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陈杰 美编：纪云丰

编辑部热线：010-58884135

广告、发行热线：010-58884190

2018年8月24日
星期五

第49期

主管主办单位：科技日报社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303

邮发代号：1-178

社 长 尹宏群
总编辑 尹传红

科
普
时
报

科普全媒体平台 中国科普网 www.kepu.gov.cn 投稿邮箱：kpsbs@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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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 器 人 已 全 面 融 入 日 常 生 活
曾几何时，我们对机器人的认知，更

多的是来自于欧美科幻作品中的描述，而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日新月异，人们对机
器人的认知早已脱离了科幻作品中套路般
的定式，其多变的形态、丰富的应用场景
早已为人们所接受。与此同时，产业的快
速发展也让种类繁多的机器人逐渐进入到
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一点，从日前北
京亦庄的亦创国际会展中心拉开维幕的
2018世界机器人大会就可见一斑。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
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中国电子学
会、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承办的 2018 世界机
器人大会，于8月15日至8月19日在北京

亦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大会以“共创智
慧新动能，共享开放新时代”为主题，由
论坛、博览会、大赛、地面无人系统活动
四大板块组成。

进入到展区，只需通过手机扫码后，
猎豹移动机械臂如同一位咖啡师，从研
磨、冲泡到打奶沫、拉花，两分钟便可调
制一杯喷香的拿铁；京东展示的无人机，
已在一些地区成功运载包裹，未来将向偏
远地区配送快递，实现智能物流；宇树科
技的四足机器人“Laikago”（莱卡狗），真
的就象一只可爱的狗狗一样，步履稳健地
行走、爬坡、走石子路……

如果说在机器人展上看到大量机器人
场景应用是一种必然，那么我们可以放眼

更为现实的国内产业界，机器人早已在生
产线、车间到仓储、物流，从汽车、电子
到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全面落地应用，
其应用领域和范围也在不断拓展中。除此
之外，服务机器人在国内的应用场景扩展
更为迅速，已渗透到家庭、商场、银行、
医院等诸多场合。

世界机器人大会已经成功举办三届，
早已有了机器人界“达沃斯”“汉诺威
展”“奥运会”之美称，业已发展成为沟
通中国与世界、融合科技与产业的一个重
要平台。相信 2018 世界机器人大会能为
行业观点碰撞创造机会，为产业链、资金
链、创业链提供纽带，为机器人产业界的
未来发展注入新动能。 （科文）

白驹过隙，筑梦不息。时代的
脚步铿锵有力，改革的步伐令人惊
叹，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改革开放锐意进取的 40 年，中国
人民书写了中国发展的宏伟史诗，
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麋鹿保护亦是改革开放 40 年的时
代缩影，1985年，曾经在中国本土
灭绝的麋鹿从漂泊海外到重返故
里，30多年来，麋鹿从物种繁育到
种群复壮，再到野外种群的诞生，
麋鹿的保护与坚持改革开放密不可
分，可谓“国家兴，则麋鹿兴”。

国家渐衰，麋鹿亦衰
麋鹿起源于更新世早期（距今

200万～300万年）我国中东部温暖
湿润的长江、黄河流域的平原、沼
泽地区，为中国的特有种。到了更
新世晚期麋鹿家族开始走向繁荣昌
盛，其数量发展较快，至3000多年
前的商、周朝时期，麋鹿发展到鼎
盛阶段，古籍记载“千百成群”。

有关麋鹿的文字记录，早在甲骨文
和石鼓文中就有发现，东汉时期的
许慎在 《说文解字》 上说：“麋，
鹿属，从鹿，米声，麋冬至解其
角。”其后相继又有100多部历史文
献有麋鹿的记述，涉及麋鹿的名
称、栖息地、分布数量、行为、狩
猎及用途。

但就是这样一个中国人民耳熟
能详的物种，却经历了百年来的沧
桑历程，让人深深感叹“归家万里
路，一步一荆棘”。

科学发现，震惊世界。1865
年，法国传教士阿芒·戴维到北京
南郊考察，在当时的皇家狩猎场发
现了麋鹿，他买通守卫皇家猎苑的

官员，拿到两套麋鹿的头骨、皮张
的标本；经巴黎自然博物馆馆长爱
德华的鉴定，确定这不但是一个新
的物种，而且是一个单独的属，从
而载入世界动物学史册，为纪念科
学发现者，麋鹿的外文名称为“戴
维鹿”。

种群缩减，濒临危机。1890
年，因永定河遭洪水决口泛滥，殃
及南海子，北京城南一片泽国，南
苑围墙多半倾圮，苑内圈养的120
头麋鹿被冲散，任人追捕猎食，南
海子的麋鹿仅余20-30只。

本土灭绝，令人痛心。1900
年，八国联军趁清朝政府腐败、防
务空虚，列强趁机肆意掠夺一举攻
入北京，北烧圆明园，南掠皇家猎
苑，南海子麋鹿被西方列强劫杀一
空，自此麋鹿这一在中国生存了几
百万年的特有物种销声匿迹于本土
灭绝。

（下转第四版）

麋 鹿 保 护 ： 一 部 百 年 沧 桑 史
□□ 白加德 唐 怡

“文”与“理”的交融
——回望我的科普和科幻创作道路

□□ 叶永烈

就创作道路而言，我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
我的父亲细心地保存了我从小学一年级到高

中毕业的39张成绩报告单（那时候一个学期有好
几张成绩报告单），其中第一张小学一年级的成绩
报告单是在民国三十四年的，也就是1945年，当
时我5岁，写着“读书”（也就是语文） 不及格，
40分。作文也不及格，也是40分。

父亲还为我保留了我平生收到的第一封信，信
封上写着“叶永烈小朋友收”。那是我第一次向报社
投稿。1951年4月28日，《浙南日报》（《温州日
报》的前身）发表了我的小诗，70个字，“豆腐干”
一块，标明“十一岁小学生叶永烈”。这块“豆腐
干”的发表，使我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7 年，我以第一志愿考上北京大学化学
系。“身在曹营心在汉”，我仍怀着强烈的文学
梦，写诗、写散文、写小说，但是十篇之中能够
有一篇得以发表就算很不错了。促使我走上科普
创作之路，是在1958年。这年9月，北京大学地

质系、化学系几百名师生奉命前往湖南，帮助大
炼钢铁。地质系负责勘查铁矿、煤矿，化学系则
担负化验任务。我被分配到邵阳县化验室工作了
三个月，在化验员培训班讲授矿石化验知识。自
己动手刻讲义。1958 年 12 月 23 日 《邵阳报》
上，我发表第一篇科普作品 《两种矿物肥料介
绍》，署名是“县化验室叶永烈”。回到北京之
后，我给北京市科协主办的《科学小报》写科学
小品，写一篇登一篇，百发百中。1959年，我发
表了 50 多篇科学小品，编成化学小品集 《碳的
一家》。这本书稿在 1959 年 9 月投寄给上海的少
年儿童出版社，于1960年2月出版，成为我平生
的第一本书。

《碳的一家》的责任编辑是曹燕芳老师。她当
时正在编 《十万个为什么》 物理分册和化学分
册。物理分册很顺利，因为找对了作者，完成
了。化学分册请上海师范学校 7 位化学老师写
作，写了一年，交稿了，编辑部摇头，因为写得

像教科书。于是曹燕芳让我试写了5 个为什么，
非常满意。她把《十万个为什么》化学分册所有
题目都寄给我。化学分册出版时，175个为什么用
了我写的163个。于是其他分册编辑也纷纷向我
约稿。《十万个为什么》 第一版共 5 册，971 个

“为什么”，我写了326个，占全书的三分之一。
写 《十万个为什么》 的时候，我 20 岁，大

三。《十万个为什么》出版时我21岁，是《十万个
为什么》第一版最年轻也是写得最多的作者。我从

《十万个为什么》 第一版一直写到2013年的第六
版。迄今《十万个为什么》的总印数超过一亿册。

《十万个为什么》成为我的代表作、成名作。
在完成 《十万个为什么》 之后，我再接再

厉，写出了 《小灵通漫游未来》。那时候我 21
岁。《小灵通漫游未来》迄今发行了400多万册。
经我授权、取名于《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小灵
通”手机用户也达一个亿。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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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编者按：：著名作家叶永烈曾经创作了大量广有影响的科普和科幻作品著名作家叶永烈曾经创作了大量广有影响的科普和科幻作品，，在中国科在中国科
普和科幻史册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章普和科幻史册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章。。88月月2222日日，，由中国科普研究所由中国科普研究所、、上海市科上海市科
协协、、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主办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主办，，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上海科技发展基金会上海科技发展基金会、、长三角科长三角科
普创作联盟承办的普创作联盟承办的““叶永烈科普作品研讨会叶永烈科普作品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在上海举行。。为此为此，，本报特刊发一组相本报特刊发一组相
关文章关文章（（分别见分别见11版版、、33版版、、55版版），），以示祝贺以示祝贺 ，，并表达我们对叶永烈先生的敬意并表达我们对叶永烈先生的敬意。。

麋鹿保护麋鹿保护：“：“世界野生动物保护的中国样本世界野生动物保护的中国样本””
麋鹿，象征着生命的高贵与尊严、物种的多彩与传奇、生态的奥妙与平衡。北京大兴南

海子作为麋鹿模式种发现地、野外灭绝地、首个种群成功回归地，在麋鹿文化的传承传播中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意义。

8月24日，时值麋鹿这一珍稀濒危动物回归祖国33周年，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北京

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携手举办“北京南
海子麋鹿大会”，旨在深入挖掘麋鹿的历史文化内涵，系统总结麋鹿科学研究与保护成果，
共同推动麋鹿保护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

相关报道见1版、4版、8版。 图·文/白加德 尹传红

科普时报讯 2018 年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
年会分论坛“科普阅读与青少年科学素养培养”，于
8 月 18 日上午在重庆圆满举办。分论坛由中国科普
作家协会承办，共有 7 位长期从事科普科幻教育的
专家和一线教师参加了分享与交流。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副秘书长中国古动物
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
究员王原畅谈了他在古生物科普创作方面的一些体
会。他说，古生物学是一门非常适合做科普的学
科：作为古生物学研究载体的化石既触手可及、生
动形象，又年代久远、充满神秘。这其中蕴含着很
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也存留了众多可以发挥想象的
空间。那些远古的生物最能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
想象力和探索精神。他建议，面向孩子们的科普要
尽量讲故事，比如，讲科学发现的故事、科学家的
故事、科学研究的故事。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
协会副理事长郑永春与大家分享了 《太空地图》 系
列图书的创作体会。该书以模拟未来太空旅行的叙
述形式，由作者化身的“火星叔叔”做向导，带领
青少年乘坐载人飞船，从地球出发，途经月球、火
星、太阳、太阳系、银河系等多个“景点”。郑永春
饱含深情地说：“我有一个梦想，希望孩子们的书桌
旁和中小学教室里，挂上一张太空地图，让他们

‘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胸怀宇宙’。我相信，从小
看着太空地图长大的孩子，一定会比其他的孩子拥
有更加远大的理想，更强的人类责任感。”

美国教育联合会驻华代表处副主任、华东师范
大学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特聘教授李佩宁着重介绍
了美国中小学 STEM 教育中的科学阅读情况。他指
出，当前我国中小学教育中已经出现不少可见的变
化，如中高考试卷中，文字量在逐年增加；中小学
正在从分学科走向跨学科教育；阅读从文学阅读走
向信息类文本；而 STEM 教育经历了 STEAM 阶段，
正在走向 STREAM （R，指 reading，即阅读）。李佩
宁认为，阅读是 STEM 的基础，写作是 STEM 的产
出；科学阅读能够帮助学生形成关于科学的正确认
知和素养；通过科学阅读可以为课程设计提供“脚
手架”，促进学校均衡阅读阅读，促进学生高阶思维
技能的发展。

北京景山学校周群老师致力于中小学科幻科普
阅读的推广。她提出，科幻教育应建立由内而外的
三级阅读体系：核心层为科幻原典 （科幻小说、影
视作品等）；中间层为科学类书籍、前沿科技的时文
等；外层为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书籍。在她看
来，抓住科幻作品的阅读这个龙头，青少年科学想
象力的培养就不是一句空话。学生通过阅读，理解
科幻作品本身所构建的想象世界，这正是科学想象
力的培养；而科幻作品能够起到激发兴趣，提供想
象路径的作用，同时为学生开展创作时提供范本。她认为，科幻阅读课
程乃至跨学科科幻教育课程的开发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科幻与科普作
家和一线老师共同推进。

深圳南山实验教育集团南头小学邓玉琳老师、南京十三中曹勇军老
师以及北京朝阳教研中心科研员舒芳老师，以及科普时报总编辑尹传红
也做了有关科学阅读的专题报告。（三位老师发言的主旨内容详见 8 月
17日科普时报第8版。）

论坛由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高宏斌和北京景山学校周群老师主
持，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秘书长陈玲专程到会。陈玲秘书长表示，中国科
普作协将进一步与中小学一线老师展开更多的合作，共同推进青少年科
普科幻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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