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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下一步《科普时报》将重点发力青少年科普（进
校园）、中老年科普（进社区）、重点行业科普、重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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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的繁荣对中国科学的发展很重要
□□ 周忠和

2018 年 2 月 3 日，在中国科协第 340 次青年
科学家论坛暨首届青年科学家社会责任论坛的基
础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青年科学家社会责任工
作委员会（简称青科联）正式成立，成立大会曁
一届一次理事会议在西安召开。青科联是由从事
科学研究、科学普及、科学教育、科技成果产业
化的单位和个人共同倡导成立、发起组建的面向
全国、开放包容、非营利性的科技创新组织，旨
在聚集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深厚科研背景的青
年，推动科学与社会的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提升全民科学文化素质，使科学技术更好
地服务社会、造福人类。

在中国科协等主管部门的指导下，青科联与
地方政府、行业、企业、院校“五方联动”，共
同推进中国科普科教事业国际化，在科学传播、
科学教育、科学成果转化等方面加强国内外、学
科间的合作与交流，培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宽广的国际视野的高素质科技创新人才，为
提升全民科学素养，服务国家和地方发展贡献青
年科学家的智慧和力量。

青年科学家要做影响社会的力量
让世界离年青人更近，让年青人离世界更

近。2018 年 5 月 25 日至 27 日，在杭州云栖小镇
召开的首届“2050大会”上，有一群青年科学家
聚集在这里，他们发表新锐观点，深刻阐述科学
的进步对技术、经济、生活、心理、社会等方面
的深度影响。这场聚集青年科学家的盛会是由青
科联理事长郑永春、理事冯其器、副秘书长陈征
共同发起，其他成员共同参与，致力于挖掘、启
发、培养并孵化年轻人的创意，共同推动全球青
年的创新力和创造力。

在“2050大会”上，青科联主办《科学-影
响社会的力量》论坛，6位代表在论坛中作了精
彩报告，从不同角度剖析科学在不同时期、不同
领域对社会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推动作用，同
时表达出新一代青年科学家在继承科学精神、追
求卓越科研成果的同时，愿意并勇于承担社会责
任、历史使命的决心和情怀。青科联副理事长李
金华带领其他理事成员参加论坛并参与讨论，副
秘书长陈征分享了《会修灯泡的光学博士》的科
学脱口秀，在赢得了观众阵阵掌声之余，也让大
家思考了当下科学教育面临的问题。

为了弥合基础教育和科学前沿之间的鸿沟，
青科联科学家主动参与到小学教材编写的过程
中，不仅保证了知识的完整性与系统性，而且还
将中国科学家引入小学教材中。地球科学家刘东
生先生从事地球科学研究近七十载，把毕生精力
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事业。为纪念这位伟大的科学
家和教育家，在青科联十余位会员组成的科学家
团队与科学教师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刘东生先生
的事迹进入小学科学教材，由此成为进入小学科
学教材的第一位中国当代科学家，迈出了向中小
学生传播科学家精神、介绍中国科技成就的重要
一步。在青科联的努力下，未来，还将有更多的
中国科研成就和中国科学家事迹进入中小学教材。

“科学盛宴”激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2018精彩科学百校行——全国100场科学实验秀与科学家课堂

系列活动”由资深科学教育与科学传播工作者、青科联副秘书长、
北京交通大学国家级物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教师陈征发起，多位国
内著名科学家和科普专家应邀担任科学主讲。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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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慈欣先生在获得“克拉克想
象力服务社会奖”的颁奖会上讲了
一段话，说人类之所以能够超越地
球上的其他物种建立文明，主要是
因为他们能够在大脑里创作现实中
不存在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
想象力创造人类文明。

我对这个观点还是比较认同的。
我自己是研究古生物学的，古生物学
研究表明，生命进化离不开地球的历
史。刘慈欣先生在这个颁奖会上还说
过，我们这一代人——60 年代出生
的中国人，可能是历史上最幸运的。
是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幸运的，我不好
说，但是之前我确实也有过类似的一
个感受，因为我们目睹的变化确实太
大了。我觉得重要的是感受到这样一
个时代变迁的过程，而且总体是向好
的。我们不仅仅感受到中国的变化，
也感受到世界的变化，无论是科技还
是其他行业的发展。我觉得其他时代
的人，没有我们这样的机遇来目睹人

类创造的种种伟大成果。
刘慈欣先生有这么丰富的想象

力，能创作出这么好的作品，但是像
我这样，还有很多60年代出生的人，
为什么想象力不够？有人开玩笑说让
我写科幻，我觉得真写不出来，我写
科普还可以，甚至都还不行。担任中
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之后，我一方
面觉得诚惶诚恐，因为我自己真算不
上是作家，虽然科普作家和真正的作
家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好
像亵渎了这样一个名号，所以我在努
力升级、学习。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两个问
题，一个是科幻的繁荣对中国科学
的发展究竟有多么重要，第二个问
题就是科普和科幻究竟是一个什么
样的关系。这两个问题我老是在琢
磨，下面粗浅地说一点看法。

第一个问题是，我一直认为科
幻的繁荣确实非常重要，不仅对中
国的科学，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

都十分重要。
目前，我们的科研投入很多，

GDP 不用说，论文、专利都不少，
但是我们真正重大的原创性成果并
不多，怎么解释这些问题？我自己
也写过一些小文章说过这个问题，
虽然大家说法不一，但我认为我们

文化中过分功利化的思想很严重，
功利的思想和文化导致社会的功
利，我们科研的评价体系、研究人
员的工作也跟着功利起来。

更重要的是教育体系。我们的
教育体系存在很大的问题，也很功
利。刚才有老师提到——其实不仅
仅是一个标准答案的问题，问题是
僵滞的教育体系确实严重削弱了我
们的创新力。创新是动物的一种天
性，没了好奇心，没有想象力和创
造性，肯定就技不如人。这些问题
大家都知道，但怎么解决却不知
道。我想科幻这个事儿无论如何至
少是有益的，还能帮上一点忙，能
够帮助我们保持或者回想起意识深
处曾经飞扬的想象力。

（下转第二版）

终于，神秘的奥陌陌被科学家拍
到了影像、测得了运动数据，成为人
类有史以来确切观测、记录到的首个
太阳系外来客体。

一、“奥陌陌”其君
奥陌陌最早于2017年9月19日由

夏威夷大学的Robert Weryk等人在利
用由 NASA 资助的 Pan-STARRS1 望
远镜进行旨在追踪可能对地球构成威
胁的近地天体时发现，专业成果以

“来自一颗红色且极其细长的星际小行
星的短暂造访”为题首发于当年11月
20日的《自然》杂志。Pan-STARRS
团队以夏威夷土语昵称来客为 Ou-
muamua，意“首位远方信使”；国际
天文学联合会 （IAU） 将其命名为1I/
2017 U1——2017 年 10 月后半月发现
的首个星际天体（Interstellar）。“I”是
IAU为其新开的一个命名系列，与已
有 的 A （Asteroid， 小 行 星） 和 C
（Comet，彗星） 等并列。我国全国科
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将其昵称巧译
为“奥陌陌”——“带着奥秘的陌生
者”。

2017年11月27日，NASA官网以
“太阳系首位星际访客晃晕 （Dazzles）
科学家”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天文

学界观测到一位“石质”“雪茄状”
“有些暗红色”的系外“闯入者”，并
称“这是一个历史性发现”。

首发论文介绍，奥陌陌长约 400
米，长宽比大概10倍，是一个10：1：1
的三轴椭球体。太阳系中已知的大约75
万颗小行星和彗星中没有一颗是这样的

极端形状，后者最大的长宽比也就
3-4 倍。因此，有人称奥陌陌为“大
雪茄”。

2017年10月19日首次发现奥陌陌
后，发现者们翻查数据找到了前此一
天的 18 日它被拍到的影像。之后几
天 ， 欧 空 局 （ESA） 光 学 地 面 站

（OGS）望远镜和其他观测站也收集到
了一些它此前被测到的数据。之后，
世界各地观测站都紧急投入观测，美
国的两个太空望远镜哈勃和斯皮策也
加入了追踪。

研究者们根据各地望远镜10月份
取得的数十个数据推算，奥陌陌以几
乎垂直于太阳系平面的角度、接近1.2
偏心率的双曲轨道、约26km/s的速度
进入太阳系，近日点发生于9月9日。
尽管曾经离太阳近至 0.25 天文单位，
但所有望远镜都没发现任何彗发迹
象，说明奥陌陌不是彗星而更像是个
石质或金属小天体。另一奇怪的现象
是，此君竟然有高达10倍的规律性亮
度变化，这被解释为每7.3小时绕其轴
转一圈。

NASA 资深人士 Elizabeth Landau
于 2018 年 6 月 8 日发表题为“追逐奥
陌陌”的短文解释了翻滚 （tumbled）
如何带来亮度变化：当其整个长度面
对地球时看起来最亮，当其指向地球
时亮度变暗。此文还给出另两则信
息：一是测到了无法用万有引力解释
的加速度，二是2018年1月后，奥陌
陌就没再被观测到。

（下转第三版）

奥陌陌是谁？圈外知道此君其名者可能不多。据信它是一位星际访客，悄然而至难解何来，悠然而
往不知所踪。曾经，有过国际空间站宇航员见到快速移动光影的传说，但未曾被正规地观测记录过。

奥陌陌：“巡山小妖”“大雪茄”的启示
□□ 范春萍

转自NASA官网的奥陌陌艺术设想图

““雪龙雪龙””再探南极再探南极
12月18日，中国第35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两支内陆考察队的37名队员正式出征南极腹地。“37勇士”分乘11辆雪地车，向位于南极腹地茫茫冰原的中国泰山站和昆仑站进发。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