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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科技创新、、科学普及科学普及

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

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

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没没

有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普 遍 提有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普 遍 提

高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

高素质创新大军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难以实

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习近平—习近平

我 国 刷 新 暗 物 质 探 测 灵 敏 度
日前，清华大学主导的中国暗物质实

验合作组 （CDEX） 在国际物理学顶级期
刊《物理评论快报》上在线发表题为《基
于CDEX—10实验首批102.8公斤·天数据
的轻质量暗物质限制》的研究论文。该研
究团队在世界岩石覆盖最深的中国锦屏地
下实验室，利用液氮直冷点电极高纯锗探
测器在 4—5GeV 范围内给出 8×10-42 平
方厘米的自旋无关暗物质直接探测灵敏
度，获得世界最好结果。

中国暗物质实验研究团队正式成立于
2009 年，由清华大学 （工程物理系） 主
导，联合四川大学、南开大学、中国原子
能科学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雅砻江流

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组成，使
用点电极高纯锗探测器进行暗物质直接探
测研究，计划未来使用吨量级的点电极高
纯锗探测器阵列进行暗物质直接探测和无
中微子双贝塔衰变的测量。

暗物质是指宇宙中那些既不发射光，
也不吸收和反射光的物质。当前暗物质探
测方法大体分为三类：间接探测实验、直
接探测实验和加速器实验，也可以被形象
地比喻成“上天”“入地”和“人造暗物
质”。CDEX团队在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
开展实验属于暗物质直接探测。当弥散在
整个空间的暗物质粒子偶尔与锗原子核发
生碰撞后，会导致锗核发生反冲并通过电

离过程在探测器内沉积能量。CDEX团队
所进行的点电极高纯锗探测器实验就是通
过研究反冲核的反冲能量、事例率及其变
化等参数来研究暗物质粒子的质量、与靶
核的相互作用截面、暗物质分布等性质。

CDEX合作组一系列研究成果不仅推
动我国暗物质研究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从无
到国际先进水平，而且提升和扩展了国际
暗物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CDEX合作组
目前正在锦屏地下实验室二期中，安装一
个容积1700立方米的大型液氮恒温器，预
计将于2018年底可以投入使用。这对于提
升我国粒子物理基础研究水平具有重要意
义。 （科文）

《机器之门》 终于出版了。之
前的《银河之心》三部曲，是关于
宇宙星空的畅想，《机器之门》 却
不是，它的主题是人工智能。

科幻作者的梦想，在于穷尽未
来的可能性。

星际舞台是遥远而飘渺的可
能，智能机器却是汹涌而至的潮
流。有史以来第一次，科技的发
展让人类站在了自我改造的门槛
上。

驱动力来自两个方面：生物基
因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

基因工程和生命科学尚未完全
揭开生命的奥秘，却已经看清了大
概的轮廓。大自然用亿万年的时间
编织复杂的生命密码，人类虽然不
能完全解读，至少也已经初窥门
径。可以想象，当人们对基因的认
识足够深入，基因控制技术足够强

大，治愈癌症，就像治愈感冒一般
简单；也不再受老化之苦，各种遗
传性疾病都可以被基因编辑消除，
几代人的时间，世界上将出现拥有
完美基因的人；人们可以轻轻松松
地活到120岁，仍旧机体健康，精
力旺盛。

甚至可以在人诞生之初就进行
基因编辑，让出生的人更美更健康
更聪明，从而产生一种超常的人
类。

这是生物基因技术所导向的未
来。这样的未来图景中，人虽然会
改变，但并不会改变太多，因为基
因工程的改变错综复杂，牵一发而
动全身，针对人类自身的基因优
化，只会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小
心谨慎地一点点探索。所以这个过
程，润物细无声，只会逐渐地改变
人类的面貌。

但还有一种未来，和当下截然
不同，甚至连人类这个名词都会被
重新定义，这就是《机器之门》中
所描绘的未来。它是一系列复杂技
术的突破：脑机交互，人工肢体，
人脑模拟，虚拟世界。

这是一个很有拓展性的话题，
我们可以用问答的方式来描绘一个
框架。

第一个问题，人的躯体是否可
以用机器来取代？

机器有着广泛的含义：假肢，
人工心脏都可以被称为机器。用
机器取代部分躯体，人们并没有
太多的顾虑。人们可以欣然地接
受假肢，如果这个假肢拥有一些
特殊功能，人们甚至会羡慕。例
如，这个假肢可以有自动打字功
能，只要它的外形不引发反感，
靠打字谋生的人们就会迫不及待

地拥抱它，甚至将正常的健康肢
体替换掉。至于看不见的各种脏
器，人们更不会在意，只要它能
让人活得更好。（各种整容，丰胸
手术，也可以看作是广义上的人
体 机 器 化 ， 许 多 人 对 此 趋 之 若
鹜，应该可以说明问题。）

所以，在机器是否能够替代人
体这个问题上，回答取决于这种替
代是否会改变外表。我们的认识系
统停留于外表，好恶也停留于外
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人都是
外貌协会的成员。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初步
的结论：只要机器和人体足够般
配，人们可以接受机器躯体的改
造。

那么深入一步，整个躯体都替
换成机器，人可以接受吗？

(下转第五版)

关 于 人 类 自 身 的 未 来关 于 人 类 自 身 的 未 来
—— 《机器之门》 后记

□□ 江 波

““ 从 东 方 红 一 号 到 载 人 航 天从 东 方 红 一 号 到 载 人 航 天 ””
—— MSTA 大家系列科技讲座开讲

□□ 科普时报记者 李 苹

科普时报讯（记者 李萍） 6月14日，中国科学技
术馆与缅甸教育部联合举办的“‘体验科学，启迪创
新’展览——中国流动科技馆缅甸国际巡展”在缅甸
正式向公众开放。这是中国流动科普资源首次走出国
门，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众提供科普服务。

缅甸的此次展览是中国流动科技馆国际巡展的首
站，是中缅双方在科学传播和科学教育领域的首次合
作和初步探索，是依托科普公共服务和科普资源共
享，促进中缅科技文化交流的一次重要尝试。民盟党
名誉主席吴温吞、教育部部长缪登基、内比都市主席/
市长缪昂，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公使衔参赞李小艳，中
国科技馆馆长殷皓出席开幕仪式并为展览开幕剪彩。

开幕仪式上，中国科技馆的科技辅导老师为大家
表演了科学实验剧《疯狂马戏团》，以舞台剧的方式，
将科普知识与科学实验相融合，让缅甸公众在轻松的
氛围中了解科学，感受科学，体验最具中国特色的精
彩科学教育活动。

据了解，中国科技馆负责具体实施的“中国流动
科技馆”项目是中国科协为了推动实现全国科普公共
服务的公平和普惠，促进全民科学素质的提升而打造
多年的一个科学传播公益品牌项目。此次缅甸国际巡
展的展示内容遴选了60余件最受中国公众欢迎的，展
示效果好、互动性强的展品进行展示。

中国科技馆馆长殷皓表示，此次国际巡展项目是落实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举措。希望中国流动科技馆的精彩展
览不仅能够服务于中国人民，也能成为与缅甸人民共同分享中国科技文化
发展成果的一个经典案例。并希望以此次合作为契机，带动中缅两国之间
的科技文化交流向纵深发展，推动双方科学传播和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和
共赢，为进一步加深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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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中国科技馆馆长殷皓（左
一）、缅甸民盟党名誉主席吴温吞先生（左三）、缅
甸教育部部长缪登基博士（左五），正在参观体验
中国流动科技馆展品

中国科技馆的科技辅导老师带来的科学实验剧
《疯狂马戏团》

由科普时报社、中国科普网、科米直播主办的“MSTA大家系列科技讲座”，6月19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办。首期讲座主题是“从东方红一号到载人航天”，国家航天事业的科技
功臣、中国工程院院士戚发轫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宏研究员，受邀倾情讲述我国航天领域的一系列辉煌和骄傲的业绩。 图/文 尹宏群

闭上眼睛假想自己乘坐着宇
宙 飞 船 …… 月 亮 上 到 底 有 什 么 ？
宇宙空间有多大？天边之外又是
什么？这一切的一切到底有没有
一个尽头？首期 “MSTA 大家系
列 科 技 讲 座 ” 主 持 人 的 开 场 白 ，
燃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的数百
莘莘学子、现场观众以及从科米
直播观看的 3 万名观众，对星空宇
宙的遐想与好奇。

由科普时报社、中国科普网、
科米直播主办的“MSTA 大家系列
科技讲座”，6月19日在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举办。首期讲座主题是“从
东方红一号到载人航天”，国家航天
事业的科技功臣，中国工程院院士
戚发轫老先生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五院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宏研究
员，受邀倾情讲述我国航天领域的
一系列辉煌和骄傲的业绩。

将航天精神植根于青少年心中
戚发轫院士曾经参与研制新中

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枚运载火
箭、第一艘实验飞船、第一艘载人
飞船； 历任“东方红一号”卫星技
术负责人、“东方红二号”和“东方
红三号”卫星总设计师；“神舟”一
号到五号系列飞船总师，将中国第
一位航天员杨利伟送入太空……他
的人生恰如新中国航天事业的缩
影。通过他和杨宏的讲述和现场问
答，观众对于中国航天事业60多年
的历程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对于
今天国家正在从事的载人航天、探
月、北斗导航重大工程等，也都有
了进一步的理解。

戚发轫感慨地说：“今天在座的
各位就是咱们未来航天事业的建设
者。要铭记历史，传承精神，激发
全国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崇尚科
学，探索未知，敢于创新的精神，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积聚力量。
真正的社会进步要靠科学技术，既
然要靠科学技术，就要能够让年轻

人、孩子们都热爱科学”。
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在多年的

奋斗历程中，创造了航天传统精
神、“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
神，他们的奋斗历程集中体现出了
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爱国主义精
神和科技报国的崇高理想情怀。这
三大精神是伟大的民族精神与航天
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中国航天
事业之魂。

杨宏说，“老一代科学家给我
们言传身教，不仅是收获了工程
经验，技术方面的知识，更重要
的是收获了宝贵的航天精神，正
是这种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航
天人，能够耐得住寂寞，比如像
在 90 年代我们遇到人才流失、待
遇低等问题，但还是有一大批骨
干留下来了，能够在航天一线上
坚持下来”。

中国科普网总编辑、科普时报社
社长尹宏群在致辞中表示，举办

“MSTA 大家系列科技讲座”的目
的，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弘

扬中国科学家精神，服务人类命运共
同体建设。让广大公众更好地了解我
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成就，将重大科技
成果转化为最新科普资源，从而让青
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更多地吸收正能
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同时，也希
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会有更多的科技
大家参加到科普事业中来，以满足广
大青少年和公众对科学素养和科技素
质提高的需要。

“MSTA大家系列科技讲座”活
动，主要是为了贯彻落实习总书记
有关科普的系列讲话精神，同时也
是为了将历年来的重要科技成就、
重要科技事件和重大科技专项创新
成果转化为科普资源。其中“MS-
TA”是“重大科技事件”（Maj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ffairs） 的
英文缩写。科普时报社及其科普全
媒体平台组织实施这项科普活动，
同时实行网络直播，听众和网民参
与度很高，大大提高了科普活动的
受众面和公众参与度。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