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5日正值中国传统的七夕，作为2020年科技活动周
的特色活动，“仰望星空”科学之夜在北京天文馆举办。

聆听馆长讲星空故事

“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看星星。”资深天文科普专家、
北京天文馆副馆长齐锐博士在天象厅，举行“仰望星空”
科学之夜活动之一“馆长星夜秀”，为现场观众讲述星空的
故事。

借助国际领先的高科技刻画宇宙的天象仪，观众追随
着头顶上的球幕，看到七夕美丽的夜空。“织女星所在星座
是天琴座，牵牛星 （俗称牛郎星） 所在星座是天鹰座，在
夏秋两季的夜空中，织女星、牛郎星和天津四组成了一个
三角形，被称为‘星空大三角’。”齐锐说，晴朗夜晚仰望
星空，就可以在略微偏东的方向看到，织女星、牛郎星位

于银河两侧，很容易辨识。
牵牛星是28个星宿之一。我国古代天文学家将太阳和

月亮运行的轨道称黄道，沿黄道划分为28个星宿，并将它
分为四组，又称为四象。这四象分别东南西北、春夏秋
冬，既代表四个方位和四个季节。齐锐向观众重点讲了北
方玄武七宿中斗宿、牛宿与女宿，教观众识别北斗七星与
南斗六星。

“说到‘斗’和‘牛’不知大家想起一个成语没有？这
一成语就是气冲斗牛。”齐锐娓娓道来，古代就有关于“丰
城剑气，气冲斗牛”的传说；近代闻一多先生发表《最后
一次演讲》被纳入初中课本，“民主斗士”闻一多先生慷慨
激昂痛斥国民党特务那是气冲斗牛、声震天地！

室外天文观测大开眼界

“看到了，看到了！1个、2个……有4个。”观测到木
卫的小朋友兴奋地说。北京天文馆专业人员告诉科普时报
记者，抬眼望夜空，看到头顶上比较亮的那颗，就是木
星，而在望远镜里看可以看到围绕木星的4颗卫星。

这是科学之夜活动在天文馆北广场依次摆出的4个专业
天文望远镜，观众可观测到月亮、牛郞星和织女星、木
星、土星等天体。

观众透过望远镜能清楚看到遥远的土星周围的光环。
虽是看到了一个小亮点，却也抑制不住高兴的心情，幻想
那个亮点在静谧夜空中散发出梦幻迷人的光彩。

故事会激发孩子科学热情

“哇……”随着观众的一声惊呼，一簇一米多高的柱状
白色烟雾从一个小小的烧杯中喷薄而出。在“仰望星空”
科学之夜的科学故事会上，来自英国的北京化工大学戴维
教授，给观众们演示的“神奇”的化学反应。旁边4岁的小
姑娘婷婷睁大眼睛惊奇地说，一粒小黑球放进水里就能产
生这么大的反应，等我长大了也要学化学。

在科学故事会上不仅有科学表演秀，散文诗《死神与
我们的速度谁更快》，赞美了抗击新冠疫情的医护工作者和
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担当壮举。

最让观众印象深刻的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验
小学带来的未来工程师科普剧《心新相印》。讲述了人类医

学发展的日新月异，1996年用3D骨骼打印大腿骨，使连体
婴儿成功分离。如今用3D打印技术再造人体新器官，使无
法手术的重度心脏主动瓣膜狭窄以及恶性脑瘤患者重获新
生。未来的工程师们还将运用3D打印技术，为被新冠病毒
受损的人们再造器官。

参加表演的同学来自学校的DI创新思维社团。节目内
容是社团平时活动研究的课题。参加活动的同学告诉记
者，“DI创新思维社团不仅锻炼了动手能力，还教会我如何
去规划设计、如何去和队友相处，这远比在书本上学到的
生动得多。”

科普展带你感受身边的科学

在“科学之夜”天文馆广场还举办了内容丰富的科普展
览。

在“身边的科学”展区，一款巴掌大的无线紧急呼叫
器引起一位女士的兴趣。这个呼叫器可以挂在使用者的身
上，当使用者自感不适需要帮助时，一按上边的红色按钮
就会发出报警声。

据工作人员介绍，这个语音电话呼叫器具有超强的绕障
碍能力，在家里的每个角落都能够收到呼叫信息。如果超出
有效距离80米范围，只要按下主机就会响铃报警，同时将报
警信息发送至后台，告知紧急联系人。一个主机可以支持多
个呼叫器工作，呼叫器小巧，方便老人携带，无需充电。工
作人员介绍说，目前西城区家庭养老床位已经使用了这个呼
叫器。

在“身边的发明”展区，一曲悠扬的小提琴合奏吸引
了许多人围观。这是艺飞创客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熊周易
先生发明的智能小提琴。它是用高科技材料碳纤维制作琴
箱主体，其中碳纤维复合材料是特有的专利和技术，已经
完全可以替换传统的木材声学材料，声音可复制可设计，
堪比好品质的小提琴。结合现代通讯技术，可通过软件提
供伴奏音源，还可以智能陪练、远程授课、远程排练等，
让学琴的孩子不再感到枯燥无味，也大大降低了学习门槛。

如今的高科技并非高高在上不接地气，而是更贴近百
姓生活，让人们感受到身边的科学。正如北科养老展台工
作人员所言：“随着各种智能技术、产品的开发，智慧生活
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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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科技活动周今年迎来20
周年。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展示一
直是每年活动周的重头戏，让我
们一起来回顾我国科技发展的足
迹。

●在水稻专家袁隆平带领
下，超级杂交稻实现亩产700千
克以上。“我国超级杂交稻研究
取得重大成果”被评 2000 年中
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之一。

●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无
人飞船“神舟二号”发射成功，
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取得了
新进展。

●我国第 3 代移动通信系统
研制成功，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世
界移动通信产业的格局。

●我国最大的百万亿数据处
理超级服务器——曙光4000L通
过专家验收，成为超级服务器中
的“航空母舰”。

●秦山核电二期工程 2 号机
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至此，中
国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管
理和自主运营的第一座大型商用
核电站全面建成投产。

●中国第21次南极冰盖昆仑
科学考察队成功抵达南极内陆冰
盖的最高点，这是人类首次登上
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

●“遥感卫星一号”成功发
射，它是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制的
全天侯、全天时遥感卫星，创造
了国内卫星技术水平的诸多新纪
录。

●我国首架自主知识产权新
支线飞机 ARJ21-700 总装下线，
标志着中国飞机正式跻身世界民
用客机行列。

●量子中继器实验在国际上
首次实现了具有存储和读出功能
的纠缠交换，被 《自然》 称赞

“扫除了量子通信中的一大绊脚
石”。

●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
系统“天河一号”研制成功，标
志着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
上第二个能够研制千万亿次超级
计算机的国家。

●水稻基因育种技术获突破
性进展，培育出了改良稻米品
种，可使水稻产量提高10%。这
是中国科学家在揭示水稻高产
的分子奥秘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成
功突破 5000 米水深大关，是我
国海洋科技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标志着我国具备了到达全球70%
以上海洋深处进行作业的能力。

●“神九”载人飞船与天宫
一号成功对接，实现了我国空间
交会对接技术的又一重大突破，
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
战略目标取得了具有决定性意
义。

●我国科学家宣布成功研发
出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毒菌
株，这为及时应对新型流感疫情
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装载“中国创造”牵引电
传动系统和网络控制系统的中国
北 车 CRH5A 型 动 车 组 进 入

“5000 公里正线试验”的最后阶
段，标志着高铁实现 100%中国
制造。

●来自中国的女药学家屠呦
呦获得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以表彰她对疟疾治疗所
作的贡献。

●直径 500 米、全球最大口
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天眼”（简
称 FAST） 在贵州喀斯特天坑中
正式启用。FAST将在未来10年
至 20 年保持世界一流地位，成
为中国和世界天文学研究的“利
器”。

●C919 中型客机成功首飞，
这是中国首款按照最新国际适航
标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干线
民用飞机。

●港珠澳大桥开通，这是建
筑史上里程最长、投资最多、施
工难度最大的跨海大桥。

●“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
着陆在月球背面，并通过“鹊
桥”中继星传回了世界第一张近
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揭开了
古老月背的神秘面纱。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最
后一颗组网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点火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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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20年
科技高光时刻

还记得曾刷屏网络的“NASA立扫把挑战”吗？电视
综艺节目中王力宏用口香糖打开椰子是真的吗？人类用意
识控制无人机实现了吗？……如果你对这些看似神奇科幻
的热点话题感兴趣，快来看一看北京科技周昌平分会场的

“科学综艺秀”活动吧。
8月24日，为进一步扩大科技周影响力，提升公众参

与网络科技周的积极性，北京科技周昌平分会场举办“未
来科学欢乐多”的科学综艺秀直播节目，点燃了公众的科
技热情，成为普及热点前沿科学知识的重头戏。

本次科学综艺秀分为“能源大比拼、小实验大挑战、
生命奥妙多、抗疫真给力 ”四部分内容。担任本次综艺秀
的观察员是科普大V，科普中国十大科学传播人物、北交
大博士陈征。科学综艺秀的游戏对抗由张宇识、李治林两
位科普明星嘉宾分别和素人搭档，组成“乘风破浪队”和

“青春有你队”进行对战。
在直播间，陈征博士带领两个战队开始了实力大比

拼。陈征博士介绍，被传得神乎其神的“立扫把”挑战，
这其实就是一个寻找物体重心的物理小实验，非常简单。
只要找到一把头部较厚、重心偏下的扫把，耐心找到让扫
把重心稳定的位置，随时都可以让它立起来。不过说起来
容易，在比赛中却让李治林博士费了一番功夫，立扫把的

时间明显落后“乘风破浪队”的队员。
看似不可能的“口香糖开椰子”实验吸引了直播间大

批观众，纷纷发出弹幕，软软的口香糖真的能把椰子敲开
吗？陈征博士介绍，只要把口香糖做成尖锥体，再将椰子
用力且快速的砸向口香糖，尖锥体型的口香糖受到椰子快
速且巨大的作用力，就变成了坚硬的利器，使得椰子被砸
开。因为口香糖是非牛顿流体，而根据非牛顿流体性质，
当非牛顿流体受到的外力越大，速率越快的时候，它就会
变得很坚硬。在直播间，看着陈博士真的用能吃的口香糖
砸开了椰子，并倒出美味的椰汁，观众终于信服了。这个
环节比拼的就是哪个战队拿椰子砸向口香糖的速度快又
准，经过激烈的比赛，“乘风破浪队”获胜。

通过感应脑电波进而实现意念控制无人机，这样的科
幻场景已经变成现实。在“生命奥妙多 专注力大比拼”环
节中，队员戴着一个像发卡的东西，前部有金属片贴在前
额，后部有金属片贴紧耳朵，其实这是感知脑电波的设
备，戴上它就可以实现意念控制。在这个通过脑波控制的
模拟游戏中，队员用专注控制加速或者上升，放松则减速
或是下降。比赛中，“青春有你队”的小伙子靠强大专注力
和抗干扰能力，取得了这个环节的胜利。

科学综艺活动中的科学要素，就是寓科普于娱乐，突

出科学的趣味性，既让人们觉得科技离生活近在咫尺，又
调动起公众对科学的兴趣和热情。当科学遇到娱乐，就会
变得好玩又好懂，这样的活动为青少年打开了科普的大
门，让他们发现科学就在身边，在传递科学知识的同时，
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陈征希望更多的公众关注科技周，积极参与科技周各
种形式的活动，提出好玩的热点话题，让科学渗透在娱乐
中，在玩的过程中，让公众爱上科学，感受科学的魅力。

当 科 学 遇 到 娱 乐 ， 好 玩 又 好 懂
□□ 科普时报记者科普时报记者 于 翔

2020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而
就在一个月前的7月23日12时41分，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承
载着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在中国
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天问一号”的成功发射无疑是
全国乃至世界瞩目的航天科技大事件，而这也使得火星成
为了今年科技周人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8月26日晚，中国科普网、科普时报社联合抖音、今
日头条举办了“云上科技周”系列直播的火星专场。抖音
科普达人妈咪说携手北京天文馆名誉馆长朱进、中科院国
家天文台研究员郑永春走进直播间，与大家畅聊关于火星
的那些事。

为什么把火星作为行星探测第一站？

“为什么我们要去探测火星而不是别的行星呢？”直播
一开始，妈咪说就开门见山地向两位天文专家发问。朱进
首先回答表示，火星的确不是离我们最近的行星，金星才
是，但由于金星离太阳更近，温度、大气等条件十分恶
劣，导致地面探测非常困难、时常失败。而火星在地质、
自转周期、大气等各方面都与地球有诸多相似之处，甚至
不能排除生命存在的可能，因此人类对火星一直保持着浓
厚的兴趣。“中国未来肯定也会探测其他的行星，不过我认
为把火星作为第一站确实是最合适的。”朱进说。

绰号“火星叔叔”的郑永春随后补充讲解道，火星早
在古代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因为它荧荧如火，行踪不
定，令人十分迷惑，故而被称作“荧惑星”。1877年，意大
利天文学家斯基帕雷用望远镜发现火星上有许多细长的暗
线和暗区，他把暗线称为“水道”。有人干脆把“水道”翻

译成英语的“运河”，暗区就成了“湖泊”。有运河就意味
着有智慧生命的大规模活动。于是，一个世纪以来，有关
这颗红色星球上的火星人和智慧文明的传说、猜测不断涌
现，为了彻底解开这些谜团，20世纪50年代后，人类就开
始了利用航天技术探测火星的努力。“虽然火星运河只是一
个翻译错误，实际并不存在，但随着人类在火星有越来越
多其他的新发现，如河流和海洋存在过的证据、液态水
等，人类对火星的了解和兴趣也在随之增加。”郑永春说。

9月将对“天问一号”进行第二次轨道修正

不知不觉中“天问一号”的火星之旅已经启程一个多
月了，很多人都在关心它目前的状态如何，朱进回应称，
近日“天问一号”与地球的距离刚刚突破1000万公里，目
前已经进行过一次轨道修正，预计9月将进行第二次，大
约将在6个半月后抵达火星。

“天问一号”抵达火星需要飞行大约4亿公里，是地月
距离的一万多倍，因此对探测器飞行精度的要求极高，郑
永春生动形象地比喻说：“这个难度就好比是把一个高尔夫
球从北京中关村打进纽约帝国大厦顶端的一个球洞里。”但
只是飞到火星是远远不够的，郑永春表示，“天问一号”所
面临的最大困难还是被称为“恐怖7分钟”的火星着陆过
程，探测器在火星着陆的技术十分复杂，在进入火星大气
层后，探测器防热措施如何，降落伞、气囊和缓冲火箭等
能否按程序工作，都至关重要，必须非常精确。由于整个
着陆过程需要约7分钟，而从火星向地球传输无线电信号
大约需要8分零7秒，因此整个过程的一切都要靠探测器自
主进行。“‘天问一号’这次要通过一次发射就实现绕、

落、巡三大任务，作为我国首次探测火星的尝试，我觉得
如果能成功着陆就已经非常厉害了。”朱进感叹道。

人类什么时候移居火星？

探测器显然无法满足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渴望，
SpaceX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已经雄心勃勃地打算在 2050 年
之前用火箭将 100 万人送上火星，并建立人类殖民地。不
过对于马斯克的火星移民计划，朱进直言不讳地表示“不
靠谱”，他认为人类想要真正实现移民火星至少还需要上百
年的时间。郑永春则认为马斯克并非是纸上谈兵，SpaceX
投入制造的重型运载火箭的确是将用于火星移民的。“只不
过人类目前并没有什么迫切的理由需要移民火星，毕竟地
球不是危在旦夕，火星上也没有什么值得千里迢迢去开采
的资源。”郑永春说。

在直播最后的互动环节，网友们都表现出了对火星极
大的热情和好奇，连珠炮似地发问，两位专家都分别一一
回应，做出了充实而有趣的解读，让直播间的观众们对火
星有了更深刻全面的了解和更大的兴趣。

线上线下线上线下 玩转科普嘉年华玩转科普嘉年华

七夕夜七夕夜，，天文专家天文专家带你带你““仰望星空仰望星空””
□□ 科普时报记者科普时报记者 李李 苹苹 张玉曼张玉曼

北京天文馆副馆长齐锐在天象厅讲星空故事北京天文馆副馆长齐锐在天象厅讲星空故事 苏晨苏晨//摄摄

聊 聊 火 星 那 些 事 儿聊 聊 火 星 那 些 事 儿
□□ 科普时报记者科普时报记者 吴吴 桐桐

朱进（左一）、郑永春（中）在直播间聊火星

科学综艺秀直播节目进行“立扫把”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