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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

一 位 跨 学 科 探 索 的 医 学 建 筑 师
□ 武夷山

Dochitect， 是 doctor （医 生）
的 前 几 个 字 母 与 architect （建 筑
师） 的后几个字母拼合而成的单
词，意思是“医学建筑师”。戴安
娜·C·安德森就是美国的一名医学
建筑师。

她拥有医学博士学位和建筑学

硕士学位，是一名注册建筑师，也
是加拿大魁北克建筑师协会和美国
医疗保健建筑师学会认证过的医疗
保健建筑师，还是美国内科学委员
会认可的特许内科医生和执业医
师。她曾在纽约市长老会医院和哥
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接受过住院医
师培训。

作为医学建筑师，安德森将医
学和建筑学两种教育背景和职业经
验结合起来，以真正弄懂医疗规划
和工作于医疗环境意味着什么。她
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从事
过医院设计项目。她在建筑学和医
学两个领域都著述甚丰，也经常在
国内外各种学术会议上就医疗保健
设计对疗效的影响、医疗员工满意
度等主题发表演讲。

她说，“作为建筑师，我加入
建筑这个行当，是因为我有改善人
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的强烈愿望。
这一雄心壮志具体落实到了医院设
计领域，在这里，医学规划师有机
会为体验着极度欢欣和极度痛苦的
人们开展空间设计”。

尽管在医院设计和建设的过程
中有临床医师参与，但是，医院设
计者的最初构想和医院最终获得的
临床应用之间仍有脱节。多年来，
消除这个脱节非常困难。

安德森在医学院学习和在医院
接受住院医师培训期间，一直在白
大褂的衣兜里装着两个笔记本，一
本记录医学方面的事实与心得，另
一本记录建筑设计的心得和草图。
也就是说，她长期以来一直想通过

医疗保健设计，弥平建筑学与医学
间的鸿沟。

早在读建筑学本科时候，安德
森知道了在建筑实践中有“医院建
筑”这么一个细分专业。学习医院
设计，就需要参观考察很多医院。
她回忆说，“我第一次进入一所医
学建筑时，并没有像多数人那样，
在进入陌生环境时会从心底体验到
一种不适感。在这个空间里，我立
刻就感到很自在，我下决心弄清
楚，建筑环境之设计为什么会产生
这种健康效应。从这天起，我的职
业方向就改变了”。她说的这所医
学建筑指的是芬兰帕米欧疗养院，
是芬兰著名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
（1898-1976） 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
设计的。当时，这家疗养院主要为

安置肺结核病人。阿尔托的建筑学
解决方案超出了建筑自身的物理布
局，还延伸到了其他方面。例如，
阿尔托坚信，每个病人都应有自己
的洗脸池。他为洗脸池设计了斜角
水龙头，这样能减少噪声和喷溅。
他还设计了一种椅子，后来被称为

“帕米欧椅”，它使肺结核病人坐
上去后呼吸较为顺畅。

后来，安德森参观了很多建
筑。她发现，自己对医院的生物
科学和人文学科内容极感兴趣，
于是决定学医。有意思的是，在
医院工作时，有时她看到医院建
筑设计团队的人员走来走去，就
不由自主地反思自己的建筑设计
经历。她想，“看来，我做不到将
双脚放在同一个桶里”。她坚信，

杂交型专业人员能够提出跨学科
的整合方案。通过将自己的医院
设计专业背景和医学教育背景结
合起来，她可以在改善医疗质量
和医疗提供方式上探索新的跨学
科路径。

跨学科探索的结果还是令人
欣慰的。美国建筑师学会的医疗
建 筑 学 院 （AIA/AAH） 推 出 的

“2018 年 40 岁以下最佳医学建筑
设计师”榜单，表彰了两位医学
建筑师，安德森是其中一个，排
在前面。为了进一步拓展自己，
最近安德森还去哈佛医学院生命
伦理学中心开展研究，探讨生命
伦理学与医疗保健空间的关联，
并争取将研究成果写入今后的医
院设计指南。

由北京市地震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办的“防灾小卫
士”第二届北京市防震减灾“小小讲解员”科普讲解大赛（简称大赛）近日落下帷幕。
大赛旨在进一步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精神，搭建防震减灾的学习交流平
台，激发广大青少年的科学兴趣，提升青少年的防灾应急、课外实践、临场应变、语言
表达等各方面能力，为北京市科普讲解大赛储备人才，推动防震减灾事业的蓬勃发展。

本届大赛历时3个月，由北京市十六区县各中小学学校推荐，经过层层选拔，最终32名中小
学生凭借自己的努力和优异的表现，在众多选手中脱颖而出，进入了最后的小小讲解员训练营。

经历了五天的训练营活动，小小讲解员系统学习和体验了防灾减灾、自救互救、生存
逃生等知识和技能。在此过程中同学们还参加了团队拓展、感恩教育和讲解决赛等系列活
动，活动中小选手们敢于展示自我，挑战自我，提升自我，获得了专家评委和指导老师的
肯定，以及家长们的认可。小小讲解员们也纷纷表示：在这5天里知识和技能充实了自己，
友谊和经历丰富了自己，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将用实际行动诠释防灾小卫士的誓言，践
行志愿精神，做一名敢于担当、乐于奉献、懂得感恩的合格的防震减灾科普。

这里刊出的，是获得“小小讲解员”科普讲解大赛一等奖的两篇作品。

防震减灾 科普先行
□ 李 妍

一谈起地震，大家都会想到地震预
报。这里要说的地震预警和地震预报是
不同的：预报是在震前发出通告，预警
是在震后、抢在强震波到达之前发出警
报。

地震预警，是受到了海啸预警的启
发。1964年，美国阿拉斯加发生过一次
特大地震，还引起了海啸。人们发现：
地震波和海啸波的传播速度不同，就像
龟兔赛跑：地震波快得像兔子，而海啸
波慢得像乌龟。这样就可以利用地震台
网做监测，只要一发现兔子，就立刻用
无线电通知远处：“地震了！海啸要来
啦。” 后来，环太平洋国家建立了海啸
预警系统 （我国也加入了），可以提供
从十几分钟到十几个小时的预防时间，

大大减少了伤亡。既然海啸可以预警，
地震是否也可以预警呢？当然，地震也
可以预警。

地震时会产生纵波和横波。纵波
跑得像兔子一样快；横波慢得像笨狗
熊 ， 但 力 大 无 比 ， 房 子 都 是 它 推 倒
的。一旦地震仪发现了“兔子”，就立
刻用无线电通知远处：“地震了，‘狗
熊’要来啦！”人们不就有时间躲避了
吗？

地震预警在墨西哥的应用效果最
好。它的地震都发生在西海岸，离人口
聚集的首都墨西哥城有几百千米。于是
他们在西海岸布设了很多地震监测站和
通信中继站，多次成功发出警报。1985
年，墨西哥发生过一次8.1级强震，那时

还没有地震预警系统，有 1 万多人死
亡。2017 年，同样是 8.1 级强震，由于
地震预警系统提供了超过86秒的应急时
间，只有几十人死亡。

汶川地震后，我国首先在四川开展
地震预警试验，并积累了宝贵经验，正
在逐步推广。去年8月8日九寨沟发生了
7 级地震，预警系统发出警报，给成都
等地提供了应急响应的时间。

当然，地震预警也不是十全十美
的。目前的地震预警技术还不成熟，经
常会有错报和漏报。关键的困难有两
点：一是地震参数不容易快速确定。要
在震后短短三四秒内确定震级的大小和
震中的位置，是很困难的；但等到三五
十秒搞准了再报，又晚了；二是预警盲

区的存在，也就是离震中太近的地方还
没等到警报、地震波就已经到达了。由
于这个原因，今年6月18日的日本大阪
地震，就没来得及发出有效预警。

不过，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在出现，
总还能有其他办法！今年5月刚发射了
中 国 第 一 颗 电 磁 监 测 卫 星 “ 张 衡 一
号”，它能不能也参加预警呀？搞地震
预警的叔叔阿姨们，你们还有什么高
招，请一定告诉我。

（作者系北京育英学校五年级1班学生）

北京市育英学校教师沈立凤点评：雷
欧同学的这篇文章，是第二届北京市防震
减灾“小小讲解员”科普讲解大赛的参赛
讲稿。我校非常重视学生的安全教育，每
周一和重大地震纪念日都会进行安全疏散
演习，同时我校还是国家防震减灾科普示
范学校，通过开设“育英大讲堂”课程，
使得每个同学都有机会对自己感兴趣的主
题进行演讲，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锻炼平台。

说 说 “ 地 震 预 警 ” 那 些 事 儿
□ 李雷欧

无人机，大家可能会说不就是玩具
吗？它能帮助我们做什么？在我国科技
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我们终于有了更
快捷、更安全、更高效的抢险救灾好帮
手——无人机。

无人机中以四旋翼无人机的应用最
为普遍，它具有超低空飞行，随时随地
起落，适应各种环境，轻便易携，飞行

灵活，操作简单、经济实用等方面的优
势。它通过 4 个旋翼作为飞机的动力，
可以进行上下、左右、前后等各个方向
的运动。

在 2013 年 4 月，四川省芦山县七
级大地震发生后，四川省测绘地理信
息局在 10 分钟内派出无人机组赶赴
灾区。通过无人机搭载的云台相机快

速完成空中勘察和数据传输，让救援
指挥部门在最快时间内获取灾后影像
资 料 ， 给 之 后 的 救 灾 提 供 了 有 力 依
据。

另外，无人机还可以搭载不同的部
件在地震救援中发挥各种重要的作用。

在2017年8月，四川九寨沟七级地
震后，通过挂载投掷器，向锁定位置的
受灾民众空投了各种紧急物资。

此外，还通过挂载扩音器，完成协
调指挥工作；通过挂载强光电源，方便
夜间搜救。

其实，无人机还可以搭载红外夜视
感应模块，快速定位人员的位置，让救
援部队及时定位伤员进行营救。

虽然地震发生不可控，但是我们可
以借助高科技的力量，减少地震灾害，
挽救更多的生命，为我国防震减灾事业
提供坚实的基础。

（作者系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第一小
学四年级学生）

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第一小学教师
马钰点评：杨雨欣同学的文章以具体、
详实的案例，简洁、朴实地语言让大家
清晰地了解到“无人机”在地震救援中
所发挥的作用。同时，文中将科技与自
然灾害的防护相联系，体现出当代小学
生对祖国科技发展力量的自信所产生的
强烈自豪感。

暑假期间，我们在指导老师和家长
的陪伴下，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2018年
环球自然日全球总决赛。今年的活动以

“过去，现在，未来——把握创新的来龙
去脉”为主题，500多支参赛团队以创新
的思维和多样的手法，展示了他们的聪
明才智。我们参加的是“环球自然日
——青少年科学知识挑战赛”，参赛作品
主题是“地球、月球和火星上的农场”。

首先是布置展板与实物，也就是两
个月前种好的植物。我们分别在地球土
壤、月球模拟土壤、火星模拟土壤上，
种出了生菜、土豆和小麦。

这时候，你可能要问，为什么要种
这三种植物？这可难不倒我们，为了选
择植物种类，我们专门请教了中国农科
院的专家，并到国家现代农业展示园参
观。选择这三种植物，主要是因为这三
种植物都不用授粉，而且产量比较高。
其中，土豆是全营养类食品，营养成分
比较完善。生菜不仅可以补充膳食纤维
和维生素，宽大的叶片还具有观赏价
值，可以愉悦身心。而小麦，可以做成

面粉，加工成面包、饺子、面条等，这
比老吃一种食物要强多了。当然，还有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三种植物大多数
人都可以接受。

虽然是从北京运过来的，但三种植
物长势很好。生菜叶长得很大，已经遮
住了盆里的土壤。麦苗也有将近20厘米
高了。土豆虽然长得慢了一点，但已经
开始长叶子了。

在专家和家长的帮助下，我们在准
备阶段，从提出问题、请教专家、查找
文献、制定方案、开始实验，再到结果
分析，这些工作做得很细致。研究方案
有专门报告，参考文献列出了来源，实
验过程有照片为证，生长速度有表格记
录，似乎很是周全。但对现场如何展示
这些植物，我们却没有考虑好，到了现
场就有点顾不住了。

如果把这些盆栽都放在地上，可能
位置有点太低了，评委老师不会注意
到。正要去跟队友商量该怎么办的时
候，看见了放在旁边用来装花盆的塑料
筐。为什么不用它呢？我们把塑料筐反

过来，筐上摆放盆栽，放在展区中间，
高度刚刚好，还真是绝配。

光有蔬菜和粮食还不够，这些都是
碳水化合物，火星和月球上的农场不能
没有肉啊。为了提供人体必需的蛋白
质，我们用橡皮泥“建“起了一座养殖
场，细心地捏了一些产肉量高，比较好
养的动物，放在一个铺有草坪的盒子里
作为牧场。经过紧张的忙碌，我们的展
板终于布置完成了。指导老师检查了我
们的展板，指出了一些问题，告诉我们
该如何介绍展板，并且模拟比赛现场向
我们提问，企图考倒我们。

正式比赛时，评委们对我们种的植
物很感兴趣，几乎所有问题都围绕为什
么选择这些植物，种植过程中遇到了什
么问题来展开。回答完这些问题，我们
看见评委们议论纷纷，不知道他们在讨
论什么。我们十分紧张地走出了展区，
跟家长说了现场的一些事情，担心没有
发挥好。家长虽然在赛前给我们施加压
力，这时反而使劲安慰我们。

颁奖的这天早上获知，我们的作品

荣获了全国总决赛一等奖。晚上是颁奖
的时刻，我们和指导老师一起上台领取
奖牌。

戴上组委会颁发的金牌，我们觉得
这一次行程收获实在是太大了，这几个
月的付出和努力都有了回报，这次的参
赛经历堪称完美。

（郑哲系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第一小
学五年级学生；姚沛辰系北京市海淀区
中国农科院附属小学四年级学生）

环 球 自 然 日 活 动 见 闻 录
□ 郑 哲 姚沛辰

环球自然日活动由环球健康与教育基金会主席肯
尼斯·贝林于2012年在中国创办并发起，迄今已经连
续举办六届，累计参赛队伍超过2万支，影响了数十万
个家庭，数百万师生。激发了中小学生对自然科学的
兴趣，提高了他们进行科学研究、分析、交往和表达
的能力，提高了公众认识自然、热爱自然、保护自然
的意识。北京自然博物馆的老师告诉我们，2018年是
该赛事开赛以来参赛团队和人数最多的一次。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随着参赛队伍越来越
多，会务组织上战线拉得太长，有些混乱。每个
参赛队的展板都做得越来越丰富，但活动的商业
化味道越来越浓，学校和家长的功利性也已经显
现。活动结束后，展板大多就扔掉了，一点都不
环保。“环球自然日”以自然为主题，应该注重环

保和研究过程，减少形式主义。
第一次参加环球自然日活动，最大的收获就

是结识了指导老师——北京育才学校的陈宏程老
师。陈老师指导了课题的研究方向，教我们查找
相关的资料，引荐专家。陈老师还让我们注意观
察植物的生长，每次见面都是详细询问进展，提
出问题，再让我们去寻找正确的答案。在今年的
环球自然日活动中，陈老师获得了全场唯一的模
范教师奖，真是实至名归。

偷偷告诉你，2019年环球自然日青少年自然
科学知识挑战赛的主题是“预见性？不可预测
性？”就像环球自然日的口号宣传的那样，“来到这
里，你就是赢家”。

环球自然日，明年我们还会再来。

展板扔掉了 一点不环保

无无人机人机：：地震救援中的地震救援中的““好帮手好帮手””
□ 杨雨欣

教育·智慧

科文交汇

教学相长

科普时报讯（通讯员王恩全 周琨玮 记
者王建高） 9月12日，青岛市首个以智能科
技、机器人学习为主题的社区科普活动室在
青岛市市北区正式启用。

“小朋友们，这是我们的智能机器人布丁
豆豆，大家快来跟她打个招呼吧。”在科普活
动室里，格物斯坦机器人学校的张涛老师正
向家长和小学生们讲解“如何与智能机器人
进行互动”。当天，十几个学生在家长陪同下
寻找、发现、了解先进的科技知识，并进行
了有趣的科普体验。

“太长见识了！这么先进的活动室还是头
一次见！平时大都带着儿子去游乐场之类的
地方玩，很少能接触到科技知识。这么好的
科普活动室，不仅能让孩子们学习到更多的
科学知识，增强学习兴趣，连家长也跟着大
开眼界，真是太棒了！”学生家长朱泓兴奋地
说。

科普活动室位于市北区阜新路街道办事
处康平路社区，室内面积100多平方米，配
有国之重器模型展、各类机器人展示、机器
人编程教学、创客空间、VR、3D打印，还
有科学养生、智能家居体验、科普观影等。
为满足不同年龄群体的科普需求，活动室划
分为“科技创造未来”和“科技改变生活”
两大区块。

“科技创造未来”区块主要有水上水下模
型区、空中机器人、智能展示机器人、创
客、VR眼镜、3D打印等，还以墙体宣传、
智能语音讲解等方式向大家展示和演示。那
些种类各异的机器人，更是引人瞩目。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带着轮椅、憨态
可掬又会撒娇的机器人，是居家监控机器
人，可以用手机APP进行控制。如果家中有
独居老人，这个机器人可以去帮我们找到老
人，用摄像头记录下老人的实时情况，确保
老人的安全。”张老师的专业介绍更是让居民
们“跃跃欲试”。

“科技改变生活”区块主要面向社区老年
人群体，划分为体验区、营养膳食两个区
域。体验区设有乐高拼插区和机器人拼装编
程区，里面配备了许多代表国家乃至世界领
先水平的高科技产品，包括验光、身高体
重、血压等医疗设备，为老年朋友提供便捷
服务；营养膳食区通过多媒体、宣传画及实
物智能机器人和模型等形式，向老年人介绍
科技对生活质量的提升、改变，为老人们普及膳食知识。

“活了这么大岁数，不来这一趟，真是不知道咱们国
家的科技已经这么发达了！”前来参观体验的李大妈动情
地说，“真是太厉害了，我们真为国家的强盛感到骄傲。”

街道工作人员孙建青告诉记者，活动室还设有多媒
体设备，可以通过投影、声响等多媒体使科普活动室实
现多媒体上课和小影院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作为最基层的社区组织，应该
通过科普实活动室的形式向社区的人们宣传国家取得的
建设成就、科学最前沿的技术。”市北区阜新路街道办事
处党工委书记王国雷介绍说，康平路社区科普活动室是
市北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提高全民科
学素质的重要科普教育基地，以科普活动室的方式，带
老百姓走进科学、利用科技，让更多前沿科技改变老百
姓的生活，打开“科普青岛，智慧社区”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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