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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讯（记者胡利娟 通讯员宋
平） 8月18日6时31分，中国林业科学研
究院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
利用智能监测系统，监测到海南长臂猿第
五个家族群E群已扩散到新的栖息地。当
天，红外自动相机拍到并自动传回了E群
两只海南长臂猿同框照片和视频，同时，
还录到了雄猿的鸣叫声。经辨认是一雄一
雌（一黑一黄）两只成年长臂猿，证实新
形成的E群（目前共两只）确实已经扩散
到了距原栖息地霸王岭林区斧头岭约 10
公里的白沙县青松乡打炳村周边。

“此次是4G红外相机第一次自动拍摄
到这两只海南长臂猿并进行了远程数据自
动传输。”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自然保护
地研究所所长、野生动物保护专家金崑研
究员说，该智能监测结果与今年一月份以

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的人工监
测结果作了相互印证。

金崑介绍说，海南长臂猿原有ABCD
四个家庭群，第五个家庭群E群初步形成
并扩散到新栖息地近8个月，表明原栖息
地与该新栖息地之间存在扩散通道，栖息
地面积增加，并且新栖息地能够满足海南
长臂猿的生存，也突显出对海南长臂猿的
保护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国林科院高度重视对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和海南长臂猿保护拯救的科技支
撑工作。近年来，中国林科院自然保护地
研究所和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在
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
项资金项目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
物保护司项目资助下，着力加强海南长臂
猿种群增长关键因子监测、海南长臂猿栖

息地保护恢复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和新技术
研发工作，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
岭片区及周边，针对海南长臂猿除了建立
以4G红外自动相机和音频自动采集装置为
主的智能监测试验平台外，还在C群和E
群共放置了26台4G红外相机，利用已有
的电信4G信号进行数据自动监测和传输。

金崑表示，海南长臂猿新家庭群E群
虽已形成，但还相对脆弱，需要加强保护。

据悉，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
局已经加强了对E群扩散通道、栖息地和
动物的保护，并继续开展高新技术应用、
智能监测系统科学统筹建设，并在海南国
家公园研究院统一协调下，加强与国内外
相关研究团队的合作共研，共同做好海南
长臂猿保护拯救及其栖息地生态系统恢复
与改善工作。

海 南 长 臂 猿 扩 散 到 新 栖 息 地

社 长
总编辑 尹宏群

2020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将于8月29
日闭幕。科技周会落幕，科学普及并没
有结束，该如何培养孩子长久地对科学
的兴趣呢？

从回答孩子数不清的“为什
么”开始

每个孩子天生都是科学家、哲学
家。他们会不停发问：“我，是什么？”

“爱，是什么？”“世界是如何开始的？”
家长该如何回答呢？

法国著名的应用哲学大师奥斯卡·
柏尼菲曾来中国作了一系列巡回演讲，
我也旁听过。他认为相比起孩子的爱提
问，成年人在思考方面可能有点懒惰。
柏尼菲说，孩子很自然、天然就会问很
多问题。因为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是新
的，他会问一些大人感到非常奇怪的问
题。“为什么云彩不会掉下来？”家长就
会说，这很正常。“其实这并不正常，
家长这么说也根本没有解释到这个问
题。但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种思维的惯
性，就是不再对这个世界抱有好奇心和
惊奇之心。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惊奇

是思考和知识的第一步。所以，我们应
该对这种惊奇的状况很高兴才对。”

很多大人都不喜欢孩子提问，即使回
答也不耐烦，因为他好像显示出了一定程
度的软弱、无能。这反映了教育的一个问
题：要么成人不喜欢提问，或者根本就不
去倾听，却假装自己其实很强大。

面对着孩子数不清的“为什么”，
有智慧的家长只需要做两件事：第一留
意倾听，第二是平等讨论。

孩子们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他
们在关注什么？家长需要倾听。如果孩
子认为你是在认真听，他会感到受尊
重，会更愿意讨论。不要假装在听，而
是真的对孩子的话感兴趣，才能自然而
然推动讨论。你可以告诉他，你对这个
问题的思考，你是什么时候想过这个问
题，或者你也从来没有想过，那么可以
一起找资料探索答案。

陪伴孩子学会观察生活

我在新书《司空不见惯》中介绍了
物理学家费曼的故事。费曼为什么能成
为费曼？离不开一个特立独行的父亲。

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父亲就说将来
要把儿子培养成为科学家，而实际上他
父亲只是一个制服销售员，但是很喜欢
阅读科学类的书。费曼小时候常常跟着
父亲去山上散步。其他的父母会教孩子
很多鸟的名字，费曼的爸爸却说：“就
算你知道如何用全世界的语言称呼某只
鸟，但其实你对它一无所知。”父亲教
给他的是观察，告诉他“知道一个概
念”和真的“懂得这个概念”是有很大
的区别的。父亲指点他观察枯死的树桩
里有小昆虫和菌类在生长，让他看到森
林里物质不断转换。

父亲对科学的态度深深影响了费曼。
费曼被视为是科学顽童，一生都对探索世
界充满了激情，在他得到诺贝尔奖之后，
他也不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他认为自己
早已得到了奖励，奖赏就是发现的乐趣，
以及看到人们引用他的研究成果。他不追
求荣誉地位，只追求发现的乐趣。

所以，即使不是专业出身的父母也可
以通过生活来培养孩子对科学的持久兴
趣。教育家杜威认为“教育是生活的过
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准备”，他把教育

与生活、生长与发展视为同一意义的概
念，学校、家庭和社会，各种场合的教育
实质上进行的是不同形式的生活。“不通
过各种生活形式或者不通过那些本身就值
得生活形式来实现的教育，对于真正的现
实总是贫乏的代替物，结果只会形成呆板
而死气沉沉的教育。” 我们家门口的一草
一木，窗外的风云变幻，就是自然的生活
体验，就是最好的科学和美学的教育。

科学和文学艺术不分家

科学不只是实验、逻辑、运算，还
有诗意的美学。我在《司空不见惯》中
介绍了一本书《诗意的原子》，这本书
就是通过诗意的文笔讲述了8种对人来
说最重要的元素：氧、氢、铁、碳、
钠、氮、钙、磷。作者科特·施塔格是
杜克大学生物学与地质学博士。从童年
他就对“原子是什么”感兴趣，8岁那
年有人给了他一张皱巴巴的纸片，上面
写了一段从《伽马射线效应》节选的片
段——这部作品由一位剧作家兼科学教
师创作，并获得了普利策戏剧奖。

（下转第2版）

如 何 培 养 孩 子 对 科 学 长 久 的 兴 趣
□ 李峥嵘

8 月 23 日，一年一度的全国科技活
动周如约而至。主场展示活动在北京中
关村国家自主创新展示中心举行，主题
为“科技战疫、创新驱动”的2020年全
国科技活动周在全国各地也同步启动。
今年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吸引
社会各界参观科技创新和科普展览，参
与现场科普互动体验活动。

科技抗疫大秀“肌肉”

“太先进了！终于亲眼见证了科技抗
疫装备的实力！”负压救护车、移动手术
车、移动CT影像车、核酸检测采访工作
台、负压病房，无人机运送物资、消
毒、巡逻……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大显身
手的“硬核”装备，正在重庆市科技活
动周主题展览现场集中展示，成了市民
参观的焦点。

因为疫情影响，这场一年一度的科
普嘉年华推迟了3个月。不过，这一场特
别的“战役”，让大家更加统一了认识
——科技才是抗疫的利器，在全国各地
的活动中，抗击疫情的“硬核”装备成
了展览和关注的重点。

人类与病毒较量，必执“科技利
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各地科技系

统紧急组织实施一批应急科研攻关项
目，为抗击疫情提供“硬核”设备。在
科技周活动中，各地的疫情防控应急攻
关装备纷纷亮相，近距离地给大家秀了
秀中国科技的“肌肉”。

而本次全国科技活动周主场展览
中，首次出现且最亮眼的也是“科技战
疫”展区。展区展示了陈薇团队研发的
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传染病员负压
隔离转运舱、智能红外体温筛查系统、
用于治疗新冠肺炎的CAStem干细胞药物
等新冠肺炎应急科研攻关新进展及疫情
防控新技术新装备，普及抗疫知识方
法，展现了科普工作在助力复工复产等
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大国重器”走近公众

在2020青岛科技活动周近万平方米
展厅里，蛟龙号、潜龙号、东方红二
号、高速磁悬浮、下一代地铁等“大国
重器”与市民亲密接触，讲解员在讲述

“大国重器”前世今生的故事。“今天近
距离看到‘下一代磁悬浮’‘潜龙号’这
些‘大国重器’，感觉非常震撼，不仅能
让孩子从小感受科学的魅力，还能激发
他们对科技创新的兴趣爱好。”一位带孩

子的家长在结束参观后表示。
在全国科技活动周主场，“重大科技

创新成果”展区引人注目。世界最大先
进非能动核电“国和一号”模型，在灯
光演示和人工解说的配合下，向观众展
示了清洁、安全的能源前景；壮观的中
国散裂中子源沙盘是“十二五”重点建
设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设备国产
率超过90%，运行以来已围绕国际科技前
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取得了多项科研成
果；“慧眼”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
海斗一号全海深自主遥控水下机器人、

“海燕”长航程水下滑翔机等前沿装置，
引领我们上天入海，探索人类未知的世
界。

如果说这些都还离人们的日常生活
稍显遥远，那么也有许多展品在切实地
改变着我们的生活。6月底刚刚完成磁浮
试验线上试跑的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
通系统模型，引发人们对高速出行的想
象；国家一类新药“宜卡”重组结核杆
菌融合蛋白（EC），具有灵敏度高、特异
度高、大规模筛查可行性高的特点，用
创新技术解开结核病筛查的困局。

传播科学知识，提高科学素养，让
高端的科普走近百姓，高精尖的科技也

是各地科技活动周展示的重点。

足不出户“云游”科技周

因为疫情原因，网络平台成为今年
全国科技活动周主阵地。

今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北京科技周
就首次推出“云展厅”，借助VR、5G等
技术，集中展示我国科技战“疫”、创新
成就、科技惠民、脱贫攻坚等方面内
容，让公众足不出户也能身临其境感受
科技魅力；上海今年科技节也新设了云
端主会场，公众可通过网络在线观看科
技节重点活动直播，“云游”大科学装置
和重点实验室。

此外，整个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
全国还将开展包括“科学之夜”“科普援
藏”“科技列车怀化行”“科研机构、大
学向社会开放活动”“全国科普讲解大
赛”等10余项重大示范活动。

自2001年首次举办以来，全国科技
活动周已连续举办 19 届，全国科技活
动周成为公众参与度最高、覆盖面最
广、社会影响力最大的科普品牌活动，
而不断创新的科普手段，更让科技活动
周历久弥新，也让科学的种子播撒得更
深更广。

2020全国科技活动周“饕餮盛宴”正在上演
8月21日，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成立医学

科普专业委员会，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新
民任专业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委员。北大医院全
科医学科主任迟春花表示，医学科普专委会做
的第一件事，是培养健康教育领军人才，早日
壮大医学科普专业人才队伍。

医学科普界“网红”不少

北大医院药学部赵宁是个“网红”，是目
前药学领域曝光率最高的药师。“做医学科
普，首先要获得公众信任。比如新冠疫情下，
谣言满飞天，公众不知道该相信谁。”

“三十年前如果有互联网，我国的医学大
咖可能是被热捧的网红。”刘新民表示，我国
很多医学大咖都是科普大家，中科院院士吴英
恺非常重视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工作，往往几句
话就能说清楚病因病情，让患者心服口服；北
大医院第一任院长胡传揆也是科普大家，非常
重视北大医院的科普工作。

刘新民曾任中华医学会科普学会主任委
员。他认为，我国医学界十分重视医学科普，
中华医学会在1962年就成立了科普委员会，
1989年成立了中华医学会科普学会。“中华医
学会四分之一的工作内容是医学科普。”

“中华医学会科学普及分会的主任委员都
是医学大咖！”现任中华医学会科学普及分会
主任委员郭树彬表示，傅连暲、钱信忠、殷大
奎等医学大咖都曾任其主任委员。

科普与看病救人同等重要

医生是整个医疗环节核心且稀缺的社会公
共资源。“看病救人”一直被视为医生的天
职，“科普”则多少有点“不务正业”。其实，
健康科普教育的价值不亚于医疗服务，做好健
康科普教育与看病救人同样重要。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骨科主任、复旦大学
医学科普研究所所长董健认为，科普是优秀医生
的责任。攻克疑难杂症、做手术能体现医生水
平，做科普同样体现医生的个人水平。让病人少
生病，不生病，比等病人生了病再治疗更有意义。

董健说，做科普能提升医生价值。患者往
往信任科普达人，有些医生可能在医院默默无
闻，但是科普做得好，病人往往慕名而来。我
国的患者往往是“去医院”而不是“看医
生”，他们大多认医院。做好医学科普或许能
破解这个难题，帮助医生建立自己的粉丝圈、
患者圈。

做有温度的医学科普

以前，做健康科普的往往是卖保健品的假医生。近几年
医学科普大潮中，参与的都是各医院的专业医师。

“做医学科普要了解公众需要，要有针对性，要通俗易
懂地把医学知识、科技思维传递给公众”，刘新民说，“医学
科普要严谨、准确，才能让健康走进千家万户。要怀揣关爱
生命之心，才能为老百姓做好医学科普。要做有温度、有深
度的医学科普”。

目前互联网上的各类科普文章层出不穷，“不提倡小编
科普。”郭树彬教授告诉记者，有些人讲医学科普说不到点
子上，他们摘抄编辑，把几篇文章拼凑在一起，这样的科普
缺乏权威性，不仅质量参差不齐，而且会误导患者。他认
为，做医学科普要有丰富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应该揭露假
科普，夺回医学科普话语权。

医
学
科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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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语
权
﹄
不
能
旁
落

□

科
普
时
报
记
者

项

铮

8 月 23 日，2020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启
动。

当日，甘肃省科
技活动周在平凉市启
动。活动周举办科技
战疫成效展示、科普
展览互动体验、平凉
市首届科技创新成果
展等11项活动，让市
民近距离体验科技成
果，感受科技魅力。
图为小朋友在科技活
动周上观看科普展品。

新华社发

乐在科技周乐在科技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