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春将尽，又是榴花时。石榴 （Punica
granatum L.）是石榴科石榴属古老的栽培果树与观
赏花木。据《博物志》记载，石榴由张骞自古波斯
地区安国（今布哈托）和石国（今塔什干）引入我
国，故又名安石榴。它的果实球形，类似凸出植物
体表的球状物瘿瘤，所以称为“留”（通“瘤”）。
到了三国时期，人们把“留”字加木旁，单单为了
它创造了一个新字“榴”。于是石榴有了名有了
姓，在我国的宫苑里、花园里、山野短墙边扎了
根，一年年地开了花又结果。只是令人好奇的是，
作为一个外来树种，怎的就只有它能与牡丹、梅花
等本土花卉并称为中国十二花神？

经过两千多年的栽培，石榴在中国形成了两百
余品种，根据用途可分为观赏石榴和食用石榴两
类。观赏石榴株型优美，花期长、花色艳、春叶
红、秋叶黄，果实奇特，是春、夏、秋三季可赏的
花木，广泛应用于园林绿化、盆栽、盆景等。根据
它的花型，可分为单瓣花品种、重瓣花品种和台阁
花品种。郭沫若曾评价“单瓣的已够陆离，双瓣的
更为华贵”，那么数十枚数百枚花瓣层叠的重瓣花
和花中生花的台阁花则更是珍贵。根据它的花色，
可分为红花品种、粉花品种、白花品种和玛瑙花品
种。红色是它的灵魂，夏季烈阳下的石榴花红得美
艳、红得疯狂，所以白居易才写道“日射血珠将滴
地，风翻火焰欲烧人”。

玛瑙花的花瓣内红外白、红白纹理相间，如丝
绸般的图案，好似天边燃烧的云霞。根据它的株
型，可分为一般品种和矮生品种。

（下转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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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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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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演讲是指一些科学家和科技工
作者，把他们从事的科研工作内容经过
提炼、梳理，变成一堂科普课，讲述给
青少年和广大听众们，使这些听众在轻
松愉快的氛围中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
学到相关的科学知识，是当前很受人们
欢迎的一项科普活动。目前，我国有很
多这样的科普演讲团队。疫情期间，就
有这样一支科普演讲团队，他们不忘初
心，牢记科普人的使命，仍旧孜孜不倦
地从事科普演讲工作，这支演讲团队就
是——中国科普作家演讲团。

适逢两会召开，《科普时报》记者采
访了演讲团的执行团长焦国力。

记者：焦团长，听说您们这个团队
的成员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为大中
小学生、公务员、社区的群众作科普演
讲几千场，受到各地的欢迎，你们的团
员一定很多吧？

焦国力：从人员数量上看，我们的
团员人数并不多，只有40余人，他们当
中既有科普作家也有科学家，还有一些
是各行业的科技工作者，其中有两位是
院士。虽然人员不多，但受邀去演讲的
场次很多。我们团队最大的特点就是团
员们拿起笔来能写科普，拿起话筒能讲

科普。很多成员都有自己的科普图书作
品。我们团队还出版了一套系列丛书

《行走的科学故事》，目前已经有 6 本面
市。更重要的是，我们团队组织大家出
版了一部关于讲好科普演讲的理论书籍

《科普演讲就该这样讲》。有理论指导的
科普演讲就显得更为成熟，也更受听众
的欢迎。

记者：很多人认为，科普演讲是

“小儿科”，科技工作者“搂草打兔子”
就可以完成。您怎么看？

焦国力：这是一个误区。其实，科
普演讲有自身的规律，需要我们认真研
究。有一些科技工作者，最初是抱着一
种“发挥余热”的想法去进行科普演讲
的。他们觉得，我在科研工作岗位上干
了一辈子，现在老了，退休了，发挥余
热搞点科普演讲吧。有的电视节目曾经

报道过老科技工作者退休之后，到中小
学科普演讲的情况，节目是以“夕阳
红”为主题进行报道的。当然，发挥余
热，夕阳红一下，这都无可厚非。但
是，科普演讲仅仅是发挥余热，那是不
够的。科普演讲是一个专业，她有自己
的特殊规律，需要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
员，进行探索和研究。我们出版的科普
演讲理论书，就是探索和研究科普演讲
的一个尝试。

记者：听您这样说，我的理解是，
并非任何一位科技工作者都能进行科普
演讲？

焦国力：从理论上来说，每一位科
技工作者都可以进行科普演讲，但是真
正讲好科普演讲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行
的。比如，有的科技工作者不会说普通
话，方言很重，这并不影响搞科研，但
是科普演讲就不行。首先，我们国家规
定，中小学老师应聘，普通话必须过
关，如果达不到一定的级别，不能应聘
中小学老师。我就遇到过一位老师操着
一口浙江方言，去给山东的小学生讲科
普，孩子们听了一堂课，几乎没有明白
他在讲什么。

（下转第2版）

全 国 疫 情 防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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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引进国外智力管理司
与 科 普 时 报 社 联 合 推 出

日前，天文学家在银河系又发现一颗
古老恒星，它距离地球3.5万光年，是一
颗红巨星，被命名为 SMSS J160540.18–
144323.1，它的铁含量是银河系所有分析
过的恒星中最低的。

这意味着它是宇宙中最古老的恒星之
一，可能是138亿年前宇宙大爆炸后形成
的第二代恒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天文学
家托马斯·挪德兰德尔解释称，这是令人
难以置信的贫血恒星，可能形成于大爆炸
之后的几亿年，其铁含量仅是太阳铁含量
的150万分之一。

之所以判断它是一颗古老恒星，是因
为宇宙形成较早期几乎没有金属，第一批
诞生的恒星主要成分是氢和氦，它们的质
量很大，温度很高，寿命非常短暂，这些

早期恒星被称为“第三种群恒星”，之前
科学家从未观测过。

恒星的“动力”来自核聚变，即较轻
元素的原子核结合在一起产生较重的元
素，在较小恒星中，主要是氢与氦发生聚
变，但体积较大恒星聚变过程能形成硅、
铁等元素。

当这些恒星在猛烈的超新星爆炸中结
束生命时，会将一些重元素喷射至宇宙，
当新的恒星诞生时，就会吸收这些重元
素，因此恒星的金属含量是判断其形成时
期的重要依据。

天文学家在银河系中发现其他金属含
量较低的恒星，从而证明它们是宇宙早期
诞 生 的 恒 星 ， 如 2MASS J18082002 –
5104378 B，该恒星是之前较低金属含量

保持者，仅占太阳金属含量的11750分之
一 。 相 比 之 下 ， 最 新 发 现 的 SMSS
J160540.18–144323.1 金属含量仅占太阳
金属含量的150万分之一。

研究人员认为，将金属元素传递给
SMSS J160540.18–144323.1的恒星形成于
宇宙初期，其质量相对较小，大约是太阳
质量的10倍，它的质量足以产生一颗中子
星，之后经历了强度较弱的超新星爆炸。

SMSS J160540.18–144323.1很可能是
第二代恒星中最早的成员之一，伴随着它
逐渐衰亡，将演变成一颗红巨星，意味着
这颗恒星的生命周期即将结束，在进行氦
聚变反应之前，它将耗尽最后的氢。目前
这项最新研究报告发表在《皇家天文学会
月刊》上。 （科文）

与 宇 宙 同 龄 古 老 恒 星 被 发 现

瘟疫早已有之
瘟疫早已有之。考古学发现，

早在大约 6000 年前，肺结核就已
经成为人类的主要疾病。漫漫人类
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人类与瘟疫
的斗争历史，而且这是一个永无止
境的过程，这个过程将伴随人类始
终。

在有文字记载的 3500 多年中，
中国疫病的流传成百上千，疫病的
种类各式各样。中国是一个勇于并
善于抗击疫病的国度，为此才会有

《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
《温热论》《解围元薮》《疯门全书》
《霉疮秘录》等一批医典流传至今。

其实，从历史上看，传染病这
个人类的天敌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
人类的侵害，麻风病、天花、梅
毒、伤寒、黄热病、霍乱、鼠疫等
都曾在历史上留下过横行肆虐、荼
毒生灵的印记。最近20年里，我们
又先后经历了SARS、甲型H1N1流
感病毒、埃博拉病毒等引发的几次
重大传染病的侵害，特别是当前我
们正经受着新型冠状病毒带来的更
严重的侵害。

回首全人类所经历的一些重大
疫病发生、演变的过程，以及人类
抵御疫病灾害的经历，除了侵害，
也有启示，加深了人们善待自然、
保护生态、尊重科学、相信科学的
重要性的认识。因为只有这样，人
类才有可能真正在尊重生命的前提
下实现共同生存和繁荣发展。

麻风病——“隔离”从这里开始
麻风病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早

留有记录的疫病之一，也可以说
在艾滋病出现前最令人恐惧的一
种传染病。它是由麻风杆菌诱发
的一种慢性传染病，主要侵害人
的皮肤和神经组织，导致人皮肤
麻木、干枯甚至变形，造成肢体
残废。

作为人类历史上一度不可治
愈的传染病，麻风被传统社会赋
予了颇多的符号隐喻，又因为其
传染路径高度不确定，各国社会
普遍对麻风病人都有污名化的观
念。它在人类历史上至少已徘徊
流行达 3000 多年之久，然而，人类对麻风病的恐
惧而派生出来的隔离防治举措，在客观上的确起
到了阻断疫病传播扩散的作用，也为后人们防治
其他瘟疫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借鉴。譬如对抗黑死
病、流感乃至新冠肺炎，隔离对于防控疫情发挥
了积极作用。

（下转第6版）

创 建 国 家 科 学 技 术 博 物 馆
是 科 技 强 国 建 设 应 有 之 义

□ 张柏春

党和国家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全社会都在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科技创
新既仰赖中央的战略部署和科技工作者的
锐意进取，又以有利于创新的科学文化环
境为基础。可以说，文化建设是科技事业
的一个重要部分，科技界在建设科学文化
和树立文化自信方面不可缺位。

科学文化是在科学技术传统的形成和
发展过程中塑造而成的，是具有创新特征
的文化。各种科技文物和遗存是科技传统
的历史见证，是科学文化的重要载体。许
多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科技文物和遗存的
保护、整理和研究，建设了科学博物馆或
科技博物馆。例如，英国在1857年就创建

了科学博物馆 （Science Museum）。目前
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博物馆是德国慕尼黑的
德意志博物馆 （Deutsches Museum） 和美
国芝加哥的科学与工业博物馆（The Mu-
seum of Science and Industry）。这三个博
物馆符合美、德、英的科技大国地位。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成
就了一个伟大的发明国度。从20世纪50年
代开始，新中国就支持整理研究祖国科技
遗产，增强民族自信心，助力爱国主义教
育。大量古代文物蕴含着先贤的创新精神
和工匠精神，反映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0世纪初以来，从“科学救国”到“向科
学进军”，再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科技成果，同时也
形成了新的科技遗产。例如，有关研制原
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文物和遗存承载
着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的奋斗故事和“两弹一星”精神，这种精
神财富也是当代先进文化的一个组成部

分。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看重历史遗产和博

物馆的文化价值，指出一个博物院就是一
所大学校。近些年来，我国博物馆事业发
展较快。颇为遗憾的是，我国科技博物馆
建设滞后，这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巨大科
技贡献极不相称，也与当代追求创新和建
设科技强国的伟大实践不协调。

我国现有的科技馆主要是展现和普及
科技知识，鼓励青少年参与互动，而不是
收藏和展示重要科技文物，并不能充分表
现中华民族的古代发明创造及现当代创新
成果。一些能够见证古今创新的文物和文
献资料散存于不同类型的博物馆或其他机
构，客观上造成科技发明创造的碎片化。
其实，大量的标志性科技创造物和遗存被
忽视，甚至遭到遗弃或损毁，造成难以挽
回的损失。

有20位院士和专家以全国政协提案的
方式，吁请国家尽早建设一座综合的国家

级科学技术博物馆，保护、抢救和展示重
要的科技文物，填补我国科技和文化事业
的一项空白，塑造反映悠久创新传统和具
有时代特征的科学文化，彰显中华民族的
创造精神和当代中国建设科技强国的雄心
壮志。委员们强调，科技博物馆将帮助我
们讲好中国故事，传播科学知识和科学方
法，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激发创
新热情和创新自信，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提高全民科学素养，为建设科技强国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营造优良的文化环境。

事实上，只要有政府部门或省市 （如
北京市） 牵头筹划，在科技部、中国科学
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协、教育部、工
信部、农业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
局等部门支持和参与下，就不难征集重要
科技文物和资料，建成与我国地位相称的
国家科学技术博物馆。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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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月 榴 花 照 眼 明
□ 火 艳

图1：单瓣红石榴。 图2：重瓣红石榴。
图3：重瓣粉红石榴。 图4：重瓣玛瑙石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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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声音

科 普 演 讲 需 要 专 业 精 神
——访中国科普作家演讲团执行团长焦国力

□ 科普时报记者 于 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