中。科学技术的前沿进步为科幻
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沃土与想象空间；而科幻
文学所涉及的领域、创新的方向与中国科学以及
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基于此，本届科幻大会以 “众创聚力，幻
创未来”为主题，大会由开幕式、科幻产业论
坛、银河奖和水滴奖颁奖典礼、国际科幻峰会、
科幻系列专题会议、科幻展览、科幻影片展映等
七个环节组成，覆盖文学、影视、创投、展览等
多方面。本次活动旨在激发中国科普科幻创作的
潜力，推动科普科幻产业的发展，为科普科幻相
关作者、专家、媒体、影视、产业和读者等相关
方提供相互交流、融合发展的平台，同时满足科
幻迷们的不同需求，让每个参与者都能有所收
获。

开幕式：在本次科幻大会开幕式中，腾讯将
发布科幻产业白皮书，梳理近年来中国科幻产业
的脉络走向；四川省科协发布 《成都科幻宣
言》，促进成都成为未来的“科幻之都”。

科幻产业论坛：一些知名导演和科幻作家将
出席本次产业论坛，探讨投资科幻产业的现状与
前景；随后的创投会上，一批新锐科幻影视项目
将在此展示风采。

银河奖和水滴奖颁奖：银河奖是公认的中
国科幻小说最高奖，1985 年设立，1991 年起每
年一届，今年是第 28 届。银河奖既是中国科幻
创作者展示实力的平台，也是培养中国本土科
幻作家的摇篮，其获奖作品代表着中国科幻创
作的最高水平。而成立于 2016 年的水滴奖则由
中国科协主办，腾讯公司承办，偏重于科幻的
影视化。两个奖项最终花落谁家，11月11日的
晚会将揭晓答案。

国际科幻峰会：来自美日欧等地的国际知名
科幻界人士将齐聚一堂，探讨中外科幻文化交
流，开阔中国科幻创作视野。

科幻系列专题会议：该专题会议借鉴世界科
幻大会等国际科幻活动模式，由近 40 场专题演
讲、对话、讨论组成，设多个分会场，内容涉及
科幻创作、科幻文化、产业合作、科幻迷活动等
诸多方面。

科幻展览：科幻展览包括科幻产品展、世界
科幻史展、科幻影视道具与技术展、国内外知名
科幻画家的画展、“科幻城”项目规划展、科幻图书大型签售会、“异星
人”科幻嘉年华等子活动。

科幻影片展映：科幻影片展映分线上、线下两部分，线上由腾讯公
司平台展映科幻电影，线下则在毗邻会场的影院以包厅形式放映科幻电
影史上经典作品和国内优秀科幻影视作品，供参会人员免费观赏。

今年的科幻大会是“2017中国科幻季”的序幕。会议之后的11月
19日在北京召开的星云奖，也是科幻季的一部分，届时将为北京的科
幻迷们带来更多惊喜。本次活动也是“2016 中国科幻季”的一个延
续。去年活动规格之高，内容之丰，时间之长，可谓科普科幻界的一场
盛会；而今年的中国科幻大会作为2017年科幻季的序幕，更加扩展了
话题的深度与广度，全面邀请各行业参与，促成合作，鼓励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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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的 北 斗 世 界 的 北 斗
□ 柯 谱

随着北斗三号导航卫星的顺利升空随着北斗三号导航卫星的顺利升空，，作为世界唯一由作为世界唯一由33种轨道卫星构成的导航系统种轨道卫星构成的导航系统，，北斗三号将能提供媲美北斗三号将能提供媲美
GPSGPS的定位精度和可靠性的定位精度和可靠性，，并具有实时导航并具有实时导航、、快速定位快速定位、、精确授时精确授时、、位置报告和短报文通信服务五大功能位置报告和短报文通信服务五大功能。。届时届时，，
一个由北斗为核心的天地一体一个由北斗为核心的天地一体、、覆盖无缝覆盖无缝、、安全可信安全可信、、高效便捷的国家综合定位高效便捷的国家综合定位、、导航和授时体系将逐步形成导航和授时体系将逐步形成。。

当你还在担心人工智能产生自我
意识之时，有人已将目光投到了移民
太空，而这并不是科幻小说或电影。

前几天，在 2017 腾讯 WE 大会
上，剑桥大学物理学教授、著名宇宙
学家史蒂芬·霍金教授以视频的方式
到会布道：“在过去 200 年中，人口
增长率是指数级的，即每年人口以相
同比例增长。目前这一数值约为
1.9%。这听起来可能不是很多，但它
意味着，每 40 年世界人口就会翻一
番。这样的指数增长不能持续到下个
千年。到2600年，世界将拥挤得摩肩
擦踵，电力消耗将让地球变成“炽
热”的火球。这是岌岌可危的。”

霍金认为，人类可以避免这样的

世界末日，最好的方法就是移民到太
空，探索人类在其他星球上生活的可
能。“星际航行必然是一个长期的目
标。我所说的长期，是指未来200到
500年。去年我与企业家尤里·米尔纳
一起，推出了长期研发计划——‘突
破摄星’，目标是让星际旅行变成现
实。如果成功，在座各位有些人的有
生之年内，我们将向太阳系最近的星
系——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系发送一个
探测器。”

霍金表示，“突破摄星”是人类
初步迈向外太空的真正机会，为了探
索和考量移居太空的可能性。

对此，亲临腾讯WE大会的突破
摄星执行董事、前NASA艾姆斯研究

中心主任Pete Worden表示，今年在
智利、圣地亚哥开启了一个观察的项
目，了解太阳系以外是不是还有生命
的存在。

Pete Worden 认为，如果持续的
寻找，人类可以找到更多宜居的星
球，问题就在于即便它们宜居了，人
类是否真正能够移居过去，是不是能
够旅行过去。

如此看来，在宜住星球不是问题
的前提下，人类目前太空旅行的速度
才是关键所在，而有理由相信，时间
会解决这一技术难题。

未来，人类移民太空或不是梦。
当然，500年太久远，生命的精采还
在于只争朝夕！ （科文）

科普要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做贡献
□ 科普时报特约评论员 董仁威

贺“长征三号乙/远征一号”运载火箭发射北斗三号首发双星顺利
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长征一箭送双星，组网全球巨步行。三轨导航超系统，万方应用
惠民生。

短文慧，信号聪，炽炽中华北斗情。笔墨长空豪气阔，苍穹如海
月如灯。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科技日报》原总编辑。）

鹧鸪天·北斗双星
□ 张 飙

在《底部平原》这幅作品中，帕特·罗林斯展示了一个巨大的穹顶式太空殖民地，它位于月球南极，以太阳能作为能源。众所周知，月球两极有大量的水冰存在，这对于未
来任何一个太空基地来说，都将是一个极其有价值的资源。相关报道见五版喻京川文章《太空美术的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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