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普时报讯 12 月 2 日，中国科普
作家协会 2017 年会在安徽省合肥市召
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繁荣科普创
作，助力创新发展”，旨在为广大科普创
作爱好者搭建学术研究和创作实践交流
平台。会议由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主办，
安徽省科普作家协会承办，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为
支持单位。来自全国各地科普作协、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期刊出版及相关媒
体等的专家、学者及科普创作工作者200
余人参加会议。

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书
记处书记徐延豪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大
会开幕式由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
汤书昆主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副
书记蒋一致欢迎词，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副理事长杨焕明致辞。开幕式上还宣布
了第七届理事会推举的中国科普作家协
会名誉理事长和荣誉理事名单。

徐延豪对新时代背景下的科普创作提
出了三项新要求。一是科普创作要在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进程中发挥更
加重要的作用，既要发挥学术知识向大众
知识的转化器作用，又要发挥科学文化与
大众文化的融合剂作用。二是科普创作应
着力解决自身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包括科普图书选题失衡、新媒体科普作品
匮乏、科普创作队伍规模偏小等问题。三
是奋发有为，开拓创新，不断创作科普精
品，把科学交给人民，要珍惜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机遇，肩负起繁荣科普创作
的时代责任；要把握时代需要、人民需
求，不断创新提升科普创作水平；要坚定
文化自信，面向世界，书写人类共同繁
荣；要以老带新传帮带，不断培养造就一
支高素质创作人才队伍。

本次年会特邀著名科普作家卞毓
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教
授、中组部首批“青年千人计划”归国

学者陈宇翱，央视创造传媒创意副总监
王雪纯，果壳网CEO、分答创始人姬十
三作大会报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
长周忠和主持互动交流活动。

卞毓麟在题为《老兵新识——关于原
创科普创作的再思考》的报告中，呼吁创
作更多把握科研新动向的元科普作品；陈
宇翱作了题为《量子的上个世纪和下个世
纪》的报告，结合自己的研究分享了量子
的前世、今生与未来，指出科学家与科普
是一个慢慢地相互靠近的过程；王雪纯在

《团结就是力量》的报告中，分享自己在
策划科普视频节目中的经验和收获；姬十
三作了题为《正在发生的科普新变化》的
报告，他认为短视频制作、知识付费、将
科普用在文创产品上、以人为核心的传播
模式等几个方面正在成为科普的新变化。

此外，大会设立6个分论坛，论坛围
绕繁荣科普创作、助力创新发展进行专门
研讨。为了全方位展现协会与会员的创作

成果，调动创作积极性，促进线上线下交
流，大会期间还举办了会员作品展、2017
科普科幻青年之星作品插画展。

又讯 12月5日，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第七届三次理事会召开。会议第一阶段
举行了理事会党委会议，由中国科普研
究所所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党委书
记、副理事长王康友主持，会议学习传
达了中国科协《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实施方案》。第
二阶段为七届三次理事会，由理事长周
忠和院士主持，会议审议了《中国科普
作家协会2017年工作总结》和《中国科
普作家协会 2018 年工作要点》；审议了

《关于增补王韬、孙丽艳、杨多文为中
国科普作家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的提
议》； 审议了《推举名誉理事长、荣誉
理事名单》；审议了 《中国科普作家协
会推荐优秀科普作品参评国家科技进步
奖的办法》。

当人们津津乐道于能做后空翻
的美国机器人惊艳亮相之时，英国
设菲尔德大学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学荣誉教授诺艾尔·沙尔基日前却发
出警告：一场打造杀人机器人军团
的竞赛已经拉开序幕，可能出现的
人形机器人也许会给世界带来灾难
——导致对平民的大屠杀。“如果这
些东西登场，那么它们随时可能意
外触发战争。”

而上月末，在有超过70个国家
代表出席的联合国武器公约会议上，
美国伯克利大学教授、资深人工智能
研究者斯图尔特·罗素尔公布的一段
视频，曝光了一款骇人的武器——杀
手机器人，那是跟蜜蜂般大小的一架
智能无人机。它装备有广角摄像头、
传感器和面部识别装置，并配有3克
浓缩炸药。只要把目标图像信息输入
它身上，它就能手术刀般精准找到打
击对象。试想，如果把杀人机器蜂群
释放出去，当足以可以杀死半个城市
的人；如果战争冲突升级……

毫无疑问，机器人进入未来战
场，势必会引发一场革命。

当然，未来的战争也很有可能
是一个国家的自主武器瞄准另一个
国家的自主武器，是机器和机器之
间的拼杀，背后则是人的素质和科
技能力的较量。或许，就此可以告
别“肉体消灭”的血腥战争模式，

让战争显得“文明”起来。很显
然，“数字战士”的出现，不仅会改
变参战者的身份和战争的摧毁能
力，也将改变战争的伦理。

问题来了：机器人是否应该被
武装或究竟应该给予它们多大程度
的自主性？杀人机器的研发者应该
对自己研发的技术负个人责任吗？
机器人学领域会不会重蹈核科学家
的覆辙？再说了，机器人本身没有
道德标准，所以无法让其决定某个
生物的生死，那么，人类能够“教
会”它们吗？其实，人类自身的行
为就经常违背所谓的道德准则，我
怀疑，被“教”的机器人会不会因
此而变得很困惑？

历史已经给足了我们“经验”：
要想在全球范围内整齐划一地实现
自律，消除类似远程控制的自动进
攻武器那样的“利器”，是很难做到
的。一种新型的军备竞赛在所难
免。像《终结者》《机械战警》这样
一些科幻电影，其实倒真切地反映
了一种现实延伸的可能性：战争的
机器人化如同一个大陡坡，其终点
既无法预测也无法完全掌控。

每一次跨越技术的门槛，自然也
会引发人们质疑是否因此越过了社会
的红线。美国伦理学家温德尔·瓦拉
赫曾经感慨：能引发致命力量的机器
和技术奇点的到来是面向未来的主

题，但对于目前而言相当于占位符。
计算机行业已经开始研制具有一定程
度的自主性和学习能力的机器。工程
师们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可以完全控制
自主机器人的选择和行动。

而另一位美国学者戴维·科林里
奇早在1980年第一次提出有关技术
评价的困境时，就预见到了这种景
况：“当认识到不希望的后果已经出
现了的时候，技术已经成为社会经
济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对其控
制也就尤其困难了。”

我们置身于一个丰富多彩的世
界，同时也生活在一个困惑和焦虑
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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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随想

摇曳烛光

2017 年颁发的首届未来科学大
奖 “生命科学奖”授予时任香港中
文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李嘉诚健康
科学研究所所长及化学病理学系系
主任卢煜明教授。50多岁的他有着
戏剧性的科研历程。

卢煜明生于香港，潮州人，于
圣若瑟书院毕业后负笈英国，1986
年英国剑桥大学取得文学士学位后，
到牛津大学接受临床医学培训。1989
年取得内外全科医学士学位。又分
别于1994年及2001年于牛津大学取

得哲学博士及医学博士学位。
卢煜明最重大的研究成果为

1997年所发表的《母亲血浆中胎儿
核酸的探索与应用》。他发现女性在
怀孕期间，体内的胎儿会释放DNA
占母亲血浆中的DNA达5%之高。这
项发现令他的研究队伍在非创伤性
产前诊断领域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这技术被世界多间实验室用作常规
检测之用。这项发现亦为医学界提
供了崭新的研究方向，首先是提供
了安全可靠的测试方法检验孕妇及

胎儿的多项疾病，有别于过往高危
的测试方法如羊膜穿刺检查。

20多年前，听到孕妇检查胎儿
的健康需要把一根针刺进子宫里时，
还是牛津大学学生的卢煜明觉得

“这个手段太残忍，而且有这么大的
风险”——平均有0.5%的几率，这
根针会扎到胎儿甚至导致孕妇流产，
也就是说每200个孕妇中有一个会出
现问题。

卢煜明想要找到一种替代羊膜
穿刺术的安全产前检测方式。“当时
我是个年轻的学生，也知道这个项
目起码要花掉我10年时间。但那时
候我有一些天真的想法，觉得自己
可以给这个领域创造点新的东西。”
卢煜明回忆道。

在最开始的8年里，卢煜明在母
体循环中找到胎儿有核细胞的遗传
信号的尝试一直举步不前，这样的
胎儿细胞数量太少，无法形成可靠
和一贯的信号。

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卢煜明决
定从英国牛津大学回到出生地香港。

离开英国前三个月，在 《Na-
ture medicine（自然医学）》上，卢
煜明看到了一篇文章让他眼前一亮。
文章作者讲述的是检测到癌细胞会把
它的DNA释放到人的血浆中这一发
现，这启发卢煜明也许胎儿的DNA
也会释放到血浆中，毕竟生长在体内
的肿瘤和母体内的胎儿有相似之处。

母亲的血浆就像面汤，胎儿
DNA游离于此。卢煜明说，是泡面
给了他启发。

卢煜明喜欢自己做泡面吃，“我
觉得面里的汤好像血浆一样，当我
不断吃面的时候，我的舌头肯定会
把唾液传递到面汤里，所以面汤里
肯定有我的DNA，这就跟母体血浆
里一定有小孩的 DNA 是一样的。”
启发于此，卢煜明加热血浆，灭活
了可能会影响DNA检测的蛋白质，
提取出最终的DNA样本。

一开始，这项技术仅限于鉴定
胎儿性别和血型，后者可以筛查母
亲和胎儿的血型是否冲突，因为这
会让母亲分泌攻击胎儿的抗体细胞。

而现在，这项技术已经成为产
前筛选唐氏综合症的重要手段，进
入全球90 多个国家的医院，仅在中
国，已经有300万的孕妇受惠于此。

卢煜明并没有在此止步，他开始
思考如何实现胎儿的整个基因测序，
这样可以得到更多胎儿生命信息。

继泡面之后，一场电影使卢煜
明产生了灵感。2009年某天，他和
太太去看《哈利·波特》，临近开场，
电影院的灯光暗了下来，片头出现

“HP”字样，“H”像一个染色体，
“可能当时我已经有了一个想法，知
道怎么去做整体测序了”——孩子
的基因一半来自父亲，一半来自母
亲。一方面通过寻找父亲特有的基
因来锁定父亲遗传给胎儿的那一部
分基因；另一方面，虽然母亲和胎

儿的基因混合在一起，但如果检测
到母亲体内某些基因比他们相对应
的基因数量要多，那么这多出来的
部分便来自于胎儿。

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事物，什么
一碗泡面啊，一场哈利波特的电影
啊，在卢煜明头脑中发生了神奇的
化学反应，产生了灵感，令“科学
脑洞”大开。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
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研究员）

一碗泡面令科学脑洞大开
□ 王渝生

繁荣科普创作 助力创新发展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2017 年会召开

美国科学促进会管理的“科维理科学
新闻奖”，是国际公认的优秀科学新闻。该
新闻奖项自1945年创立，截至目前，都是
由“科维理基金会”授予。该奖对全世界
的记者开放。今年有来自44个国家的参赛
作品，获奖者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德
国、南非和英国。

“科维理科学新闻奖”分为大报（发行
量15万以上）新闻奖和小报（发行量15万
以下） 新闻奖；杂志新闻奖；电视新闻
奖：现场新闻/特写报道 （20分钟或以下）

和广播深度报道（20分钟以上）奖；广播
奖；网络新闻奖以及儿童节目奖。每一个
奖项中都分设金奖和银奖。

路透团队三位记者的大型系列报道
《不可计数的生物》赢得了金牌奖。该报道
揭示了“超级细菌”的感染起源与传播过
程，以及“超级细菌”的出现是与缺乏统
一的国家监视系统有关，同时调查了联邦
和州卫生部门未能充分跟踪等感染的细
节。路透社的记者发现，每年有数以十万
计的耐抗生素感染和成千上万的相关死
亡。研究人员试图开发新的药物来对抗超
级细菌，但是他们面临的金融和法律障碍
使得他们的努力无法取得成功。

小报金奖授予一位美女记者，南非约翰
内斯堡《邮件与卫报》自由撰稿人萨拉·崴
尔德。她在2017年1月的连续3篇报道中报
道了南非高腾省医院中发生的离奇死亡，报
道称该省每年有1300到1600人被列入早已
死亡的名单中。萨拉·崴尔德跟踪医学家进
行深入调查后揭示了真相。

网络新闻奖授予“ProPublica”和《德
克萨斯论坛报》一份雄心勃勃的在线报告

《繁荣小镇，洪水镇》。由于气候变化和未受
管理的增长对洪水风险的影响，在休斯顿地
区会发生更猛烈的暴雨。这份报告是在飓风
哈维于德克萨斯州遭遇暴雨的8个多月前发
布的，这场暴雨造成了灾难性的洪水。

英国广播公司第四频道的维多利亚·吉尔
和安德鲁·卢卡斯·贝克的节目《虎鲸的更年
期》获得了音频节目类的金奖。“Granny”是
已知最古老的虎鲸，当它去世时，估计已经
超过100岁了。在纪录片中，记者与研究人
员想知道为什么鲸有这么长的后生殖寿命，
以及它们的经历对短鳍鲸和人类的影响。

罗比麦克尤恩的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获
得了银牌奖。节目报道的是寻找一块面包
大小的陨石坠落在澳大利亚内陆地区的一
个精彩故事。

诺第留斯号的加拿大自由职业者麦金
农在杂志类别中获得了银奖，他探索了为
什么亚历克斯·霍纳德在没有绳索或防护装
备的情况下爬上高耸的岩壁，介绍了攀岩
人的科学设备与探险者的个人经历。

《国家新闻报》的两篇报道也在获奖名
单中。道格拉斯·福克斯写了关于野火的可

怕动态；尼克·尼利描述了北美最新鸟类的
发现和面临灭绝的境地。

独立的科学新闻奖评选小组通过公开
的程序评选出获胜者。除了获奖证书外，
金奖奖金为5000美元，银奖为3500美元。
八个类别中所有的奖金相同。

位于加州奥克斯纳德的科维理基金会
致力于推进科学造福人类，促进公众对科
学家及其工作的理解和支持。科维理基金
会于2000年12月由其创始人和捐助者弗雷
德·卡维里 （1927 - 2013） 成立，他是一
位杰出的加州商业领袖和著名的慈善家。
科维理基金会另一个重要的使命是通过一
个国际研究机构、教授和学术研讨会，在
天体物理学、纳米科学、神经科学和理论
物理领域，以及在天体物理学、纳米科学
和神经科学领域的奖项。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国际科
学素养促进中心研究员）

科普时报讯（记者 于翔）国内
首家“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
心”日前在深圳南方科技大学成
立。这个中心的主要宗旨，是应对
科学想象与科研实践在时空距离上
日益缩短的当代趋势，从科普科幻
发展与科研关联的当代内在逻辑出
发，推进想象与科学的连接，融通
和激发，促进对变化的理解，对创
新的认知，对科学需求的谋划和对
未来科学趋势的把握。

科学与想象力研究中心依托南
方科技大学独特的自然科学和工程
技术学科基础，根植深圳浓厚的创
意创新文化，除了给该校学生提供
富于特色的人文教育，还依托人文
中心的跨学科建构，整合科技、文
化、文学、艺术、教育等领域的相
关力量，通过专案分析、人才培
养、相关作品创作、研究报告发布
等方式影响社会的认知和科学进展。

南方科技大学人文中心主任陈
跃红认为，中心的建立是一个重要
标志，当今中国人对未来美好生活
的渴求、对优秀科普科幻作品的期
待，对科技创新的热望、都将落实
到这个研发载体的行动之上。

来自重庆画院的跨界艺术家傅
榆翔的全球巡回展览的《移民外星人》第四站展览，成
了这个中心成立之后第一场活动。《移民外星人》被誉为
史诗般宏大而又旨向未来的雕塑作品。该作品采用“超
现实”手法，通过移民外星人隐喻人类当前和未来的困
境和出路：一方面，科技正在带领我们遭遇全新的宇
宙，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却异化于以往熟悉的环境。移
民外星人不单从社会人类学考证人类和历史，也从未来
学角度路演一幕我们当下正在面对的多元时代；我们或
许正在迷失成为异乡异客，成为现实走向未来的悬疑。

揭幕仪式之后，傅榆翔和材料科学家汪宏、建筑师
唐克扬等各自发表演讲，畅谈了艺术家眼中的现实与未
来、科学家眼中的太空城市建设和建筑师眼中的日常创
意生活。

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主任、科幻作家、中国
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吴岩表示，这个中心将竭尽全力
跨越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的鸿沟，尽力实现深度整合，
在提供新的创意资源的同时，也会自主研发社会所需要
的各种想象力产品，推进科幻小说和影视、电子游戏和
VR、主题公园和科技特色小镇的建设等。

SOLVE FOR TOMORROW
探知未来大赛展开

科普时报讯 （记者 李苹） 日前，“SOLVE
FOR TOMORROW探知未来 2017全国青年科普
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在北京、上海、太原、哈尔滨
等15个省市赛区展开。其中，12月3日北京赛区复
赛，在中国科技馆成功举办。来自北京、天津、内蒙
古三省市96名中学生、68名大学生和47位指导老师
组成的65支参赛队伍，围绕“创意作品”和“科普实
验”两个单元的四个赛题即未来教育、未来出行、火
星探索、风能利用，展开激烈角逐。

据悉，本届大赛在赛题设置和比赛内容、形式
等方面都进行了创新和调整，力求创新与突破，加
强成果的转化和落地应用，内容也更加与时俱进、
贴近生活实际；考察青年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及动手操作的综合能力。

此项赛事由中国科协科普部、共青团中央学校部
主办，中国科学技术馆、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承
办，中国三星独家公益支持。自2013年起至今，大赛
已成功举办四届，在全国大中院校中产生了广泛而深
远的影响，成为深受学生喜爱和重视的品牌活动。

首批4家国家智能创新平台确立
日前，我国宣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全面

启动实施，将用13年的时间，把我国打造成世界主
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推
进办公室由科技部、发改委、工信部、中科院、工
程院、军委科技委、中国科协等15个部门构成，负
责推进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和重大科技项目的
组织实施。首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名单同日公布：依托百度公司建设自动驾驶国家新
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托阿里云公司建设
城市大脑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托
腾讯公司建设医疗影像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
新平台，依托科大讯飞公司建设智能语音国家新一
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 （科文）

“科学探索”校园科普行活动
走进通州区校园

日前，北京种太阳科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科
学课堂走进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中心小学，冬日的
严寒丝毫抵挡不住同学们的热情，而“节日的烟花
灯”彻底点燃了同学们对科学探索的激情。

“节日的烟花灯”科学实验是运用“光的全反
射”的光学知识，从光的全反射到光导纤维、从光
在光导纤维中的传播方式到光导纤维在现实生活中
的应用，全反射传播途中因几乎不损耗能量，所以
光的传播速度较快。科普老师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将光学知识深入浅出地诠释给同学们，并通过动手
操作实践来体验和感受物理科学带来的魅力，同学
们在轻松和谐的气氛中分享了科学的快乐。

据悉，“科学探索”校园科普行活动，是由通
州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办，北京市科普基地爱想象
科学空间承办的政府公益项目，旨在将丰富多彩的
科普活动送进学校，作为校园课堂学习的一种有益
补充，丰富学生的学习生活，引导学生对科学的兴
趣，提高学生的动手实操能力，为提高校园学生的
科学素养水平而尽心尽力。 （张泽鹏）

当战争变得“文明”起来
□ 尹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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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美国科学促进会“科维理科学新闻奖”
□ 李大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