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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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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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号火星车发现了一种名为噻吩
的有机分子，这种分子在地球上与生物系
统有关。它们是否能证明火星上曾经存在
微生物呢？

对于火星上存在生命痕迹的搜寻，刚
刚迎来了一个有趣的新转折。研究人员们
在研究NASA“好奇”号火星车传送回来
的数据时，发现了噻吩这种有机分子存在
的证据。而这种有机分子，至少在地球
上主要是生物过程的结果。

研究人员并没有声称这是火星上有生
命的证据，但这一发现无疑是迷人的。这
一发现被称为“与火星上存在早期生命相
一致”。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公布了
这一发现，这篇经同行评议的论文于2020
年2月24日发表在了《天体生物学》杂志

上。在地球上，噻吩通常能在煤、原油、
油母岩甚至一种名叫白松露的蘑菇中发
现。它们还能在叠层石和微化石中检测到。

在火星，它们与其他有机物一同被
“好奇”号在一个名叫“默里层”的古老泥
岩地层中发现。这篇新论文从生物和非生
物（没有生命）两个角度探索了火星上能
够造成噻吩的一些方式。“我们鉴定了产生
噻吩的几种生物学途径看起来似乎比化学
途径更有可能，但我们仍需要证据。如果
你在地球上发现了噻吩，那么你会认为它
们是生物的，但在火星上，证明这一点的
门槛还是高得多。”

噻吩环上的4个碳原子和一个硫原子
是生物存在的必须元素。然而，它们的产
生可能和生命没有任何联系。在火星上，

这可能由于陨石冲击作用或者也许是由于
一堆化学混合物被加热到120℃甚至更高
的热化学硫酸盐还原反应而产生。由此可
以想象，这个反应在火星早期发生剧烈的
活动期间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噻吩也有
生物合成的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它们引
起了科学家们极大的兴趣去寻找火星生命
存在的证据。

除此之外，“好奇”号火星车还发现了
岩石中的各种有机化合物，除了发现噻吩
外，还证实了这个区域的甲烷和氧气在季
节循环中都会有所增减。虽然这仍然不是
生命存在的证明，但把这些信息综合考虑
来看，这些证据可能是描绘出令人着迷的
未来蓝图的开始。

（科文）

“ 好 奇 ” 号 火 星 车 发 现 有 机 分 子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对应急科普
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良好的应急科普不
仅可以让公众方便地了解灾难及预防知
识，有效避免公众恐慌和伤亡情况的发
生，而且也有助于全民科学素质的提
升。

应急科普有利于人们迅速认识灾害
的性质和特征、快速提升应对能力；有
利于缓解社会心理压力，稳定社会秩
序；有利于人们辨别真假信息，避免谣
言惑众；有利于人们选择正确的应对策
略，杜绝上当受骗。

整个疫情防控期间，在物流歇业、
线下活动被限制的背景下，公众急切需
要通过互联网了解有关疫情防控方面的
信息和知识，需要专业团体和权威平台
发布积极有效的科普知识。但是，整个

疫情防控期间，应急科普宣传在信息处
理、知识传播等方面暴露了一些不足，
造成个别地区出现过度恐慌、疯抢双黄
连口服液等盲目行为发生。具体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信息冗余，知识匮乏，缺乏权威平
台信息。在整个疫情防控期间，各平台
网站以及媒体每天发布大量有关疫情现
状的信息，伴随着疫情信息的传播，其
中一些不实、恶意的图片、视频和文字
也在传播。在信息冗余而知识匮乏的今
天，人们急切需要权威平台发布及时有
效的信息应对当前突发事件，避免不必
要的恐慌。

应急科普资源的有效集合和精准传
播不到位。面对突发事件，首先要保证
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除此之外，还需
要关注造成突发事件的原因，探索最优
的解决方式，所有信息的预判需要融合
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

缺乏协同机制和专业主体。应急科
普工作包含确定当前科普热点、科普内
容、科普知识传播等多方面内容，而与
之对应的应急科普团队也应包含来自政

府、各个领域的科普专家、新闻媒体等
专业人士。在整个疫情防控阶段，由于
政府、科普专家以及媒体之间缺少良好
的沟通机制，导致个别媒体发布了一些
没有科学依据的相关言论，造成了一定
程度的恐慌。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从制度保障、
数据库建设、专家队伍培养等方面提出
以下几点建议：

完善应急科普机制，搭建权威科普
平台。在政策上肯定应急科普工作的极
端重要性，明确应急科普管理机构，建
设各级权威平台，完善应急科普工作流
程，明确应急科普责任主体，规范应急
科普工作制度，并建立激励约束机制，
构建应急科普的全媒体传播机制。

搭建科普大数据信息平台，构建科
普资源应急流程和保障体系。应建立包
括地震、火灾、海啸、传染疾病、交通
安全、野生动物等全方位多领域的科普
数据资源库，找到所需的某一领域或者
某一方面的科普专家学者，还可以针对
受众迅速制作出易于接受的科普节目。
加强应急科普资源生产供给，建立应急

科普资源开发与共享体系，利用新一代
信息技术进一步推动应急科普宣传、科
普信息化等工程。

健全应急科普专家队伍，完善应急
科普协作机制。要建立一支涵盖领域
广、专业素质高的应急科普专家队伍。
建议率先在高校推广科普教育，培养一
批科普专家。其次，要完善应急科普协
作机制，发挥专业主体作用，组建并协
调应急科普专家库中相应领域的专家作
为专业主体，于第一时间向公共媒介提
供专业高效的科普信息，及时解读常
识，释疑解惑，打好应急科普的协作
仗。

充分运用“互联网+”等新技术，
拓宽应急科普范围。要推动“互联
网+”与“科普”深度融合，打破时空
限制，及时、充分地满足公众的科普需
要。随着5G、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推广
应用，更为新型的渠道和平台还会崛
起，应抓住这一科普工作发展的新机
遇，努力拓宽应急科普范围。

（作者单位：北京科技战略决策咨
询中心，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加 强 应 急 科 普 建 设 提 升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 毛维娜 苗润莲

全 国 疫 情 防 控
科 普 作 品 荟 萃

科技部引进国外智力管理司
与 科 普 时 报 社 联 合 推 出

目前，新冠肺炎境外确诊病例已经
超过中国，“防输入”成为当下疫情管控
的一个重点。

“防输入”怎么防？对入境人员有何
建议？“防输入” 时期，民众应该怎么
做？疫情什么时间会结束？……

日前，上海市科委和上海广播电
视台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科普微课堂

《大咖小灶》。针对疫情期间市民关心
的一系列科学问题，上海市新冠肺炎
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
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进行了科
普讲解。

“防输入”怎么防？对入境人员有何
建议？

随着国内疫情的进一步好转，很多
人都觉得好日子又来了，回到了春暖花
开、岁月静好的时代，但事实上我们还
是非常焦虑的，我们的节奏其实一点都
没有慢下来，为什么呢？是因为现在疫
情的重点是“防输入”。

“防输入”，并不是反对一些同胞回
来，我们防的并不是同胞，而是防止输
入性病例。输入性疾病的防控环节，现

在真的是一个都不能少。因为输入性病
例一旦漏过，就很有可能会进社区，问
题就大了。

所以，当前针对海外回来的人员，
不论是在海关还是社区，严格管控是必
要的手段。在这一点上，希望大家能够
理解。这种严格的管控措施可能会让人
感到不舒服，但我们就是用这种措施把
病毒给控制住的，中国人民采取的方法
已经被广泛认可。大家都很清楚，我们
的方法就是“闷”。如果在疫情逐渐趋好
的态势之时，再有输入性病例引发感
染，这种扩散速度会非常快，也会让我
们之前的努力前功尽弃。所以，我们只
要把“防输入”这个工作做好了，这场

“仗”才能打得赢。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年
底，这种“防输入”的工作一刻都不能
放松。

“防输入”时期，民众应该怎么做？
目前，我们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有

两个：一个方面，就是在来之不易的大
好局面下，尽可能地恢复日常的生活、
工作和学习；另一方面，要抓好“防输
入”这一重大防疫工作，而这不是政府

单方面就可以做得到的，普通老百姓的
配 合 至 关 重 要 。 如 果 不 配 合 ， 这 个

“仗”肯定打不好。
如果我们认为可以为所欲为了，比

如搞大型的聚会，然后把所有好不容易
养成的卫生习惯全部又放弃，那么还是
有风险的。“防输入”时期的防控，实际
上就取决于民众自己的卫生习惯，比如
现在乘公交车、乘地铁人们都习惯戴口
罩，回到家，还是应该洗手。跟入境人
员，完全可以先暂时保持一段社交的距
离。我们在新冠肺炎第一阶段疫情当中
保持的良好卫生习惯，完全可以继续保
留。

疫情何时结束，如何科学研判？
从肺炎疫情的走向来看，历史上

还没有出现过跟它一模一样的恶性传
染病。目前，中国以外的病例数已经
远远超出中国的数量，这意味着我们
管控的重点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
移。

整个疫情的控制时间，钟南山院士
曾认为国内疫情有望在 6 个月内结束，
我原先也非常同意这一说法，但是现在

来看，世界上其他地方并没有管控好，
那么疫情管控的时间肯定要延长。所
以，到了这个时间节点后，今年夏天应
该对此做第二次研判，然后到年底再做
一次研判，重点研判这个病毒有没有成
为一个常驻人间的病毒。如果它像流感
一样，我们就要有跟这个病毒长期斗争
的准备。

当然，现在下决断为时尚早，但是
随着全球疫情的蔓延，越来越多的专家
倾向于这个病毒有可能会跟人类长期共
存。我希望还是通过非常积极的做法来
应对。全球各国现在的防控手段比之前
已经有了质的进步，有理由相信我们最
终能够把这个病毒控制住。

（此作品由科技部引进国外智力管理
司、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推荐）

张文宏医生现身科普微课堂作讲解

“ 防 输 入 ” 时 期 ， 我 们 应 该 怎 么 做 ？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世界各国守望相助，共同抗击疫情。此次抗疫斗争让我们切身感
受到，人类社会是一个紧密相连、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面对全球性挑战，各国必须同
舟共济、共克时艰。而抗疫关键，首在科技。本组图片是中国科技人员——华大基因员工
身处抗疫一线的工作现场。

图1：两万例通量武汉“火眼实验室”工作现场。 摄影：程征宇
图2：万例通量深圳“火眼实验室”工作现场。 摄影：莫奥阮
图 3：调试本次新冠病毒确认功勋设备——全球日通量最高的华大智造 T7 测

序仪。 摄影：莫奥阮

3 月 24 日，北京网络安全大会
（BCS） 携 手 全 球 信 息 安 全 大 会
（RSA）举办“全球首场网络安全行业
万人云峰会”。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
究会副会长郝叶力博士在大会发言中
指出，由疫情带来的公共危机促使人
类重新思考数字世界的共治和全球化
问题，对数字经济的智性与韧性、全
球治理机制以及人类社会的大义都提
出了新的考验。

人类同住地球村，面临重大公共
卫生安全威胁时，应齐心并力、共克
时艰。郝叶力指出，此次新冠疫情就
像一场叫停全球化的实战演习，危难
时刻，多国多地封城、封关、停工、
停产、停航、停运，殃及国际交往的
各个领域，给全球供应链和世界经济
都带来的重创和巨痛，各国叫苦不
迭，没有一个赢家。这恰恰反向证
明，世界各国经济已深度依赖，企业
和老百姓都无法承受逆全球化的脱钩
之痛。

郝叶力认为，这次新冠疫情破坏
力之大，波及面之广，百年未遇，是
对全球化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的一次全
方位的大考：第一考验的是科技水
平，是数字技术的智性和数字经济的
韧性。一方面需要用数字技术来解决
疫情中的精准防控问题，另一方面也
倒逼数字化平台加快建设。事实证
明，在全球疫情肆虐的当下，凡是向
数字经济提前转型的企业，都展示出
了强劲的韧性和抗压能力。

第二考验的是治理机制水平。一
个国家的机制能不能应对全球性公共
危机和完全未知的“黑天鹅事件”，不
同国家、不同国情、不同体制必然呈
现出不同的治理模式，有佛系抗疫，
也有硬核抗疫，答案并不唯一，各国
也无法照抄作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
的标准。

第三考验的是人心、人文素养和
人性光辉。疫情面前，心理病毒比生
理病毒还可怕，如果发展成为政治病
毒，传染起来就更加可怕。对待疫情
的最好解药是“合”而不是“隔”，或
许短期内是隔离，但从长计议肯定是
合作。合作需要信任，公共危机面
前，人类最需要的是摒弃前嫌、精诚
合作、共担风险。

病毒不分国界更没有国籍，它是
全人类的公敌。近日，美中关系全国
委员会主席欧伦斯发表文章指出，新
冠病毒眼中没有国境，中国人和美国
人都有可能感染，要共同反对生物武
器等阴谋论。

郝叶力最后指出，全球化大势和新冠疫情危机大考都
在呼唤数字世界的全球共治。数字世界全球共治需要在经
济、政治和文化三个维度里统筹推进，以人类文明的交流
互鉴及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来弥合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极
化之间的分歧，既要求同化异，也能求同存异，共同打造
全球化升级版，为人类和世界发展开辟新的成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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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战科技战““疫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