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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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我这样从事20年平面设计的人
来说，其设计风格和艺术追求都会归于
平淡，在这种心境之下所作设计和对美
的评判也会因心而异。就书而言，是所
有设计项目中收入较低的一个领域，然
而却有许多的设计师热衷于纸质书籍的
设计，这里面更主要的因素是设计师对
纸质书的情怀吧！

有情，书就有了温度和一份难以割
舍的情愫——视若己出。书也就成了设
计师“此刻”审美情趣的映照，尤其是
对纸张材料的喜爱，一张白纸仿佛一个
独立的世界。在“白”里做设计，在纸
的厚度和质感中传递信息，这种信息就
变成了真实存在的，是读者对信息的愉
快体验，这种体验就是对信息的珍惜。
设计师更中意于用适当重量、质地的材
料重现信息，而非那些被压缩到狭小空
间里、变得更纯粹的信息。而选择纸
张，对其材料、质量和特性有所了解就
是对玩味与欣赏这一点的激活，也因这
点“有趣”的想法才激发了设计师情感
的注入。设计师的情感最终成为读者与
书之间的桥梁。

书把信息赋予了重量，读者才能分
享印在纸上的信息，并按照自己的节奏
翻阅，在手里营造出一种愉快的气氛，
纸充当了一种本性迷人的材料。纸就成

了书的灵魂载体，设计师也因此围绕纸
的特性展开规划和设计。

首先，从规划的角度来看书籍设
计的大方向，就是让读者通过阅读得
到文人气质和审美素质的熏陶。随着
图书发展的小众化，设计师对文本介
入编辑设计的思考，在此过程中完成
艺术与工学相结合的书籍设计系统工
程，并最终创作出一本内外兼顾、形

神兼备的优秀图书。书籍设计大师杉
浦康平说：“书籍不是一个静止的物
体，是影响周边环境的生命体”，无论
是置于书架，还是寻找、翻读，她像
有一股磁场深深浸润着你全身乃至心
灵。看到杉浦康平这句话惊出我一身
冷汗，他深深地触及到了我的灵魂。
我开始不停地尝试表达自己的态度，
在设计中寻找本土书卷文化在阅读语

境下的新语言。意识里的自我暗示和
提醒——一是不摹古，却又自浸东方
神韵，不拟洋又焕发国际精神的内在
语言，吸纳传统并与现代交融的设计
形式，展现纸质书籍的生命力。

人们常说，手的触感与大脑的亲和
性很强，触觉、嗅觉、听觉、甚至味
觉，察觉丰富的感觉世界。翻阅本身就
有不靠文本而能让人记忆的好处。整本
书的策略明确后，内容与策略构思之间
采取巧妙的平衡，一级一级地逐次推
进，因此可以使运用的技术发挥到极
致。德国设计师乌塔·施耐德说：“书籍
垒起我们的文化身份。它们体现了幻
想、创造、知识和直觉。”阅读不仅仅是
获取知识的过程，还是开启阅读者想象
和智慧的密钥，书籍设计使作者的观点
以及作品隐含的形而上的思维，通过某
种物化形式呈现出来，使阅读行为成为
阅读者与作者、作品之间的相互映照与
融合，阅读者的心理和感受使其成为不
断循环的再创作交流过程。

我想，一本书最初的规划与最终的
呈现，若能在读者那里取得一致理解就
会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以《征程 : 从鱼
到人的生命之旅》（中英双语版）一书的
设计为例。

（下转第二版）

把 科 普 图 书 当 艺 术 品 经 营
□ 林海波

科 学 家 成 功 培 育 出 人 类 血 管 “ 类 器 官 ”
近日，有国外媒体报道称科学家首次

成功在实验室中培育出了“完美”的人类
血管。这项突破将对多种血管疾病的研究
产生重大影响，其中也包括糖尿病在内，
可以让研究人员更加轻松便捷地测试新型
药物。

“能够从干细胞逐步培育出人类血管
具有重大意义。”该研究高级作者、英属
哥伦比亚大学生命科学研究所主任约瑟
夫·佩宁格 （Josef Penninger） 指出，“人
体中的每个器官都与循环系统息息相关。
这一突破有望帮助研究人员找到多种血管
疾病的原因和疗法，如阿尔茨海默症、心
血管疾病、伤口愈合问题、中风、癌症、

当然还有糖尿病。”
据了解，佩宁格和同事们研究出的这

种方法可以在培养皿中培育出三维人类血
管“类器官”，其从干细胞培育而来、模
拟某种器官的三维结构，可以让研究人员
在培养皿中分析该人体器官的特定方面。

这些血管“类器官”与真正的人类血
管的结构与功能惊人地相似。研究人员将
这种血管类器官移植到小鼠体内后，这些
人造血管成功发育成了功能完好的血管，
包括动脉和毛细血管。这一发现说明，科
学家不仅能在培养皿中用人类干细胞培育
出血管类器官，还能让其在另一种生物体
内发育为一套功能正常的人体血管系统。

研究人员认为，此次发现将帮助他们
找到血管疾病的内在根源，或许还有助于
研发和测试糖尿病新疗法，“我们此次工
作最令人激动之处在于，我们成功用干细
胞造出了真正的人类血管，”该研究的第
一作者雷纳·维默 （Reiner Wimmer） 表
示，“我们造出的血管类器官与人体毛细
血管极为相似，相近度甚至达到了分子
级，如今我们可以利用这些人造血管，直
接在人体组织上研究血管疾病。”

这一突破性技术已被发表在 《自然》
期刊上。该发现还为人类预防血管变化指
明了一条新途径。血管变化是糖尿病患者
的主要死亡原因和病变症状之一。（科文）

电子读物的普及并没有磨灭人们对纸质书的喜爱，而平面设计师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热
衷于纸质书籍的设计，这也来自于这些设计师对纸质书的情怀。

书籍设计为的是要让科学与美相遇，书籍设计使作者的观点以及作品隐含的形而上的思

维，通过某种物化形式呈现出来，使阅读行为成为阅读者与作者、作品之间的相互映照与融
合，阅读者的心理和感受使其成为不断循环的再创作交流过程。

（详细报道见本版林海波文章《把科普图书当艺术品经营》）

首届“中国自然好书
奖”的视觉设计奖，授予了

《走进中国科学院博物馆：
听化石的故事》一书的设计
师林海波。本奖评委、著名
图书装帧设计师朱嬴春评价
说，“他设计的书更像一本
书”。应本报之约，林海波
撰文畅谈自己设计科普图书
的心得体会，与读者分享。

首届“中国自然好书奖”颁奖
现场，朱赢椿为林海波（右）颁发
年度视觉奖。

让 科 学 与 美 相 遇让 科 学 与 美 相 遇

我 们 需 要 什 么 样 的 科 普 ？
□ 袁岚峰

我 14 岁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读书，但并不是少年班，进的是化学
物理系，这个系跟少年班是并列关系
的两个院系。所以我是属于“少年班
之外的少年大学生”，这样的人在科大
也是很多的。

我23岁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专业
是理论与计算化学，现在的职务是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

国家实验室副研究员。更多的朋友可
能是通过我的微博和我的科普文章认
识我的，我的微博叫做“中科大胡不
归”，目前有100多万粉丝。我的专业
是化学，但大部分科普著作并不是关
于化学的。

我是怎么做起科普来的呢？这里
把自己做科普的经历和思考做个分享。

我真正开始做科普是在2015年的
3月。当时许多媒体报道了所谓“中科
大潘建伟项目组实现量子瞬间传输技

术重大突破”，大量读者围观赞叹，但
最常见的评论是：“每一个字都认识，
连起来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不明
觉厉！”为什么会这样呢？

刚好我对这项研究学过一些相关
的背景知识，知道它在学术上叫做

“多个自由度的量子隐形传态”，属于
“量子信息”这个领域。因此我能看出
来，记者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报
道完全不得要领，无怪乎读者更加看
不懂，——以己之昏昏，怎么可能使

人昭昭呢？当然，我并不打算对记者
求全责备，这本来就是需要专业人士
才能说清楚的东西。

因此，我打算基于我对相关领域
的了解，加上对我认识的潘建伟研究
组同事的采访，来写一篇说明白这项
研究的文章。发表在自己微博上的

《科 普 量 子 瞬 间 传 输 技 术 ， 包 你
懂！》 便是我第一篇有意为之的科普
文章。

当时我的微博粉丝还不到 8000
人，但令我有些吃惊的是，这篇文章
的反响意外的大，转发和评论像潮水
一样涌来，许多大 V 就是在那时关注
了我。后来我能够理解，我为对量子
通信感兴趣的传统通信工作者这么一
个群体解决了一个疑难问题。

（下转第三版）

日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
室副研究员袁岚峰，入选“典赞·2018科普中国”之“十大
科学传播人物”。

近年来，袁岚峰活跃于科学传播和科学普及领域，撰写
了大量广有影响的文章，还曾在亚洲教育论坛年会科技文化
与科普教育分论坛上，分享了他多年做科普的经历和思考。
征得作者同意，今日起本报将分期刊发其演讲内容。

科普时报讯 日前，浙江大学牵头建设
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重力离心模
拟与实验装置（CHIEF）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获批。这是浙江省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项目。

CHIEF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浙大建筑工
程学院的教授陈云敏院士表示，作为国家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CHIEF是能推动国家科学
和技术发展的“国之重器”。和CHIEF同样
级别的装置，还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
海光源、天眼FAST射电望远镜等。“这套高
科技设备具有‘压缩时空’的神奇功能，它
能让研究人员‘跨越时间’，用一天模拟一
千年，还能在实验室里‘跑高铁’！”

可“压缩时空”？似乎更多应该出现在
科幻作品中。其实不然，这套装置产生的

“压缩时空”是以超重力来缩短实验时间。
CHIEF项目副总工程师朱斌教授表示，

地球表面的任何物体都会受到地球重力的作
用，人能够站立在地面上，物体会下落，都
是重力的原因。科学家们把地球上的重力叫
做常重力，用1G （重力单位） 来表示，大
于1个G的就叫超重力。在超重力环境下，
会发生一些神奇效应。因为这些神奇效应，
科学家们可以完成很多在常重力环境中难以
完成的实验。“举个例子，想知道100层楼高
的房子对地基的影响，那么我们只需要造1
层楼高的模型，将它放在100个G的超重力
作用下，这时1层楼对地基的影响效果，就
相当于常重力下 100 层楼对地基影响的效
果。这就是缩尺作用。此外，超重力场中还
有‘缩时’效应，科学家们可以利用这点极
大地缩短实验时间。”

想要产生一个超重力场，就需要超重力
离心机，CHIEF就是这样一个超重力装置。
目前，世界上离心机最大容量为1200g·t（重
力加速度×吨），而 CHIEF 容量将会达到
1900g·t。它是一个构建从瞬态到万年时间尺
度、从原子级到千米级空间尺度、从常温常
压到高温高压等多相介质运动的实验环境的

“大家伙”。
在CHIEF预研阶段，浙大团队就利用

超重力，做出了不少成果，比如“高速铁路
列车运行动力效应试验系统”。这个系统的
设计是为了控制高铁在我国东南沿海深厚软
土地区运行时的沉降。

怎么做实验呢？在现实中，不可能真的在
东南沿海修一条轨道、造一辆高铁去研究，
这需要花费巨大的金钱和时间成本。但是利
用超重力环境中的缩尺、缩时等效应，便可
以用一个小的模型来模拟现实中高铁的运
行，来研究和验证各种方案。

后来，这个“在实验室里跑高铁”的项
目后来入选了2017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
科技进展”。

据了解，CHIEF项目选址杭州余杭区未来
科技城，建设时间为5年，占地约89亩，总投
入将超过20亿人民币。建成后，它将填补我国
超大容量超重力装置的空白，成为世界领先、
应用范围最广的超重力多学科综合实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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