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1：两位小朋友在高性能计算机原型系统面前听工作人员讲解。
图2：一家三口在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星展台前听工作人员通俗讲解。
图3：公众在“助冬奥”进行虚拟现实运动滑雪的体验。
图4：观众在参观人工智能、“互联网＋”及交通出行的创新成果。
图1、图2为科普时报记者 张爱华 摄 图3、图4为刘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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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

“5.20”是个特别的日子，在
这个温馨幸福的时刻，一句深情
的“我爱你”道不尽绵绵情意。

今年的“5.20”又是个特别的
日子——科技周的重头戏“科学
之夜”恰与“5.20”相约，又会擦
出怎样的“浪漫火花”？

首次在军事博物馆的举办的
“科学之夜”就包含了众多“浪漫
因 素 ”， 大 量 采 用 VR （虚 拟 现
实）、AR （增强现实）、MR （混
合现实）、多点触摸交互以及无人
驾驶的炫酷体验等形式，讲述科
学原理、成果应用与科技人物面
对面等丰富有趣的科技活动。“科
学之夜”的主角少不了孩子们，
互 动 、 体 验 、 参 与 最 受 他 们 欢
迎。家长们带着孩子乐在其中，
现场气氛热烈，客流爆棚，活动

一票难求。
在军博常规展厅，里面有各式

各 样 的 军 事 化 设 备 ， 坦 克 、 飞
机、高射炮等都成孩子们的亲密

“玩具”，不仅开拓了眼界，也收
获了欢乐，是孩子们近距离接触

“国之重器”的第一课堂。
在“科学之夜”现场记者看

到，军民科技融合成就展示区域排
起了长长的队伍，原来这里是 AR
眼镜体验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发
射。

“我们这里主要从同学们的兴
趣爱好出发，精心安排了戴着 AR
眼镜体验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发射
场组装的场景。”中国航天五院
512 所工作人员刘煜晖告诉记者，
通过交互方式，能够方便大家进
一步了解我国航天进展和成果，

让大家充分了解咱们国家航天水
平。室外还有一个 360°的太空球
幕，播放精美的航天主题片，能
给大家带来超沉浸式的体验。

来自五一小学三年级学生李燃
正戴着 AR 眼镜“亲身”体验长征
二号 F 运载火箭发射场组装的场
景：“我看见了火箭一步步的装配
和发射的过程，觉得制造火箭的
人很伟大。我来科技周就是想了
解一下科技知识，想在这里看到
火箭、飞机之类的东西。”

北京市科委副主任伍建民向
记者表示，今年北京科技周活动
主 场 在 表 现 形 式 上 增 加 了 新 手
段，首次采用手绘动画、三维生
长视频、剪纸动画、信息图示、
手绘漫画等多种技术，并大量采
用 VR、 AR、 MR、 多 点 触 摸 交

互等形式。在展示内容上体现时
代要求，展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
建 设 中 涌 现 出 来 的 原 创 科 技 成
果。在科普展项设计上反映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智
造生活、创意生活、悦读生活等
展区，展示一大批贴近民生的新
技术新产品、新型农业和草根发
明。

记者了解到，今年的科学之夜
现场亮点多多，多个场次互动都
是反响热烈。往往离开讲还有半
个小时就已经座无虚席，还有很
多人一直站着听讲，直到结束。

“这种炫酷好玩的科学，在娱乐中
获取知识，激发公众对于科学的
兴趣，我以后每年都要带着家人
来体验。”中关村一小的一位家长
表示。

5月19日至22日，以“科技强国，气象万千”为主题的
2018年气象科技活动周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启动。这是继去年
在广州成功举办首届后，今年，中国气象局联合科技部、中
国科协、北京市政府、中国气象学会，继续与全国科技活动
周同期举办2018年气象科技活动周。

“整个气象的发展史，就是科技的进步史。目前，我国
的气象监测水平处于世界先进行列。”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宇
如聪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届气象科技活动周上，从多角
度、立体化充分展示我国在获取捕捉天气信号、解读分析天
气信息、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气象预测产品等方面的手段、
能力与成效。

走进气象科技成果展厅，看到以“天人合一”的中国传
统文化理念为切入点，世界上最先进的静止气象卫星“风云
四号”A星，以及天气雷达、气象探测无人机、微波辐射计
等天地空一体化、精细化、自动化的观测设备。我国自主研
发且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数值天气预报系统GRAPES、智能
网格预报服务平台、大城市精细化预报系统等比肩国际先进
水平的气象科技产品亮相展区。

“‘气象知识竞答’结合了人文、生活等知识，感觉很
有趣，还知道了怎么去人工降雨，而且现场活动还蛮多的，
可以玩一天。”北京海淀实验中学的赵同学高兴地向记者说。在气象科技活动
周上，科普互动体验活动为公众奉上近百项实物、模型和多媒体展示的盛
宴，让社会公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了解我国气象事业发展，感受科技魅力，
激发创新创造兴趣。应用了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的技术搭建虚拟场景，让公
众身临其境、近距离地接触“气象卫星”“人影飞机”，“触摸”云朵，感受大
气环流；大气科学模型，直观地展现地球表面“云”的变化与运动；模拟演
播天气预报，让公众现场体验天气信息播报与发布流程等。观众通过科普互
动体验活动，充分体验气象科技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据介绍，气象科技创新发展论坛、全国气象科普讲解大赛、中学生气象知识
竞赛等活动也将在气象科技活动周期间举行，全国各地的气象科普教育基地、野
外科学试验基地、重点实验室举行开放活动，气象部门还将组织送优质气象科技
资源和特色科普活动进社区、进学校、进农村、进军营、进公共场所。此外，公
众还可以登录“气象科技活动周”网上展厅，足不出户就可以观展。

5 月 20 日晚，位于北京北辰西
路、紧邻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国家
动物博物馆，迎来上千人的“探
秘”，好热闹啊！人们坐在户外，
看着大屏幕实时直播的“2018 年
全国科技活动周重大示范活动‘科
学之夜’暨中科院第十四届公众科

学日特色活动”启动仪式。期待着
充满体验与互动的科普嘉年华活
动，能给孩子与大人带来科学乐
趣。

有趣的亲子活动
老虎、熊猫、蓝鲸……走进国

家动物博物馆，就好像走进了“动

物世界”，栩栩如生的动物标本，
让观众近距离的观赏世界各地的动
物，了解动物科学知识。“科学之
夜” 国家动物博物馆展示馆同时
对外开放濒危动物展厅、鸟类展
厅、昆虫展厅、蝴蝶展厅等，迎接
公众的到访。

记者看到了有趣的场面，孩子
们在各种动物标本的橱窗前张望，
突然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兴奋地趴
在橱窗上填写卡片。“刚参与了

‘博物馆小侦探’，找到各种神秘生
物。觉得今晚的活动很有意思，就
是人有点多。看到了好多濒危的动
物，希望保护这些濒危的动物，不
想让其他的动物将来也面临这种状
态。”北京市中关村一小的同学对
记者说。

像这样的趣味性活动，国家动
物博物馆还推出很多。比如在“立
体书”活动中，孩子们可以根据不
同主题亲手制作了精美的旋转立体
书；在“昆虫工作坊”活动中，由

博物大咖带领小朋友共同探索奇妙
的昆虫世界；而在“手工大趴梯”
活动中，小朋友们化身为勤劳的筑
巢小能手，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
尝试着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独一无
二的“鸟巢”；“硕毅说吧” 将严
肃的科学知识以诙谐幽默的脱口秀
形式，让孩子们在欢笑中了解动物
的习性和特点，等等。

走进了重点实验室
记者又随着观众来到“干细胞

与国家重点实验室”参观。“你们
知道，人眼与显微镜的分辨率能差
多少倍吗？”实验室的教授向来参
观的小朋友提问，“1000 倍”，“非
常棒。人眼能看到 0.2 毫米，显微
镜能看到0.2微米。”教授向观众介
绍，“这不是普通的显微镜，而是
一台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我们
大量的实验是做卵细胞、精细胞、
干细胞等”。教授给观众展示了这
台显微镜下看到了如同艺术之美的
小鼠的脑子、母胎盘的结构、精细

胞、神经元细胞……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周琪院

士在科学之夜，给现场观众讲授了
一堂题为“神奇的干细胞与细胞治
疗”的科普讲座，讲述了科研人员
认识到正确利用干细胞的特性，将
有可能帮助人类实现修复组织器官
创伤、治愈终末期疾病的梦想。基
于干细胞修复与再生能力的再生医
学，有望成为继药物治疗、手术治
疗后的第三种疾病治疗途径，干细
胞和再生医学研究正在引领现有临
床治疗模式发生深刻变革。

聆听标本的故事
一排排整齐的、数不清的储藏

柜矗立在观众眼前，这是动物标本
馆，馆内收藏有近 200 年的标本，
有从藏友家中收集来的、有国外友
人赠送或交换的珍贵标本，馆藏截
至去年底有 700 多万号，包括鱼类
及两栖爬行类标本、无脊椎动物标
本、兽类标本、鸟类标本、昆虫标
本。

“限于标本馆的条件，不可能
让大家天天来参观，那么大众对科
研用的标本并不是很清楚。”国家
动物博物馆副馆长兼标本馆馆长陈
军向记者说：“其实，科研用的标
本含有很大的价值，这种价值如果
不被社会所认识，若以货币的形式
来衡量，就会遭成很多的误解。”
他呼吁，大众多理解、认识，将动
物标本这个宝贵的资源继续传承下
去。

在“科学之夜”通过陈馆长专
业的讲解，让观众了解对于涉及科
学研究的标本，科研人员是怎么采
集、怎么制作、怎么保藏的等等；
陈馆长讲的小故事也让观众认识
到，虽然这些标本是死的，躺在这
儿，国家每年还投入很多资金，但
是却在科研、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
生活里发生了很大的作用；最重要
的是激发了青少年对这些动物的多
样性、动物的科学问题的好奇心和
兴趣。

“宇宙是什么颜色？”一位小学
生大声发问。

“宇宙有很多恒星，有的发光，
有的不发光。如果没有星星，宇宙
就是一片漆黑。星星是五彩斑斓
的，所以宇宙是发光的。” 中国空
间技术研究院、天宫二号总设计师
朱枞鹏微笑回答。

太空，寥廓而深邃，人类对太
空的探索从未停止。带着对太空的
无限憧憬和对航天员生活的好奇，5
月20日下午，云南曲靖市中心城区
的部分师生聆听了中国空间技术研
究院、天宫二号总设计师朱枞鹏和
国家航天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
员大队教练员吴杰为他们带来的航
天科普知识讲座。

还记得2016年9月15日吗？那
年的中秋月圆之夜，我国发射了天
空二号空间实验室，这也是中国第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比
起天宫一号，天宫二号已经是一座
精装修的小房子模样了，里面装有
热控系统，可以调控舱内温度，就
像我们家里的空调；还有跑步机、
动感单车，让航天员可以在太空也
能健身运动；更配备了蓝牙耳机和
蓝牙音响，让航天员可以和家人视
频通话，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
播》。

“天宫二号主要是开展航天员中
期驻留任务、推进剂补加、在轨维
修等任务，以及一系列空间应用科
学实验、航天医学实验、空间站技
术验证试验等任务。这些任务在中

国航天发展史上都是首次开展，每
项任务的开展都集成了一大批新技
术。”朱枞鹏说。

那么未来空间站该建成什么
样？我们还需要做出哪些努力？朱
枞鹏告诉大家，2020年前后，我们
国家要建成和运营近地空间站，这
样做的重要性是让我国成为独立掌
握近地空间长期载人飞行技术，具
备长期开展近地空间有人参与科学
技术实验和综合开发利用太空资源
能力的国家。

但就目前来讲，我国空间站发
展仍面临诸多挑战。朱枞鹏说，比
如我们的系统集成创新以及关键技
术水平等方面和工业基础、核心技
术储备和运行机制上，与世界航天
强国还存在一定差距。

这次，党的十九大报告专门提
到建设航天强国，体现了党和国家
对航天事业的高度重视，凸显了航
天在强国梦中的战略支撑作用。

“未来，在掌握近地空间站长期
生存技术之后，载人航天还有多方
向的考虑。” 朱枞鹏说。

随后的另一位介绍嘉宾吴杰是
我国首批航天员队伍中的一员。
1996 年，在中国航天员大队正式
成立以前，吴杰和另一名战友李
庆龙作为中国提前选拔出的两名
航天员教员，前往俄罗斯加加林
航天员训练中心接受基础性科目
训练。

“那是一段十分艰苦的训练经
历。我们被拉到北极圈的一片雪

野，进行户外训练。在-50℃的低温
中生存了48个小时，我们需要自己在
雪地挖个洞睡觉。全部食物也仅仅是
很少的压缩饼干等。”吴杰回忆。

太空看似梦幻，其实置身太
空，人会丧失时间与空间定位感，
因此会面临巨大的孤独。吴杰说，
针对孤独感的心理隔离训练很不
易，一个人被封闭在12平米左右的
密闭空间里，整整 3 天不能睡觉，
还要完成既定工作。

1996年到2016年，是吴杰离梦
想最近的20年。“由于种种原因，虽

然我未能飞上太空，但从未后悔为国
奉献，国家利益至高无上。”吴杰说。

据了解，本次活动致力于向学
生普及航天知识，为其成长打造整
体科普人文环境，激发爱国激情，
提升科学素养。

“作为无名英雄，没有飞上太空
是不是很遗憾？”

“宇宙黑洞是什么样子的？”
……
演讲结束，学生们争先恐后，现

场频问“十万个为什么”，一片欢声
笑语。

当“科学之夜”遇上“5.20”
□□ 科普时报记者 张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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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普时报记者 李 苹

与航天员面对面与航天员面对面，，叩问苍穹的秘密叩问苍穹的秘密
□□ 科普时报记者 史 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