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年伊始元月10日，一则科技类信息让全球媒体炸裂：在我所在
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境内，一架全球最先进的天文望远镜在两个
月内，捕捉到一个极不寻常的重复电波，而这个电波来自15亿光年之
外。有些科学家表示，这一电波极可能是来自外星的文明。

听到这则新闻，我的第一时刻想起的是《三体》里的：“不要回
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

随之，又想起我在上文（《四维时空和四维空间不能混为一谈》
（见《科普时报》2018年12月28日 3版）提及的《星际穿越》中那
段：主人公父亲跳进黑洞，进入了一个“四维超立方体”中，而这个

“四维超立方体”加上了时间轴之后，无异于进入了五维时空，便能
够穿越时空，将信息传给远隔万千光年之外的地球上的女儿……这个
极度不同寻常的重复电波，是不是“他们”给“我们”发出的信息
呢？

上文刊发之后，很多读者对空间维度很感兴趣。然而，可能由于网
络中好多关于四维空间的“科普”是错误的，误导了很多读者。当下，
公众号文中的伪科学特别多，而伪科学比不讲科学对科普的伤害更大。
因为，是否科学往往一眼就能辨别，而伪科学却包装得似是而非地忽悠
大众。

1 月 16 日，在“典赞·2018 科普
中国”活动现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
学院院士周忠和揭晓 2018 年十大科
学传播事件。

事件：“天眼”FAST首次发现并
认证毫秒脉冲星

2018 年 2 月 27 日，世界最大单
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首
次发现一颗毫秒脉冲星，并得到
国际认证，这也是“天眼”FAST
继发现脉冲星之后的另一重要成
果。

事件：“高分五号”卫星成功
发射

2018 年 5 月 9 日，我国在太原卫
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
功发射“高分五号”卫星。“高分五
号”卫星可以探测大气、水体等物质
的具体成分，能够满足我国环境监测
等方面的迫切需求。

事件：袁隆平团队在沙漠种植水
稻初获成功

2018 年 5 月 26 日 ， 在 来 自 印
度、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
专家的参与下，中国工程院院士袁
隆平带领的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团
队在迪拜热带沙漠地区实验种植水
稻初获成功。

事件：“天鲲号”自航绞吸挖泥
船试航成功

2018年6月12日，经过为期近4
天的海上航行，首艘由我国自主设计
建造的亚洲最大自航绞吸挖泥船“天
鲲号”成功完成首次试航。

事件：“天河三号”E级原型机
完成研制部署

2018年7月下旬，由国防科技大
学牵头研制的“天河三号”E级原型
机系统完成研制部署并通过验收，标
志着我国向新一代百亿亿次 （E 级）
超级计算机发起了冲锋。

事件：“创新引领未来，智慧点
亮生活”2018全国科普日活动举办

2018 年 9 月 15 日，由中国科协、
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工信部、
中科院联合主办的 2018 全国科普日
在全国范围同步启动。本届科普日以

“创新引领未来，智慧点亮生活”为
主题。

事件：首届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
进大会举办

2018年9月17日，首届世界公众
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开幕。国家
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
出席开幕式，宣读习近平主席的贺信
并致辞。本届大会主题为“科学素质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并发表了

《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北京宣言》。
事件：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
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于 2018 年

10 月 23 日上午在广东省珠海市举

行。港珠澳大桥东接香港特别行政
区，西接广东省珠海市和澳门特别行
政区，总长约 55 公里，是“一国两
制”下，粤港澳三地首次合作共建的
超大型跨海交通工程。

事件：2018未来科学大奖颁奖典
礼举办 7位科学家获奖

2018 年 11 月 18 日，2018 年未来
科学大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李家
洋、袁隆平、张启发、马大为、冯小
明、周其林、林本坚等7位科学家获
颁2018年未来科学大奖。

事件：“嫦娥四号”成功发射 开
启人类首次月背探测

2018 年 12 月 8 日凌晨 2 时 23 分，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
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嫦娥四号”探
测器，通过已在使命轨道运行的“鹊
桥”中继星，实现月球背面与地球之
间的中继通信，开启月球探测新旅程。

（按事件发生时间排列）

（作者系国
家教育咨询委员
会委员，中国科
技馆原馆长、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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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随想

“典赞·2018科普中国”十大科学传播事件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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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要创新，科普也要创新，科幻就是科普的创新。
我认为创新的“新”，是从“无”到“有”。“无中生有”谈
何容易？首先要敢想，敢于想像从古至今尚无 而未来可能
会有的东西，这就是幻想，这就是人的大脑、人的思维、
人的智慧中最可贵的功能，这就是创新的萌芽和生长点。
但是，创新是实实在在的，它期望把幻想变成现实，而不
是不切实际的胡思乱想，这就要求科学幻想。

科幻作品是科学幻想的载体。科幻小说作品通过期刊
发表或图书出版供读者阅读，科幻广播影视作品通过广播
电影电视供受众视听，还有卡通、动漫、电子网络游戏、
儿童玩具、科幻主题游乐公园等多种多媒体科幻作品，以
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供大众选择使用。

科学幻想是科学的本质属性之一。科学是对未知世界
的探索和发现。科学需要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科学也需
要丰富的想像力，敢于幻想，继往开来，开拓创新。文学
艺术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同样需要既脚踏实地又富
于幻想。科幻作品是科幻内容和文艺形式的有机结合。科
学和艺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科幻作品本身就是创新思维的体现，而科幻作品又通
过媒体传播促进创新能力的开发。

科幻作品中的一些幻想在今天已经被科技证实、实现
了，这种实现是缘于严谨的科学研究。从自然科学技术史
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会出现科学幻想经常会被科研成果印
证的情况呢？

一部自然科学技术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科学幻
想促进创新思维、创新人才和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的历史。
也许，古代的一百个科学幻想，在今天只有一个变成了现
实；而今天的一千个一万个科学幻想在未来也只有一个可
能实现，这都纯属正常。科学史上记载了众多的成功的科
学家的名字，但比起不太成功甚至失败者来说，恐怕只是
极少数。在科学发现的探索和技术发明的创新上，失败远
远多于成功。

哥德巴赫猜想几百年来，有多少数学家力图证明它，
都失败了，陈景润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离这个数学难题的
最终解决只剩下了一步之遥，但也许这一步之遥还要走几
百年，甚至永远走不到呢!但是，数学难题是下金蛋的母
鸡，在人们试图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中，发明了若干新的
数学方法，甚至开辟了若干新的数学发展方向和创造了若
干新的数学分支。这时候，目标倒不如过程重要了。

科学幻想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和好胜心，激发了人们
的求知欲望和探索精神，而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是比后
天培养形成的责任心和功利心更能成为科技创新的巨大动
力。

我小时候看过一部科幻片 《月球旅行记》，还是黑白
的、电影画面有些抖动的片子，描述地球上的一群人被塞
在大炮的炮筒里发射到月球上的情景。这个场面引起了我
心灵上的巨大震撼。一开始我觉得这事不可能，简直是天
方夜谭。后来我老是思考着，有没有办法往大炮里多放些
火药，又让人裹上一层厚厚的防火衣，瞄得准准地对着月
亮发射，也许可能成功。后来不是有了20世纪60年代历经
近10年的“阿波罗登月计划”系统工程，实现了
人类登月，在科技发展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吗？

从自然科学技术史的角度
来看，由于人类的生产实践和
科学实验的广度和深度随着时
间推移的逐步提高，作为生产
工具的实验仪器不断改进，新
材料新能源的研制成功和使
用，知识的积累和创新等等。
客观条件的改变和主观的努力
与创新，使科学幻想经常被科
研成果所证实或证伪，那就不
足为怪了。 （上）

科幻电影《月球旅行记》中的一个场景(1903年)

关于空间维度这个问题，学界主要有两种理论：
第一种，也就是在上文中提到数学上的标准

欧几里德空间。在欧几里德空间里，空间和时间
是独立的，不考虑时间维度，如上文中的“四维
空间”、著名的莫比乌斯环、克莱因瓶，等等。

第二种理论则认为，空间和时空是不可分割
的，如上文中的“四维时空”（即我们人类最熟
悉的，我们生活的三维空间加上时间一维）。这
种理论认为时间也是可以用多个坐标轴来表示
的，并且可以把时间和空间重新组合排列成多维
时间（请注意，这也就是或至少是其中一种平行
宇宙理论的由来，将在下文详谈）。

我在上文里还提及，我们一般认为，在第一
种的四维空间中，一维是一条直线，二维是一个
平面，三维则是一个立体的东西。虽然我们最初
认识的坐标系中的坐标轴 （如 XYZ 轴） 是直
的。而在现实中，这儿可能会产生一个“错误”
了：一维必须是直线吗？曲线不可以吗？二维为
什么一定是平面呢？曲面可不可以？当然是可以
的吧。我们人类就生活在曲面之上。

不过，如果让你想象一个四维空间，你能想
象出来吗？很难！因为我们从来都没见到过。

我们还可以按照这个理论进而推导一下，低
维度空间旋转再对折，会得到高维度空间；将直

线旋转再对折会得到一个圆，也就是一个平面，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二维空间。然后，我们想象把
一个平面旋转再对折，就会得到一个莫比乌斯
环。现在，再继续想象一下，如果你把一个三维
空间旋转再对折，那会得到什么呢……

提到莫比乌斯环，不禁想起物理大师理查
德·费曼，他在少年时代和女友阿琳的一段往
事。有一次，少年费曼与阿琳一同谈论笛卡尔的
哲学，他们认为笛卡尔对于完美必定存在的论述
是在偷换概念。

阿琳感叹说，也许就像哲学老师说的那样，

任何事物都像纸张一样拥有不同的2个面。费曼
则说，这一说法本身也是值得商榷的，然后他根
据从 《大英百科全书》 学到的知识，拿出一张
纸，在女友面前现场制作了一个莫比乌斯纸环。

阿琳非常惊喜，第 2 天把纸环带到了学校。
当老师拿起一张纸又开始举例事物都有两面性
时，她举起了莫比乌斯纸环，令在场的师生们都
为之惊讶。

我们再用第二个理论来推导一下：低维度是
高维度的投影，或者说是截面（或许这样解释更
容易理解一些）。一维也就是一条线，砍一刀，
其截面就是一个点；二维一个平面，砍一刀，看
它的截面应该是一条线吧；三维，如一个立方
体，砍一刀，从它的截面看应该是一个平面。

这其实就是《三体》中所谓的降维打击。想象
一下，三维的人一下变成照片了，那不就挂了嘛
……

从第二个理论再推导下去的话，也就是（或
至少是其中一种）平行宇宙理论的由来，我将在
下文《平行宇宙可成真？》详谈。

（作者系加
拿大某国际财团
风险管理资深顾
问，科幻作家）

空 间·时 间·维 度 让 人 迷 ， 也 成 谜
—— 再 谈 四 维 时 空 和 四 维 空 间 之 不 同

□□ 陈思进

莫比乌斯环

科普时报讯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普演讲专委会、中国科普作家演讲团
2018-2019学术年会暨第四届科普演讲沙龙，1月15日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举行，会议由科普演讲专委会主任焦国力主持。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对科普演讲专委会和演
讲团的工作给予肯定，他表示，中国科普作协对科普演讲工作都很重视，积极
支持。科普演讲专委会是一个充满活力，工作出色的专委会，每年举办培训、
研讨、沙龙等学术活动。演讲团开展了大量科普演讲活动。专委会和演讲团两
方面工作都很出色，配合默契，相互促进，希望科普演讲为科普事业发展不断
做出新成绩。

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项目主管李冬晖认为，全国青少年科普任务很
重，需求量很大，中国科协青少中心在全国开展多年的“大手拉小手希望行”
活动，影响大，效果好。中国科普作家演讲团是参与这项活动的一只重要力
量，她希望中国科普作家演讲团为青少年科普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科普演讲专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刘立作了“回眸2018-瞻望2019”为题的
工作汇报。科普演讲专委会杨平副秘书长作《科普演讲课件技术研讨》学术报
告，重点讲了如何编辑、加工科普演讲视频技术。科普演讲专委会副主任李国
强作《科普演讲中视频的运用》学术报告。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普演讲专委会
学术年会暨第四届科普演讲沙龙举行

(上接第一版)
“‘嫦娥四号’成功发射，开启人类首次月背探测”“港珠澳大桥正式开

通”“2018未来科学大奖颁奖典礼举办，7位科学家获奖” “‘天河三号’E
级原型机完成研制部署”“首届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举办”“‘高分五
号’卫星成功发射”“‘天眼’FAST首次发现并认证毫秒脉冲星”“袁隆平团
队在沙漠种植水稻初获成功”“‘创新引领未来，智慧点亮生活’2018全国科
普日活动举办”“‘天鲲号’自航绞吸挖泥船试航成功”等事件成为2018年十
大科学传播事件。

“人的体质有酸碱之分”“足贴能够吸附体内毒素，具有排毒功效”“咖啡
致癌”“房间放洋葱可防流感”“接触超市小票会致癌”“常吃米饭会诱发糖尿
病”“牛奶致癌”“食盐中含亚铁氰化钾，不可食用”，以及“大蒜炝锅会致
癌”等流言入选2018年十大“科学”流言终结榜。

2018年11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面向社会征集2018年度具有科学传播力
的科普自媒体、网络科普作品及科学传播人物，累计收到有效参评项目 436
项，通过大数据筛选及分析产生科学传播事件100件、“科学”流言材料119
条。经专家初评、大数据分析、公示及网络集赞等环节，最终由终评专家评
委会评审出年度入选奖项。现场举行了新任科普中国形象大使的聘任仪式，
欧阳自远、杨利伟、张双南、徐颖、陈思思和黄轩被聘为新任科普中国形象
大使。怀进鹏为到场的科普中国形象大使颁发了聘书。参加本次现场揭晓活
动的还有来自全国科学素质纲要办成员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九届常委会
科普专委会、部分全国学会、地方科协、社会知名科普机构的嘉宾，部分高
校大学生代表，科普工作者和科学爱好者代表以及多家媒体，共计 600 余
人。本次现场揭晓活动还通过人民网、新华网、腾讯网等媒体进行了现场直
播。

据了解，“典赞·科普中国”活动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一项盘点年
度科学传播典型的活动盛事，创办于2015年，已连续举办三年。自2017年开
始，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与人民日报社共同举办，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和
一致认可。通过开展“典赞·科普中国”活动，抓住社会公众的关注焦点，有
效调动社会广泛参与，以更加符合传播规律的手段，让公众理解科学，让科学
普惠人民。

“典赞·2018 科普中国”
揭 晓 盛 典 在 京 举 行

“典赞·2018科普中国”十大“科
学”流言终结榜，1月16日揭晓。这
些“科学”流言，全都关涉日常饮食
和健康，有些还是最近一个时期“活
跃”于微信朋友圈的热议话题。它们
虽然看似颇有些“科学”的影子，但
依照专家的解读，却有相当一部分很
不靠谱。

前时，受邀参加“典赞·2018 科
普中国”的最终评审，议及候选项中
的 20 个“科学”流言，我说自己真
感到汗颜，因为其中几个流言初闻之
时，我还真信了。

譬如，一篇网传文章《盐里面加
了亚铁氰化钾》称，一位教授发现自
己转氨酶、总胆红素、肌酐升高，在
排查所吃食品后认为“罪魁祸首”是
盐里的抗结剂——亚铁氰化钾。因此
得出结论：中国的食盐有毒，不可食
用。可揭示的真相是：亚铁氰化钾
（别名黄血盐钾、黄血盐） 为浅黄色
单斜体结晶或粉末，是一种合法的食
品添加剂。其化学性质很稳定，在
400摄氏度下才会分解。而人们平时

做饭，温度达到200摄氏度时菜就已
经烧焦了，所以完全不用担心日常吃
盐的安全性。

再如，说接触超市购物小票会致
癌，因为小票中的双酚A严重超标，
这种物质有极大的致癌风险。事实
上，虽然购物小票上有双酚A，但每
克小票中的双酚 A 含量仅为 0.0139
克，通过触摸进入人体的量就更少
了。以收银员为例，每天接触小票10
小时，双酚A的摄入量也比安全剂量
低 42 倍。因此，消费者一天接触几
张购物小票，致癌概率是可以忽略不
计的。

近年来，微信就像个欢蹦乱跳的
小精灵，在人们手指的点、写之间，
传播着大量信息。尤其是有关科普方
面的内容，更是铺天盖地袭来，其中
不乏惊爆和颠覆性的流言。许多人由
于缺乏基本的理性和判断，感到无所
适从，甚或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
其无”的态度，盲目地帮忙传播。而
在互联网和传统媒体中，不时也有假
借“科学”之名传播的流言闪现。

所谓“流言”，一般是指流传较
广但却没有确切来源和可靠根据的消
息。它往往是一种无意识的以讹传
讹，或是一种夸大乃至扭曲的想象性

解释。这一点与谣言有所区别，后者
是指捏造的、没有事实存在的话语，
是一种有意识的毁谤中伤。不过，两
者的界限，有时候从表面上看似乎又
很难明确，其传播开来所造成的社会
负面影响，时常也难分伯仲。

就拿前些年的一则流言“草莓有
乙草胺残留，吃了致癌”来说，尽管

“残留”一事被监管部门后来重做的
检测所证伪，有关专家也纷纷出面澄
清——正常情况下种植草莓用不到乙
草胺，国际权威机构也未将乙草胺列
为可疑致癌物，但草莓产业已经受到
严重影响，大批订购计划被取消。媒
体报道称，北京昌平的观光采摘游客
一时间骤降 21 万人次，河北省昌黎
的莓农则损失上亿元。如此来看，此
事绝难言“小”。

还有一些流言，其实已传播多
年，且多次被澄清或“科普”过，其
中以“食品添加剂＝毒药”最为典
型。对于时常被误解乃至“妖魔化”
的食品添加剂问题，可以明确的是：
正规的食品添加剂，其成分和添加量
均经过严格的科学实验论证，应用目
的在于更好更长久地保持食物的状态
和营养，正常食用无损人体健康。而
近年来发生的多起与“添加剂”相关
的食品安全事件，几乎都是不法商家
超量添加、错误使用或违法使用非食
品添加剂 （化工原料） 导致的后果。
人们所熟悉的苏丹红、瘦肉精、三聚
氰胺之类，实际上就不在食品添加剂
之列。

为什么流言（尤其是健康领域的
流言） 常常会有“科学”包装？“科
学”流言究竟留下了什么？我觉得应
该区分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有的是商家出于造概念、
引关注、搞营销之需而刻意设计话
题，近似于忽悠。此次上榜的流言

“人的体质有酸碱之分”即在此列。
人体“酸碱体质说”是一条流传甚广
的伪科学理论，与之关联的骗局2018
年已在美国被戳穿，其理论炮制者
（同时也是相关医疗的经营者） 被处
以巨额罚款。

其二，早前因科学研究之方法、

技术和视野等的局限，得出了（后来
被认定是）错误的结论或观点，但却
未能适时地被归谬或淘汰，反倒因由
某个机缘在社会上被广泛传播，从而
成为“科学”流言。

其三，它们或多或少投射出人们
的一些错误观念或粗浅认识，而一些
过分追求即时性、不管不顾抓眼球的
媒体，也为这类流言的泛起客观上起
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上述第二种情形近年来在健康领
域时有所见。2013年1月31日出版的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由美国
和欧洲近 20 位肥胖研究领域的权威
专家联合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

《关于肥胖的流言、猜想和事实》。该
文在列举了7条影响广泛的关于肥胖
的流言后，告诫说：若任这些流言

“流行”，不但会误导公众，还会影响
政府部门和相关团体的医疗健康决
策，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这些流
言，还真的“流”到我国并产生了影
响。一位医学专家告诉我，那篇文章
作者列举的与“肥胖”相关的流言，
我国媒体确曾广泛报道宣传过，甚至
还被写进了国家发布的相关“指南”
中。

近几十年来，由于误解、误读和
反应过度等所导致的疫苗恐慌事件在
国内外也时有发生，甚至引发过公共
健康安全危机。例如，接种麻疹-风
疹-腮腺炎联合疫苗加大了儿童患孤
独症（自闭症）几率的流言，在欧美
国家一度就弄得人心惶惶，然而，事
后证明这完全是参杂了研究者私利和
存在欺骗行为的无稽之谈。

惯常所见之流言，或许大多无关
痛痒，可以一笑了之。但经过“科
学”包装、事关大众健康的“科学”
流言，则不可小觑。而回击这样的

“科学”流言，对相关部门如何积极
主动地做好应急科普、热点科普，并
保持一定的持久性和系统性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目前，已有“百度真相问
答机”“蝌蚪找真相”这类专注于探
寻科学真相的辟谣平台出现，这是好
事。期待它们今后能够更及时地发挥
更大更有效的作用。

为什么流言常常会有“科学”包装？
□□ 尹传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