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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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对太空的向往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不论是科技方向的
还是科幻方向的，以更简单和低成本的进入太空一直就人类不
懈的追求，而太空电梯则是这一追求即科技亦科幻的最佳体现。

虽然像是一部科幻小说，但制造一部太空电梯的理念在科学
界已存在达一个多世纪，且科学家在最近数十年提出了各种各样
的设计方案，而之所以这一理念一直停留在物理和数学模型阶
段，是因为没有强度足够高的材料来制造所需的超轻超强缆绳。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说，这些缆绳的抗拉强度需
要不低于7千兆帕斯卡。事实上，NASA曾于2005年推出一项
研发此种材料的全球性竞赛，并附加200万美元奖金。但并没有
人领奖。

不过，最近终于有好消息传出。有报道称中国清华大学的一
个研究团队研发了一种高强度的纤维，甚至能用于制造一台通往
太空的电梯。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报道，这一高强度纤维仅
1立方厘米的用碳纳米管制成的纤维就能承受160头大象（超过

800吨）的重量且不会断裂，而这根小小的缆绳仅重1.6克。
报道称，该团队利用碳纳米管研制出一种新型“超长”纤

维，并说这种纤维的强度高于以往任何纤维。他们于今年早些
时候获得了这项技术的专利权，并将部分研究成果发表在英国

《自然·纳米技术》杂志上。
该团队在论文中表示：“很明显，碳纳米管束的抗拉强度至

少是其他材料的9到45倍。这种材料在许多高端领域的需求量都
很大，例如体育器材、弹道装甲、航空航天甚至太空电梯等”。

这个以化学工程系教授魏飞为首的清华大学团队表示，他
们最新研制的碳纳米管纤维的抗拉强度达到80千兆帕斯卡，已
远高于NASA关于太空电梯缆绳抗拉强度不低于7千兆帕斯卡的
要求。

据悉，这一高强度碳纳米管是由碳原子组成的圆柱形分
子，碳原子连接成六边形，直径仅为1纳米。其抗拉强度是已知
任何材料中最高的，理论上高达300千兆帕斯卡。 （科文）

太 空 电 梯 或 许 不 再 是 科 幻

想上太空？先听 NASA 宇航员怎么说
□□ 夏 青

科普时报讯 11月3日，由新华网、壹天文
化、时光幻象和重庆市渝中区政府主办，重庆
重百商社电器、国美和清大紫育协办的2018科
幻高峰论坛暨第九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颁奖
典礼将在重庆拉开帷幕。

活动邀请刘慈欣、王晋康、吴岩、姚海
军、董仁威、黄海、何夕、陈楸帆、江波、夏
笳等80余位华语科幻界的著名华人科幻作家和
科幻活动家，与科幻爱好者直抒胸臆、激荡思
想。

据悉，第九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评奖活
动将引入国际科幻大奖评奖机制，使其公开、
透明，公正性、公信力进一步提高。获奖作品
经过专业机构提名、业内人士推举、专家评委
会评选，评出了华语长、中、短篇科幻小说及
少儿科幻短篇及中长篇小说金奖，并将在11月
3日下午举行的颁奖典礼上揭晓。

本次盛会还将举办2018科幻高峰论坛。11
月3日上午，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立
铭、创新工场CTO王咏刚、腾讯AI Lab自然语
言处理中心专家研究员宋彦博士等将从生命、
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等多个角度进行主题
演讲，并参与圆桌对话，共同探讨科幻产业的
发展历程与后人类时代为我们人类带来的希望
和挑战。 （相关报道见第五版）

第
九
届
全
球
华
语
科
幻
星
云
奖
颁
发
在
即

第
九
届
全
球
华
语
科
幻
星
云
奖
颁
发
在
即

众
多
科
幻
大
咖
和
科
幻
迷
相
聚

众
多
科
幻
大
咖
和
科
幻
迷
相
聚

22 00 11 88

科
幻
高
峰
论
坛
同
期
举
办

科
幻
高
峰
论
坛
同
期
举
办

全球华语科
幻星云奖是全球
华语科幻文学的
最高奖项，旨在
世 界 范 围 内 发
掘、评选和奖励
优秀的华语科幻
作家、作品、出
版机构等。创办
以来，以其专业
性、透明性、公
正性，赢得了越
来越高的公信力。

当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全球新
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正在对
世界经济、社会进步和人类生活产生
极其深刻的影响。各界也认识到大力
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必须要加大对于
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核心技术和系
统集成的投入，关注与量子计算、类
脑智能等科学领域的交叉融合，创新
产学研融通的合作和共享方式，使技
术研究的成果源源不断流向产业发展
的前沿，从而提升中国的创新能力。

产学研融通是产业发展的向方，
而这一方向的基础则是 AI 人才的培
养，这就需要我国的教育机构，特别
是高校加以重视。近日，由政、产、
学界共同发起的首届“全国高校人工
智能人才与科技莫干山论坛”就发出
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应该走“AI 赋

能，教育先行；创新引领，产学协
同”的强音。

论坛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工程院原常务副院长潘云鹤在致辞
时表示：“在人工智能成为社会发展引
擎的当下，如何协同、汇聚、融合建
设一个包括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科技
创新的良好生态，显得十分重要。在
人工智能赋能社会经济过程当中，人
工智能人才培养尤为紧要，成为推动
我国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力量源泉。”

论坛上，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人
工智能创意赛决赛颁奖典礼成为产学
协同的最佳注脚。参寒选手们基于百
度PaddlePaddle深度学习开源框架探索
个性化医疗、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
方向以及农业、金融、生命健康、地
理信息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取得了丰

硕的研究成果。最终，来自浙江大学
的《面向手机租赁业务的智能金融风
险控制模型》团队斩获本次竞赛特等
奖。德清县人民政府还为获得特等奖
及一等奖的参赛队伍发出了人工智能
作品的产业化落地邀请，助力参赛选
手的作品孵化。

本次论坛在浙江省德清县举办，
由教育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专家组、
信息技术新工科产学研联盟联合教育
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类专业、自动化类
专业、软件工程专业、大学计算机课
程四大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浙江大
学、德清县人民政府承办，百度、华
为支持，以“高校人工智能教育体系
建设与科技创新 ”为主题的论坛吸引
了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中国
工程院院士、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长

郑南宁，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计算
机学会理事长高文，中国科学院院
士、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中国工程
院院士、国家 CIMS 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主任吴澄，教育部科技司副司长高
润生，德清县县委书记王琴英等中国
人工智能领域政、产、学界专家学者
齐聚莫干山，共同绘制中国高校人工
智能教育蓝图。

当前，全国正在深入贯彻教育振兴
发展思路，加速人工智能教育改革建
设，把人才、产业与科技创新列为重要
议程加以推动。在政产学界加快布局和
建设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
的高地的大背景下，一场高规格关于高
校AI培训的观点碰撞，必将对我国今后
的人工智能教育产生指向性意义，并为
各大高校、企业的协同合作点明要旨。

你印象中的外太空是什么样子的？
一个年仅10岁的孩子回答说，太

空很黑，是个不存在地心引力的地
方。另一个差不多年纪的孩子接着
说，太空很大，没有边界。

中学生对这个问题的了解似乎更
深一些。他们中有人说，宇宙是由大
爆炸形成的；有人说，太空处于无氧
状态；还有人说，生物学研究很重
要，因为人类在太空容易生病。

“那么，在座有多少人长大后想成
为一名宇航员？”NASA宇航员威克曼
博士问。

下面的孩子们一个个把手举得高
高的。也许人类对于地球之外那茫茫
宇宙的探究和向往，从未在我们的血
液中沉睡。

这是10月26日下午，美国未来火
星登陆计划候选宇航员、美国加州浸会
大学（CBU）工程学院教授莱斯莉·威
克曼（Leslie Wickman）一行到访北京
市东城区崇文青少年科技馆，与来自北
京市第五十中学、文汇中学、板厂小学
的130余名学生代表相聚“NASA宇航
员在京科普分享会”上的一幕。

本次活动由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青
少年科技馆主办、北京外企国际商务
服务公司承办，希望这位国际知名学
者、工程顾问，同时也是前美国职业
沙滩排球和美式橄榄球运动员的杰出
女性，能将自己对于航空事业的热

爱、外太空的生活经历以及前沿的航
空专业知识分享给青少年学生。

“接下来我会告诉你们在太空中生
活和工作的真实场景是什么样的，”威
克曼说，“宇航员进入太空会遭遇各种
生理、心理上的问题，当他们返回地
球、着陆后也挑战重重。等我讲完，
你们再告诉我，你们长大后还想成为
一名宇航员吗？”

重力变化引起两番生理“磨炼”
比想不想更现实的问题，其实是

能不能。

太空飞行具有其特殊的条件。由
于重力减少、辐射、真空、温度变化
等物理因素，人的身体会发生各种变
化。最初的生理上的变化发生在几分
钟至几小时内，人体会长高、变瘦，
具体来说是脊椎扩张反应将带来2.5-5
厘米的身高增长及腰围减少；内脏器
官会发生位移；人的姿态转换成如在
水下漂浮状；体液移位，造成面部肿
胀、头部充血、嗅觉抑制……这些变
化出现得很快，相应的，也可以在返
航着陆后快速逆转。

接着，在几小时至几天内，生理
上会发生更多变化，返航着陆后宇航
员也相应需要更长的恢复时间。这些
变化包括但不仅限于：到第四五天
时，人体体液损失会达到身体总水分
约3%的程度；腿部肌肉萎缩、变细；
前庭系统对于运动、定位的各种感知
信号冲突、失真——“我们可以把人
的大脑想象成一个处理器，当习惯地
球重力环境的宇航员到达太空时，他
的大脑会接收到来自眼睛、耳朵等各
部位的不同信号，这一系列‘错乱’
的信息让他非常迷惑、无法处理，因
而产生恶心、不舒服的感觉，因此最
初几天宇航员们常常处于生病的状
态。”威克曼说。

然后，在几天至几周内，体液流
失将导致宇航员血浆流失、红细胞减
少（贫血），肌肉也进一步萎缩（失去
协调能力），心血管功能失调（心脏变
小、变弱）……

再然后，在几周至几个月内，宇
航员将面对骨萎缩/骨质疏松症、肝脏
等器官增大、免疫系统失调等生理问
题；另外，还有辐射反应带来的各种
风险（可参照癌症化疗后的症状）：细
胞可能凋亡、基因突变、发育缺陷、
脱发、呕吐、不孕不育、中枢神经系
统改变、白内障、染色体改变、肿
瘤，甚至死亡。

（下转第四版）

纳米科技的喜与忧纳米科技的喜与忧
利用纳米涂层，冰箱可以抗菌，可制成无菌餐具，可制成自清洁玻璃和瓷砖而不用擦洗；

用纳米技术制成微型药物输送器，可准确抵达病灶部位，减轻药物的不良反应……在我们的日
常生活中，纳米技术会给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可纳米科技也是一把“双刃剑”，在给生
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潜在着风险，特别是给环境带来的风险必须引起人们足够的警惕。

左图：纳米材料的广泛应用及其带来的环境健康风险。
右上图：纳米氧化锌水环境老化对遗传毒性的影响。
右下图：不同种类纳米材料与污染物间截然不同的相互作用导致其复合毒性的差异。

（详细报道见第二版徐升敏、范建文章《纳米科技也是一把“双刃剑”》）

普通人对太空的认知可能更多还停留在科幻作品中，不过这些并不能影响我们进入太空的憧憬。当
然，在实现这一梦想之前，我们还是应该先听一听宇航员怎么说……

首届“全国高校人工智能人才与科技莫干山论坛”召开

政产学界共绘中国 AI 人才教育蓝图
□□ 科普时报记者 陈 杰

威克曼在模仿宇航员进入太空后的姿势转换威克曼在模仿宇航员进入太空后的姿势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