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来说，一段
时间以来盛行的观点是：这是科学家的责
任与义务，毕竟科研经费源于纳税人，所
以科学家有必要跟公众讲清楚这些经费所
取得的成果。我们不妨把这称为“责任义
务说”。但是，也有一些科学家并不认同
这种观点。通常我们也会发现两个极端，
那就是从事了科学传播的科学家接受这种
观点，而排斥科学传播的科学家则不接受
这种“强加”的责任与义务。因为从某些
科学家的角度来说，从事科学传播并不会
带来明显的受益，甚至有时候会起到反效
果，这就是所谓的“卡尔·萨根效应”，或
者我们可以说投入与收益不成比例，我想
不妨就把这叫做“成本收益论”。

然而，如果我们抛开这些“说”和
“论”，从科学传播对科学家有什么正反馈
来探讨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
今天我们就结合一篇经典文献及其后续有

关研究，来分析一下媒体的报道会给科研
成果带来哪些方面的正反馈。

1991 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发表
了一篇论文，文章以1978-1979年该刊所
发表的论文为数据表明，如果该期刊中某
一篇论文被《纽约时报》以科学新闻的形
式报道过，那么它在一年内被引的频次会
增加72%。这是一篇实证研究论文，也给
后来印证这种结果的研究开了先河，同时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学的媒体化。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被报道过的研
究之所以有了更高的被引频次，其原因并不
是研究本身有更高的科学价值。因为这个研
究通过《纽约时报》1978年罢工期间被选用
报道的论文与其他论文进行了比较，由于罢
工的出现，使得有关这些论文的新闻报道并
未到达读者的手中，而研究也发现，这些没
有送到读者手中的论文报道与其他研究论文
一样都没有更多的被引频次。

虽然这些有关科研成果的媒体文章并
非出自科研论文作者之手，但这却说明通
过媒体进行科研成果的传播会给科学共同
体，尤其是科研工作者带来一定的收益。
应该说，科学研究的方向越来越细化和分

化，导致了绝大多数科研工作者拘泥于自
己的小领域和小同行。而有关调查显示，
他们也是通过大众媒体了解相关科研动态
和进展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媒体在
科学传播中的作用和角色。

利用上述研究所产生的模式，后续的
一些验证性研究都取得了类似的发现。比
如针对 《自然》《科学》 和 《美国医学会
杂志》的研究都发现，全国性或地方性报
纸对刊登在这些杂志上的论文进行报道
后，引用数都比未被报道的对照组高。同
时在非英语国家 （意大利、中国等） 开展
的研究也印证了上述结论。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出版集团都会给
注册的记者提供限时禁令的新闻通稿，其
目的也在于通过媒体报道提高科研论文本
身的影响力和知晓度。虽然我们无从知晓
这些出版机构是否知道上述研究所得出的
结论，但是，确实可以用上述结论来解释
他们在宣传推广科研成果方面的做法。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和社交媒体的不
断发展，科研成果的传播已经突破了传统
媒体的限制，因而社交媒体上有关科研成
果的新闻报道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科研成果本身的被引频次呢？这成为一个
需要考察和研究的议题，但据2018年由埃
尔伯塔大学的研究人员在 《Peer J》 上发
表的文章可以看出，通过社交媒体对研究
成果进行传播，最终给这些成果带来了更
好的被引频次。

有人可能会质疑这里所谈及的有关科
研成果的报道，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
科学传播，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新
闻。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新媒体环境下，
很多科研人员绕过了传统媒体的控制，直
接在新媒体平台上开展着一系列与科学有
关的活动，这其中也包括生成某些与科研
成果有关的科学新闻。如果从这个角度上
说，有关科研成果的报道应该是广义上的
科学传播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也有必要
去深入探讨到底该如何定义科学传播，这
会是下一期本专栏的主题。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打 猎 之 害 ， 食 野 味 之 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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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前，我写过一篇有关病毒的文
章，刊登在 《北京晚报》 上。过后不
久，一位网友在我的博客上留言：“据说
这次猪流感病毒是美国人弄的。把猪
的、禽的病毒连接人的感冒病毒，目标
实际上是指向中国。”我看了哑然失笑，
随即又好奇地追踪起这“据说”的由来。

事 情 或 许 缘 起 加 拿 大 彭 博 新 闻 社
2009 年 5 月 12 日发出的一则报道。该报
道称：澳大利亚病毒专家艾德里安·吉布
斯已通报世界卫生组织，他计划在网上
公布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甲型 H1N1 流
感病毒源自实验室，而非大自然。他断
言，这种病毒有可能是实验室在制造流
感疫苗时，意外或故意制造出来的。其
理由是：新病毒跟已知病毒的联系不密
切；与典型的猪流感相比，它所含的赖
氨酸更多，突变速度更快。但是，世界
卫生组织两天后即表态，吉布斯的“这
种假说经不起推敲”，因为出现赖氨酸残
基较多和突变率较快是正常的。

最近这一个多月里，新冠病毒闹得
很凶，有关它的来源问题，引发公众关

注，也传出许多说法，其中不乏危言耸
听的“阴谋论”。其实，不只是对流感病
毒，近几十年来科学家一直在探索：作
用于人类的各种新病毒究竟是怎么产生
的，又是如何传播和演变的？

关于病毒的来历，我们所知甚少。由
于它和生命不可分离，有人推测说它可能
与生命同时出现，甚至更早。鉴于病毒比
细胞还要简单，过去盛行的一种假说认
为，病毒实际上是最早出现的生物。根据
这种假说，核酸 （生命的最基本物质之
一） 不断复杂化，直至成为细胞；而较简
单的核糖核酸 （RNA） 和脱氧核糖核酸
（DNA） 在进化的路途中落在了后面，学
会了寄生方式，最后成为病毒。

还有一种似乎更被认同的理论推测
说，病毒是从几十亿年前一些脱离开细
胞的基因片段演变而来。这些片段经过
漫长的时间，逐渐发展了独立生活、进
行自我复制和在细胞内寄生的能力，最
终“修炼”成了病毒。

可能是受到英国著名天文学家弗莱
德·霍伊尔的设想——病毒是从外层空间
落到地球上的——启发，美国畅销书作家
迈克尔·克莱顿在1969年发表了他的科幻
名作 《安德洛默达品系》，讲述了人类遭
遇太空微生物 （细菌或病毒） 的奇异故
事。此后出现的一些科幻作品常常也涉及
这一主题，以至给人留下了这样一种印

象：某些超级杀人病毒或细菌，是为了罪
恶之目的而在实验室里研制出来的。

30 多年前，当艾滋病刚刚开始肆虐
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恐慌之时，就有传
言说：艾滋病是生物武器实验室的产
物；还有人声称艾滋病病毒是被有意放
置在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国王图坦卡蒙
（公元前 1361 年-公元前 1352 年在位） 墓
穴中，用以惩罚盗墓者的暗器，这病毒
随着墓穴的财宝一同出土，被带到美国
展览而传播开来。

甚至，在对999 个常去教堂做礼拜的
黑人所进行的一项调查中，竟有 1/3 的
人相信“艾滋病是针对黑人的一种种族
灭 绝 手 段 。” 2009 年 4 月 28 日 ， 甲 型
H1N1流感爆发伊始，印尼卫生部长苏帕
里还表示，该流感病毒可能是人工合成
的，而她过去曾指责西方国家可能制造
并向发展中国家传播病毒，以帮助这些
国家的制药厂增加利润。

离奇的说法常常能够吸引人们的目
光，因而屡屡听闻。回想 19 世纪霍乱在
欧洲流行时，与富人相比，底层的不幸
者不可避免地会因粗暴的隔离措施而遭
受更多的痛苦，于是就有谣言说：霍乱
的起因，是富人为了摆脱惹麻烦的下等
阶层而故意下了毒。

用 病 毒 作 “ 武 器 ” 自 然 早 有 人 想
到，也并非不可能做到。只是，对于滥

用病毒可能带来的难以预料的后果，除
了那种丧心病狂的疯子，我想恐怕没有
人不会不在冒险一试之前掂量掂量吧？

病毒打哪儿来？从结核病到霍乱再
到流感，疾病的传播速度为什么越来越
快？这跟气候变化和病毒自身的“进
化”有没有干系？跟人类与动物越来越
密切的接触有没有关联？在日益全球化
的世界上，全球流行病与人类迁移如影
随形，人类面临着几乎来自世界各个角
落的病原体。回望 10 年前，早在甲型
H1N1流感爆发之前一个多月，一名世界
卫生组织的专家就警告说，由于失控的
城市化进程，以及政府对热带地区的蚊
虫数量不加以控制，传染性疾病正呈上
升趋势，导致全球越来越多的人死亡。

其实，还可以举出更多的“设想”。
比如，还有一种说法是，病毒比人类更
智慧，它要不断地去寻找宿主，满足自
身种群的生存。加上人类疾病与动物的
密切关系，这就使得病毒不断出现。

现在，我们究竟能得出什么答案呢？

病 毒 到 底 是 打 哪 儿 来 的 ？
□□ 尹传红

读文知理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全国人民
在党中央领导下上下一心，几乎都投身到
紧张的战“疫”进程之中。在这场人类和
病毒的生死较量中，科学是最重要的武器
之一，尊重科学、相信科学，严格按照科
学的方法去治疗和防护，才能够帮助我们
最终打赢这场“硬仗”！

在本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面向公
众的科学传播活动凸显出重要的力量和价
值。同时，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关注，作
为新媒体平台的公众号，不仅面向成人公
众传播大量与“抗疫”相关的科学知识，
同时一些公众号更是针对少年儿童读者撰
写了浅显易懂、活泼有趣的科普说明性文
章和科普故事，甚至一些公众号平台还精
心绘制科普漫画并制作了绘本作品，推出
简易动画片等。可以说，这些公众号抓住
契机积极开展科学传播活动，为提升我国
少年儿童的科学素养作出了贡献。

这些围绕“抗疫”主题面向少年儿童
开展科普教育的公众号内容可分四类：

其一，课程类，如“小多少年时”公
众号的儿童知识讲堂《“少年时”的战疫
课》系列，整个系共8节课，从科学角度

详细介绍病毒的致病原理、有关病毒的真
实历史事件等，将感性的叙述声音和理性
的科学原理解析相结合；还有的公众号及
推文内容以面向家长为主，间接起到向孩
子们传递科学知识的作用，如“时间知道
Daily”公众号推出了一系列知识讲堂，其
中包括疫情升级下如何保护孩子、针对孩
子在家上网课的情况如何缓解儿童眼疲劳
等等。

其二，知识文章类，如“未小读”公
众号在疫情期间发布面向家长的科普文章

共5篇，《疫情终将过去，但这些知识越早
交给孩子越好》《要给孩子讲的病毒知
识，这本书里都有》等。

其三，知识漫画及故事漫画类，如
“蒲蒲兰绘本馆”公众号自疫情确定以来
推送面向儿童的科普推文共15篇，其中绘
本及漫画创作13篇，作品包括《妈妈，疫
情结束之后我想》《病毒进入体内的48小
时》《今日条漫：小神兵大战病毒怪》
等；“红帆船绘本馆”公众号在本次疫情
期间共发布儿童科学传播推文9篇，其中

《给孩子们的冠状病毒绘本》系列共5篇，
以绘本漫画的形式讲述这次病毒的来龙去
脉以及防护措施，其余还有《一起赶走大
病毒》《不一样的春节》等等。

其四，相关科普读物推荐类，如“听
我徐徐道来”公众号，在疫情期间共推荐
了 9 部儿童科学绘本，比如推荐的绘本

《根本就不脏嘛》 讲述本次传染病的危
害、如何防御、日常卫生的重要性等等；

“悠贝亲子图书馆”公众号有7篇推文的内
容是对已经出版的优秀科普绘本进行推
荐。

当前微信公众号是受众最广、内容最
丰富、表现形式不断创新的新媒体平台，
公众号的运营者们利用这一传播平台巧抓
公共卫生事件，帮助少年儿童不仅仅是经
历一次害怕、紧张、迷惑的重大疫情，更
能够在这种“惊心动魄”的人生际遇中为
其播撒下了解科学、相信科学、热爱科学
并拥有科学精神和献身科学的种子，从而
为提升祖国未来人才的科学素养作出了应
有的贡献。

（作者为香港城市大学人文与社会科
学学院学生）

科学传播巧抓机遇 公号作品滋养童心
□□ 王天娇

媒 体 报 道 对 科 研 成 果 引 用 率 的 影 响
□□ 王大鹏

无论是仰望星空，还是俯视大
地，或者近观周遭咫尺器物，科学
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人不用。
那么，如何将深奥的科学知识传播
给儿童呢？在《小学生拼音报》做
编辑时，我就发现，很多科普书籍
艰涩难懂，儿童年龄小，认知能力
有限，很难理解和记忆，当然更无
法提起阅读兴趣。经过进校调研、
深入思考，我觉得儿歌短小精悍、
朗朗上口、易记易诵，不失为向儿
童传授科学知识的最佳文学样式。

起初，我认为儿歌和顺口溜一
样，只要押韵就行，没有什么难写
的，但写了几首后，感觉远不是想
象的那么简单。因为科普儿歌既要
把握知识性，又要注重趣味性，更
要具有韵律性，创作起来真是难上
加难。但执着追求、勇于挑战的个
性让我坚持了下去。就这样，我利
用业余时间，专门看科普书籍，写
科普儿歌。即使到全国各地出差，
我不是逛商店，而是逛书店，选购
了一本本科普图书。有了书，我就
一本一本地看，这个动物有什么特
征，那个植物有什么特点，酸雨有
什么危害，日食是什么原因形成
的，等等，都要弄得一清二楚，然
后再构思创作。当拨开云雾、扫除
拦路虎，创作完一首儿歌后，那种
愉悦感，那种幸福感，那种自豪
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在台灯
的陪伴下，我翻阅资料，伏案沉
思，推敲韵脚，字斟句酌，创作了
一首首科普儿歌。有时为了一个韵
脚，要想好几个晚上，就是半夜醒
来，一有了灵感也要赶紧用笔记录
下来。艰辛创作儿歌，仅自我欣赏
不行，只有让儿童通过儿歌来学习
科学知识，才能实现价值最大化。
于是，我试着将自己创作的儿歌投
寄到一些少儿报刊，没想到颇受欢
迎，《深圳青少年报》《小博士报》

《少年百科知识报》 等专门开辟专
栏，刊载我的科普儿歌。

勤奋笔耕收获丰。5 年时间，我已创作了 500
余首科普儿歌，足以结集出版。2009年6月，我的
首部儿歌集——《动植物智趣儿歌》 出版发行。
之后，《动植物智趣儿歌》因其科学性、智慧性和
趣味性，在众多儿童文学作品中独树一帜，别具
特色，于 2010 年荣获“赵树理文学奖”。“赵树理
文学奖”评委会对这部书的评价是：“在低幼儿童
显现着童稚与求知的目光中，王兆福的 《动植物
智趣儿歌》 是一幅幅生动活泼的自然画卷，是一
个个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他们被带进妙趣横生
的知识海洋，认识自然，开启智力，汲取成长的
营养。”

对我来讲，《动植物智趣儿歌》的获奖，不仅
仅是一种荣誉，一种肯定，而是一种鞭策，一种激
励，更是鼓励我前行的巨大动力。之后，我更加勤
奋地创作，先后出版了科普儿歌集《带雷达的鸟》

《365夜·科学儿歌》（两本）、《读儿歌 学科学》（三
本）。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科技全方位突破，新成
果竞相涌现。那么，如何让儿童感受祖国日新月异
的科技新成果，提升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呢？
我毅然决定用儿歌来承载中国科技的伟大成就。两
个月时间里，我创作了40余首新科技儿歌，出版了

《了不起的中国新科技》一书。图书上市后，深受
读者喜爱。请看里面的两首儿歌：

天眼探空
都说孙猴本事大，火眼金睛观天下。
如今中国有天眼，太空奥秘可观察。
远在百亿光年外，一眼望穿顶呱呱。
未来探寻外星人，大显身手传佳话。

蛟龙探海
长得像个小胖子，体型不大了不起。
蛟龙载人潜水器，下潜超过七千米。
采集样品与数据，海底世界看仔细。
赶超日美探龙宫，领先世界排第一。

历 时 15 载 春 秋 ， 我 创 作 了 千 余 首 科 普 儿
歌，内容涵盖天文、地理、动物、植物、新科
技等。对于儿歌创作，我认为有着双重收获：
一份是带给自己满满的幸福感和踏实感，另一
份是给孩子们送去了珍贵的童年礼物。如今，
我虽已年逾花甲，但童心未泯，激情依旧，仍
然要在科普儿歌的创作道路上继续探索，笔耕
不辍，做到：一朝科普人，一心为孩子；一片
赤诚情，一路唱童歌。

（作者曾任小学生拼音报社总编辑，高级编
辑。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
员。著有《动植物智趣儿歌》等儿歌集10余部。曾
获全国第六届优秀童谣评选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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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苏东坡是位美食家，曾自制黄

酒、东坡肉等。他不仅参与打猎，对
烹调野味、食用野味颇有心得。读他
的诗文，便知他吃过不少野味，如

“ 牛 尾 狸 ”（大 家 熟 知 的 “ 果 子
狸”），熏烤过的鼠和蝙蝠。

明代学者陆容 《菽园杂记》 记
载：“宣府、大同产黄鼠，秋高时肥
美，士人以为珍馐，守臣岁以贡
献，及馈送朝贵，则下令军中捕
之。”清代乾隆进士袁枚对美食情有
独钟，他的《随园食单》记述了326
种南北菜肴及点心，其中有鹿肉、
獐子肉、野鸡、野鸭、鹩鹑、黄
雀、果子狸等野味的烹饪方法。

为什么人们会热衷于野味呢？
一是古代食品短缺，借捕猎获取肉
食以满足需要；二是认为野味香
美，难得一品；三是把吃野味当做
一种时尚，为的是猎奇或者炫富，
吃到越稀有的野味觉得越有优越
感；四是野生动物在医学上有一定
的药用价值，古人常说“吃什么补

什么”，甚至把吃野味作为食疗文
化；五是野味的经济价值较高，为
牟利有人甚至铤而走险。

实际上，野味并不卫生。可以
想象，野生动物捕食的食物不干
净，野外的生存环境不卫生，也就
是它们吃住的环境充满了病毒和有
害细菌。野味也并不是想象中的那
么味美，如果说可口，主要是厨师
下了真功夫。因为做野味，往往靠
放调味品取胜，以除去山味膻味。

对于吃野味的害处，古人早就
有所认识，“病从口入”这个成语就
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历代医
学典籍中，不乏吃野生动物肉类染
疾的记载。如 《拾遗》 中就谈到：
诸鸟有毒，凡鸟自死目不闭，自死
足不伸，白鸟玄首，玄鸟白首，三

足，四距，六指，四翼，异形异
色，并不可食，食之杀人。

在明代李时珍的 《本草纲目》
中有关食用野生动物的禁忌：如豪
猪“肉性味甘，大寒，有毒不可
食，否则伤头伤身”；野马“肉性味
辛、苦、冷，有毒，煮食难消，多
食生疮患痢”；孔雀“有毒。不可入
目，令人昏翳”；对于蛇，“蛇胆性
味甘、微寒，有毒；蛇肉味性甘、
涩，有毒”，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是，目前怀疑的
新冠病毒的宿主穿山甲 （也称“鲮
鲤”），南宋张杲在《医说》里就提
到：“鲮鲤肉最动风。风疾人才食数
脔，其疾一发，四肢顿废”，李时珍
的 《本草纲目》 认为“微寒、有
毒”。

因乱吃野生动物送命的人不
少。唐代诗人孟浩然在52岁那年背
部得了痈疽，虽不致命，但医生告
诉他不能吃螃蟹、鱼之类的发物。
一天在宴席上看到了产于汉江中的
查头鳊这道菜，他没有管住自己的
口，鲜美的鱼肉导致他不治身亡。
史书说他“浪情宴谑，食鲜疾动”。
苏东坡也是食野生动物的受害者。
朱彧《萍洲可谈．卷二》记载：“广
南食蛇，市中鬻蛇羹，东坡妾朝云
随謫惠州，尝遣老兵买食之，意谓
海鲜，问其名，乃蛇也，哇之，病
数月，竟死。”苏东坡的小妾王朝云
吃蛇肉虽未被毒死，但甚感恶心，
抑郁得病而死，失去爱妾王朝云，
苏东坡伤感不已。

随着医学的发展，很多证据表

明传染病 （瘟疫） 与乱吃野味或接
触野生动物关联度极高。如天花来
源于牛痘，黑死病来源于蒙古的土
拨鼠，等等。但古代交通不发达，
人口稀少流动慢，即使因食用野生
动物而得传染病，往往受灾的也就
是局部地区，而隔离和阻断是防止
传染的最有效手段。

今天，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
已经使地球变成一个村落，人口流
动的快捷使传染病很容易造成全球
性的灾难。现代医学证明，很多传
染病的发生与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
关联度极大。如疟疾病来源于按蚊
叮咬传染，SARS病毒的宿主很可能
是果子狸，新冠病毒的宿主很可能
是蝙蝠或穿山甲。

全国人大出台野生动物保护法

是非常及时的。拒吃野味，就是避
免对野生动物的杀戮；保护生物的
多样性，也是保护人类自身。改革
开放初，一位名人到某地，东道主
特意准备了名菜“熊掌”，他婉言谢
绝道：对不起，我是保护野生动物
的志愿者，我不能违心。

全面禁止和惩治非法野生动物
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
对有效防范重大公共卫生风险，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具有重大作用。

“蓬莱定不远，正要一帆风”（陆游
《泛瑞安江风涛贴然》），我们必将
赢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后胜
利。

（作者系《中国高新科技》期刊
社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博
士，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