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0月29日，史上最强科普阵容齐聚深圳国家基因库，国际基因组学大会第十二
届会议 （ICG-12） 科普嘉年华闪亮登场。本次活动由华大基因主办，深圳市科学技术协
会、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中国遗传学会协办，邀请到中科院院士、著名学者、作家、媒体
人等30余位科普大咖，与科学爱好者们展开一场思想交融、知识交流、激情碰撞的对话。

与会人员中，年纪最大的是83岁高龄的林群院士。杨焕明院士主持了科普嘉年华活
动，周忠和院士作了科普演讲。超过100名中小学生来到活动现场，亲身感受这场“史上
最强”的科普盛宴。活动当天线上观众累计突破 2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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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知识+公益”，200万人观看的史上最强科普......

科 普 嘉 年 华 大 咖 聊 基 因
漫谈博物学

张劲硕（国家动物博物馆高级工程师）

博物阅读与博物旅行
张劲硕博士认为，博物阅读，首先从识

字开始。其实，中国人很早就开始尝试做分
类学和博物学方面的工作了。通过对自然万
物的仔细观察，对其进行系统分类，这在我
们祖先创造的汉字中可以找到规律，包含某
个偏旁的汉字往往代表某个类别的生物或包
含某类成分的东西，而且往往彼此间能够准
确区分。当然，古人对自然万物的认识也有
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张博士介绍了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历史沿
革与前辈先贤，分享了早期启蒙阅读以及各
种科普读物对自己的影响，指出阅读不仅可
以获取大量知识，开阔视野，还会吸引我们
去付诸行动。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张博士还分享了自己对博物
旅行的认识，以及在世界不同地区旅行的经
历和感受。

梁琰（“美丽科学”出品人）

从科学普及到科学教育
科学和艺术是相通的，梁琰老师的分享

再次证明了这个观点。他通过现场播放影片
《重现化学》，向观众展示各种化学元素在微
观形态下的科学之美，视觉效果非常震撼。

对于科学教育，梁老师认为实验教学非
常重要，能给学生最直观的感受。然而，化
学教学里很多现象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难
以演示，学生们基本靠死记硬背、靠脑补来
学习这些化学知识。然而通过视频，就可以
形象地展示这些化学反应的完整过程，并且
可以因此激发学生对科学的兴趣，这也是他
请专业人员制作精美的实验视频供广大师生
使用的原因。

刘夙（上海辰山植物园科普部工程师）

打造新型多识植物网站
来自上海辰山植物园的刘夙老师首先指

出了目前科普存在的问题，知识陈旧，信息
碎片化，部分领域的中文科普资料缺乏。举
个例子，现在有些书籍或网站还在使用1936
年的恩格勒系统对植物进行分类，而最新的
分类技术是今年刚更新的，与 1936 年的已
经有较大差别。

网络上的科普资料，部分有错误，容易
误导公众。比如某百科网站介绍雪菊的内
容，并不严谨，缺乏百科知识本应有的权威
性。由此可见，建立一个权威的、系统的、
全面的中文百科知识网站非常有必要。

刘老师还介绍了他正在建设的多识植物
百科网站和这种新型的知识生产模式，他希
望通过这些努力来改变植物科普目前存在的
问题。

进击的智人

动物、植物与微生物之
间存在互相调控的过程，互
相调控的目的是为了使生命
在某种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处
于最适应的状态。科学研究
发现，我们人类吃的食物
中，有一种小 RNA 分子并
不会被降解，它们进入人体
后会被运送到血液和组织器
官中，跨界调控人和动物体
内的靶向基因表达，进而影
响任何动物的生理或病理功
能。这是很神奇的科学发
现，说明人体不仅受自身基
因调控，还可能受到植物或
微生物的调控。

张院长还讲述了一个蜜
蜂的故事。蜜蜂分为蜂王、
雄蜂和工蜂。当蜂王产卵
后，在卵发育的早期阶段，
工蜂都会用蜂王浆饲喂蜂王
幼虫和工蜂幼虫，接下来的时间里，蜂王
幼虫会一直吃蜂王浆，而工蜂幼虫则被喂
养花粉和蜂蜜混合而成的“蜂粮”。

蜂王浆是工蜂食用花粉后分泌的一种
乳状物。而花粉和蜂蜜混合而成的“蜂
粮”则来自植物的花朵。张院长领导的团
队研究发现，“蜂粮”里含有植物的小
RNA分子（蜂王浆中没有），这种小RNA
分子会抑制蜜蜂的发育，包括身体的发育
和卵巢的发育，这最终帮助形成了蜜蜂的
社会结构。

如果这种社会结构被破坏，那蜜蜂会
消亡，蜂群就没有了。蜜蜂消亡了以后，
靠蜜蜂传粉的三分之二的植物会消亡，二
分之一到三分之二靠吃植物的动物也会消
亡。此外，我们还发现植物当中的小RNA
可以调控蜜蜂的神经分化，这进一步说明，
细胞外RNA是物种共进化与适应的媒介。

方晓东（华大基因科技副总裁）

我 们 不 是 一 个 人
方老师以“我不是一个人”为题开始

了演讲，他指出人实际上是人体与微生物
共生的生态系统。我们身体的不同部位分
布着大量微生物，这些微生物与我们的健
康息息相关。

方老师以“出生方式和喂养方式及母
亲状态明显影响婴儿的肠道菌群”为例，
指出顺产、母乳喂养、经常让宝宝与妈妈
有肌肤之亲以传递皮肤上的微生物等方
式，对于宝宝的健康发育有诸多好处。而
剖腹产宝宝在出生后涂抹妈妈阴道分泌物。

抗生素的滥用，影响人体的肠道菌群，
会导致超级耐药细菌的出现，一旦被感染，
药物杀不死这些细菌，最终导致死亡。此
外，抗生素滥用还可能间接导致肥胖。

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肠道菌群与结
直肠癌、糖尿病、自闭症也密切相关。肠
道菌群目前已经可以用于治疗疾病。例
如，美国FDA已经批准通过粪菌移植来治
疗艰难梭菌感染的病人。

华大基因 CEO 尹烨老师
首先回顾了机器人及人工智
能的发展历程，从 1495 年的
达芬奇“机器人”概念图，
到 图 灵 测 试 ， 到 深 蓝 ， 到
2005 年康奈尔大学可以自我
复制的机器人，到扫地机器
人和谷歌无人车，到 2017 年
AlphaGo Zero 击 败 上 一 代
AlphaGo。

回到生命科学，我们逐
渐发现微观的生命世界其实
是极其精密的。毫不夸张地
说 ， 目 前 最 精 密 的 “ 机 器
人”其实是人类。而心脏作
为一个最精密的“零件”，是
目前人造零件无法比的。

基因科技的发展，使得
人类对自然万物及自身的了
解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
们不仅知道这成千上万个物
种是怎样产生的，而且逐渐
了解他们彼此间的关系，了
解他们的生命活动规律。现
在，我们已经可以通过人工
合成来创造生命。从某种意
义 上 说 ， 生 命 的 本 质 是 化

学，而化学的本质是物理。
霍金最近讲：人类必须在100年内殖民

外星，以避免灭绝。生命曾经经历过5次大
劫难。人类能否躲过第6次大劫难？这个问
题现在无法回答，但人类正在寻找各种可能
性，因为我们天生就有向远方探索的本能。

未来，控制地球的是智能，而不是某一
个具体的物种，包括人类。我们无需害怕人
类像硅基（以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一
样思考，但害怕的是人类像硅基一样无情。
向硅基生命植入人性的光辉，打造一个和谐
的未来，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人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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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玲（人大附中副校长）

面向未来的科技创新教育
王老师以人大附中的人工智能教育为

例，讲述了人大附中在科技创新教育方面
的实践。

王老师在演讲中探讨了3个问题：①未
来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②中国人工智
能 崛 起 与 中 小 学 教 育 。 ③ 人 大 附 中 的
STEAM+人工智能教育探索。

王老师指出，科技的发展改变了职业需
求，人工智能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人
工智能+医疗、人工智能+教育。这为教育
提供了新的发展需要。国家已经要求中小
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课程、并培养和引入
高端人才。因此对于中小学需要进行课程
改革、加强技术方面的教育、用智能技术
推动人才培养模式。人大附中邀请了人工
智能领域的知名专家对学生进行指导。每
学期有300多门选修课供学生选修，学生可
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进行选择，这样做可以
引导学生更早投身人工智能的研究中。高
中的科学教育，应该走进高校，走进产业
界，走进学术界。

叶盛（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副研究员）

科幻、科普的软硬之争
叶盛老师首先跟大家聊了聊软科幻和

硬科幻的话题。软科幻的核心不在于科学
技术，硬科幻则反之，而国内最著名的硬
科幻就是刘慈欣老师的 《三体》 系列。叶
老师认为，科幻作者在乎的只是如何呈现
一个好故事，但科幻读者对于软科幻与硬
科幻总有自己的看法。

同时， 叶老师认为科普也有软硬之
分。硬科普是严谨的，体系化的，而软科
普是比较自由的，会给人更好的阅读体
验。同样一部科普作品在不同的受众中，
评价也是有分化的，体现出了“硬受众”
和“软受众”之分。硬科普适合针对特定
受众，软科普适合针对非特定的受众。

最后，叶老师讨论了科幻和科普的区
别：科幻是艺术，可以以创作者为中心；
而科普是具备功能性的，必须以受众为中
心，以达到最佳的科学传播效果。如果非
要在硬与软中做一个选择的话，那么叶老
师会更注重科普的“软”，也就是“文”的
质量，而非“科”的份量。

郭老师指出，游戏正在改
变世界的方方面面，影响着我
们每一个人。郭老师列举了几
个游戏的案例，说明了游戏所
发挥的积极作用。其中，教
育、企业商业、医疗等领域成
为游戏的前三大买单方。

严肃游戏不是以娱乐为目
的，而是提供专业性的职能。
利用游戏进行科普也是一种不
错的发展方向，值得尝试。目
前腾讯准备在游戏中加入科普
场景。从科普的角度看，这是
具有里程碑式的尝试。另外一
种方式是结合热点事件制作科
普游戏，如结合长征7号的热
点制作游戏进行科普。在科研
中引入游戏，也是一种不错的
尝试，比如在宇航员选拔中引
入严肃游戏。

望无尽太空
汪洁（科普作家、科普演讲家）

让 科 普 有 趣 有 温 度
汪 老 师 展 示 了 一 张 太 阳 系 各 个

行星的真实比例，很震撼，地球相
对太阳而言其实非常渺小。在汪老
师的介绍下，一幅幅宇宙星空的美
妙图画呈现在大家的眼前。汪老师
在 现 场 展 示 了 银 河 系 光 带 的 放 大
图，哪怕最稀疏的地方也能看到许
多恒星。哈勃深空场拍到了 3000 个
光 点 ， 每 一 个 点 都 是 一 个 “ 银 河
系”，非常震撼。我们的可观宇宙是
460 亿光年，而真实的宇宙可能是由
无数个可观宇宙组成。

在谈到科普时，汪老师分享了很
多个人经验。在科普节目中展现独特
的人格魅力，可以让科普变得有趣、
有温度。好口才不如烂笔头，长期的
写作对于口才的提升很有帮助。而反
复的练习，是提升演讲水平的关键。
直率和坦诚，能够拉近讲演者与听众
的距离。

尚老师首先介绍了太
空、航天等概念，回顾了
人类历史上对太空的探索
过程以及中国的航天发展
之路，从嫦娥奔月的传
说，到东方红一号、神舟
五号、天宫一号、以及规
划中的空间站。

尚老师指出，发展航
天事业，可以快速促进科
技的发展。宇宙空间具备
特殊环境和资源，发展航
天是捍卫人类生存安全的
需要，也是扩展人类活动
空间的需要。人类不会永
远留在地球上，我们不仅
要仰望星空，更要走进星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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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进现实

朱成林（北京四中学生）

无 处 不 在 的 螺 旋
来自北京四中的朱成林同学以一个手

撕纸成螺旋状的互动游戏开场，她解释了
作为世间万物的遗传物质，DNA 为什么
大多数都是右旋的。自然界中，螺旋无处
不在。比如在仙人球等植物中，也存在很
多螺旋现象。而且，这些螺旋呈现神奇的
规律排列。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竟然
是由于植物内部之间的竞争关系导致的。

朱贺（北京德威英国国际学校学生）

沙 乡 的 沉 思
朱贺同学用纯英文介绍了她对《沙乡

的沉思》 这本书的感悟，她展示了 2017
年夏季爱博物科学少年们在威斯康星大学
做科学实践的照片，她欣喜地看到生态环
境正在逐渐恢复。她还分享了科学少年们
通过进入实验室作为科学家小助手参与到
真实的科学实践中的收获。最后，她介绍
了想象中的未来世界应该是生态和谐、人
类健康的世界。

明日之辰星

让历史说话

生物的大小，与很多
因 素 密 切 相 关 ， 包 括 生
理 、 行 为 、 运 动 方 式 、
所 处 的 生 态 等 。 起 初 ，
生 命 体 都 非 常 小 ， 这 从
考 古 发 现 的 化 石 中 可 以
得 到 验 证 。 周 院 士 展 示
了 从 世 界 各 地 发 现 的 古
生 物 化 石 。 后 来 ， 越 来
越 大 的 生 物 出 现 了 ， 包
括 恐 龙 、 巨 爬 兽 、 恐 角
兽、猛犸象等。

生物到底是在变大还
是变小？从恐龙的演化可
以 看 出 ， 从 恐 龙 演 化 成
鸟，身体越来越小。很多
人对此很费解，这么大的
恐 龙 怎 么 会 变 成 鸟 ？ 其
实 ， 在 恐 龙 的 演 化 过 程
中，既有朝着大的方向演
化的，也有朝着小的方向
演化的。恐龙变小后更适
合在树上生活，有利于其
生存和发展，因此越变越
小，演变成今天我们看见
的各种鸟类。

在化石考古中，不断
引入新的观测技术和精密
仪器，可以看见化石的微
观结构，达到微米甚至是
纳米级的分辨率，从而可

以观察到细胞、亚细胞的结构。例如，
从 6 亿年前的动物胚胎化石观察到细胞
结构，从恐龙羽毛的化石中观察到亚
细胞结构。

周
忠
和
（
中
国
科
学
院
院
士
）

什

么

是

最

小

的

化

石

郭小森（华大基因人类基因组学副研究员）

重 新 认 识 人 类 进 化
作为人类基因组学的一线科研人员，郭

老师惊讶地发现我们现在的高中教材中关于
物种起源的知识依然是20年前的内容，已经
过时了。中学生对于人类起源方面的内容也
知之甚少。由此可见，我们的科普任重道
远。

郭老师向大家讲述如何通过基因序列的
比较分析来确定人类和黑猩猩祖先分离的时
间，展示人类进化过程中的迁徙路线和彼此
间的关系。随着基因组学技术的发展，针对
人类不同群体的测序研究，使得我们对现代
人类起源和进化的认识越来越精细、越来越
完善。

对古人类 DNA 的研究，可以挖掘出许
多有价值的信息。古 DNA 有一些独特的特
性，可以作为标志．让我们重新认识现代
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国有丰富的古人类化
石资源，随着合作的深入和技术的发展，
人类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会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完善。

金童智能软件CEO曾炼认为，人工智
能正在走向千家万户、走向媒体平台、成
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他介绍了图灵与人工智能，自然语言
理解、知识库等概念。他认为，华大基
因、国家基因库为生物学知识库做出很大
贡献。计算机计算能力早已超过人类，但
依然无法像人一样思考，这是需要解决的
问题。

近几年，得益于互联网的普及，人工
智能发展非常快，并且应用越来越广泛，
现在的发展趋势是从“万物互联”到“万
物智能”。人工智能在下棋、聊天、服
务、医疗健康、教育等几个方面都有应用
案例。

媒体看世界

吴老师提到，国家领导人鼓励青少年阅
读凡尔纳的科幻小说。现在，中国正在迎来
新一轮的科幻繁荣，但是全球范围内，这种
文学形式却在逐渐衰老。

吴老师还以案例形式介绍了科幻文学的
革命：威尔斯对凡尔纳式作品的革命，新浪
潮对黄金时代作品的革命。科幻革命的特点
是具有颠覆性、紧迫性和媒介转移。需要彻
底的颠覆，形成新的美学体验，表达这一代
人的心灵体验。科幻如果不革命就会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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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革命与中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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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未 来 的 生 活 方 式

国际基因组学大会第十二届
会议 （ICG-12） 科普嘉年华活动
围绕“科学是甜美的”这一主
题，旨在宣传科学思想、开展科
普交流、倡导理性思维，突出科
学知识对创新发展的引领作用，
营造“知识就是力量，科学一路
相伴”的氛围，为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和高水平全面建成知识型社
会打造良好的氛围。

本届科普嘉年华围绕“漫谈
博物学”、“进击的智人”、“人类
的未来”、“明日之辰星”、“望无
尽太空”、“让历史说话”、“科幻
进现实”、“媒体看世界”等八大
主题，全方位展示生命的奥秘，
分享科学的乐趣。

佳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