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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化石 他们解读生命演化的传奇故事
□□ 科普时报记者 张 晔

他们登上最险的山峰、蹚遍最烂
的泥沟，只为收集一些石头——历经
沧海桑田却保存着史前生物遗迹的化
石。

他们是教师，是学生，是记者，
甚至是煤矿工人，但是他们还有一个
共同的身份：化石爱好者。

7月16日，第九届全国化石爱好
者大会在广西桂林举行，中国科学院
院士、古生物专家、科普专家与数百
名化石爱好者，围绕“化石——换个
角度看山水”这一主题，将山水与地
学相结合，从生命演化的角度，在欣
赏山水的同时，借助化石解读生命演
化的传奇故事。

从矿工到阳泉化石研究第一人

他是白志君，人称“化石小白”。
5 年前，他还在山西阳煤集团寿

阳一家煤炭企业的当矿工；在第九届
全国化石爱好者大会上，他登上前台
成为演讲嘉宾。

白志君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矿二
代”，从小在矿山边长大，家门口就
是矸石山。小学二年级的一天，当他
在山上玩耍时，他发现几块石头上带
有植物或者小贝壳的花纹，从此对化
石着了迷。

十多年后，他成为煤矿工人，但
是对于化石的痴迷始终未改。一有闲
暇时间，他就去寻找化石，几年下来
他几乎跑遍了寿阳和阳泉近郊的煤矸
石山，逐渐摸索出化石可能的分布区
域、可发掘的地貌等。

一把地质锤、几张报纸、一卷胶
带和一瓶502 胶水，就是白志君随身
携带的“好帮手”。发现了好的化
石，他在山里一待就是好几天。

2016 年，白志君在阳泉郊区一
处废弃矿坑中发现几枚昆虫化石。
经过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
究所的黄迪颖研究员和首都师范大
学的任东教授鉴定，该化石为 2.8 亿
年前二叠纪的蜚蠊化石，从此定义
了阳泉是国内较稀少的古老昆虫化
石产地之一。

“化石的价值不在于你拥有它，
而是你经历重重后发现一块奇特或漂
亮的化石时，一瞬间的畅快感和通过
自己学习认识化石的故事时所带来的
快乐。”白志君说。

从业余到专业研究，对于闹不明
白的问题，白志君会将自己采集的标
本送给专家研究，跟着专家日积月累
地学习地质古生物知识，有了专家的
帮助，他对古化石采集有了更多专业

知识的支撑。
时光记录着白志君的脚步，他挖

掘和收集到阳泉范围内的化石标本万
余件，其中不乏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
古生物化石。

在地球九极探寻生命的过往

国内的化石爱好者有一个共同的
网上家园——化石网，网站中有个专
门的栏目——“化石猎人”。

化石猎人这一称呼早在 19 世纪
就已在国外出现，特指那些将兴趣和
事业结合在一起，专门挖掘和搜集古
生物化石的爱好者和研究人员。

《华西都市报》 首席记者刘建就
是一名标准的化石猎人。走到哪儿敲
到哪儿，这是刘建对自己的描述。在
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在世界七大洲
最高峰、在南北极，都能听到他敲化
石的“叮咚”声。为了寻找化石，他
的足迹踏遍全球。“我登上了七大洲
的最高峰并去到南极和北极，走到哪
都会利用手头的工具挖掘化石。”刘
建说道。

虽然古生物不是刘建负责报道的
领域，但他在采集化石过程中也经常
采写相关报道，用手中的锤和笔为普
及科学知识搭桥，为地方发展特色产

业进言。
2015 年7月，中外学者宣布在中

国四川古蔺县椒园乡下侏罗统地层中
发现了一批恐龙足迹。这些足迹不仅
是新发现的物种，也是中国乃至亚洲
首次记录蜥脚类足迹的新属。同时，
科学家们将这些新发现的足迹命名为

“蜀南刘建足迹”。这在遗迹学历史上
首次将一个物种的属名赠予一位记
者。

目 前 ， 化 石 网 的 注 册 网 友 有
144984人，但实际的化石爱好者群体
远远大于这个数字。由于收集化石需
要行走在深山老林、戈壁荒滩，并耗
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所以绝大多数
化石爱好者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其中
一些化石爱好者的发现甚至成为科学
研究的里程碑。

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北大学地
质系教授舒德干说，近年来，民众
对化石的认识逐渐加深，很多中学
生、小学生借助全国化石爱好者大
会的平台，也积极投入到化石的保
护 当 中 ， 这 是 一 个 非 常 可 喜 的 现
象。“目前我国已对化石保护进行
立法。希望通过认识化石的科学意
义，进而激发公众保护大自然的责
任。”

7月20日，随着“新谢泼德号”的成
功返航，亿万富豪杰夫·贝索斯圆了自己的
太空梦。而一周前，维珍银河的老板理查
德·布兰森已经抢先一步“游览”了太空。
亿万富豪们的争先恐后无疑是在向公众宣
告商业航天时代的到来，而其背后的地球
亚轨道运载技术更是成为关注的焦点。

7月16日，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
研制的亚轨道重复使用演示验证项目运载
器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首飞成功。

重复使用天地往返航天运输技术，通
俗地说就是将传统的运载火箭与飞机功能

“合二为一”，让飞行器可以多次往返于太
空与地面之间、执行航天运输和空间试验
等任务的技术，美国的航天飞机就是该技
术的早期应用成果。

可以想象，如果未来前往太空，就像

搭乘民航客机一样安全便捷，这将带来何
等巨大的影响，重复使用天地往返飞行器
就是满足这些需求的主要技术途径之一。

早已停飞的美国航天飞机勉强也算是重
复使用天地往返航天器，但它在经济性、安
全性和可重复使用等重要指标方面并不合
格，这也是航天飞机被淘汰的主要原因。

研制重复使用天地往返飞行器的难度极
高，这种新概念飞行器目前包括多条技术路
线，其中火箭动力重复使用天地往返飞行器
最为成熟。中国的亚轨道重复使用运载器也
是选择了火箭动力这条相对成熟的技术路
线，而此次首飞行旨在验证升力式地面自主
垂直起飞、再入返回、水平着陆等关键技术。

美国航天飞机和更为神秘的X-37B飞
行器都需要依托外部火箭提供升力，因此
算不上自主起飞，我国这次发射的航天器

依靠的是自身动力“自主垂直起飞”，意
味着其是真正意义上的“完全可重复使
用”，未来将极大降低发射成本。

当然，火箭动力重复使用天地往返飞行
器也有自身缺点，就是灵活性不够，毕竟它需
要专门的航天发射场，而且随着技术发展，纯
火箭发动机的比冲已经接近理论极限，难以有
更大突破。为此，各国航天科学家又提出外形
更科幻的组合动力重复使用天地往返飞行器，
它有一个外界更熟悉的名字——空天飞机。

空天飞机可以像普通飞机那样从机场
跑道上起飞，在大气层内超高音速飞行，
再进入太空成为航天器，最后再重返大气
层，像飞机那样在飞机场跑道上降落。

随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亚轨道重复
使用运载器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国
的空天飞机，还会远吗？ （科文）

我 国 “ 天 空 飞 机 ” 渐 行 渐 近

33岁的小冉，美丽可人，家境优渥，事业顺遂，却
因为一次抽脂手术，“皮肤感染”致“前胸到肚子大面
积溃烂、浮肿”，转诊医院为她做了两次全身杀菌手
术，仍未能阻止她全身感染、多器官衰竭，在ICU苦熬
炼狱般的两个月后香消玉殒。

小冉的悲剧起于抽脂，因此引发了大量科普，关
于抽脂手术的破坏性、危险性以及适应范围等等——
专家们苦口婆心的解释原理、介绍过程，希望人们知
道，看起来很美的抽脂瘦身其实有很多不美好、不轻
松、不圆满。

的确，通过更深入的科普让大众了解其风险，悲剧
重演的机会或许就少一分。比如，知道抽脂创口虽然看
起来只有针孔大，但实际在身体里的创面几乎大于所有
其他医美项目，需要全麻，风险高且不可控，人们可能
会因为害怕而迟疑；知道抽脂的安全限量是2000毫升，
抽脂之后皮肤还常常会凹凸不平，人们也许会对天花乱
坠的效果描述多点免疫力……

但科普常常受到很多条件限制，会有时延，尤其是
对各类技术进步带来的新手段、新方法，对专业领域的
一些新事物的知识，很难做到迅速触达。就像小冉事件
让大家围观了抽脂，很多人避免了踩这个坑，但更多别
的项目科普到这个程度仍需要特别的机缘。更重要的
是，科普缺失并非造成小冉事件的根本原因。

权威部门的通报表明，小冉死于医疗事故，为其操
作抽脂的杭州华颜医疗美容医院（下称华颜医美）术前
缺乏认识、术中操作不当、术后观察处理不及时，应承
担全部责任。也就是说，手术有危险，但真正让人们置
身险境的是不专业、不恰当、不尽职的操作。

事件一出，涉事的华颜医美作了赔偿，不仅如此，
相关部门还将对其进行警告和罚款处罚，责成停业整
改，并对负有责任的医务人员做出进一步处理。

事件至此似乎已告一段落。然而媒体调查显示，
2019年至2020年，华颜医美已经被处罚过5次，违规原
因屡见“患者病历资料不全，且未见医师签名”“医师
接诊某患者的病历处置单上开单医生签的是咨询师的名
字”等。吊诡的是，在小冉事件中，术后医嘱的医生和
主刀医生不是同一人的情况又赫然再现。

重复出现的这类违规问题也许并不是造成小冉事件
最主要的原因，但令人担忧的是，华颜医美积极处置完
小冉事件后，会不会故伎重演？两年内，密集的5次行
政处罚为什么没能敦促其完善业务规程？还有多少华颜
医美仍活跃在积极配合处罚、罚完依然故我的循环中？
又有多少小冉怀着爱美之心走在通往悲剧的路上？

必须承认，任何行业完善都有一个过程，医美乱象
治理也非一日之功。小冉事件发生之后，杭州市卫健委
在通报中表示将“举一反三”“加大对医美乱象的整
治”，已见拳拳之心；在处理上，也不再单纯处罚涉事
机构，而是加入了对涉事个人的处理。如果顺着这个逻
辑发展下去，小冉事件有可能成为医美由乱转治的一个
重要拐点。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我们期待更专业的监管，
重拳治乱，让这个催生美的行业尽快变得更规范、更干
净、更美。另一方面，人们也要正视现状，增强识别能力。爱美没有
错，但不能不做调研，轻信网络、自媒体广告，把自己的容颜和健康
轻易托付给花言巧语粉饰的粗制滥造，丢掉原本滚烫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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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案头上摆着一本书，名叫
《超级武器与假想敌》，记录美国国
防部资助科幻推广的历史事例。另
外，同样是美国政府机构，NASA
也对支持美国科幻有一定的安排，
比如设置专人与好莱坞制片公司对
接。

另外，日本政府文化部门扶持
本国动漫产业。这些扶持不针对科
幻，但是日本动漫有很多科幻题材
的作品因此得以推广。

除此之外，我不记得有哪国政
府机构扶持过科幻。即使美国这两
个政府部门，分别也只关注军事科
幻与航天科幻。

日前由国务院印发的 《全民科
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 （2021—2035
年）》 提到，实施科幻产业发展扶
持计划。搭建高水平科幻创作交流
平台和产品开发共享平台，建立科
幻电影科学顾问库，为科幻电影提
供专业咨询、技术支持等服务。推

进科技传播与影视融合，加强科幻
影视创作。组建全国科幻科普电影
放映联盟。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设立
科幻产业发展基金，打造科幻产业
集聚区和科幻主题公园等。这对国
内科幻界来说，是个令人振奋的利
好消息。

政府全面推动科幻发展，这在
世界科幻史上前所未闻，这件事本
身就很科幻。三十多年来，中国科
幻长期靠市场的无形之手推动。已
经后继乏力。除了个别作品，其实
是一潭死水。人们渴望“破圈”又
找不到途径。如今伸来有形之手，
大家都非常期待，希望这些政策更
好地推动中国科幻走向新的繁荣。

身为科幻的从业者和研究者，
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明确“科幻”的
定义。

自从“科幻”这个词汇产生以
来，它的内涵近百年都扯不清，各
种定义能翻出几十个。这本来只是

学术问题，并没有紧迫性。如今要
出台政策，要有配套方案，涉及资
助和奖金，那么，这里的“科幻”
包括什么，不包括什么，就需要明
确定义。至少是给出操作性定义，
也就是明确科幻扶持政策适用范围
的定义。

科幻不好定义，在于内涵会改
变外延。你把手机改叫别的名字，
不影响手机本身的存在。但是更换
了“科幻”的内涵，往往会改变我
们对科幻的视野。

以前一提“科幻”，大家只想
到 科 幻 小 说 和 科 幻 电 影 。 但 是
2020 年 科 幻 产 业 研 究 报 告 表 明 ，
游戏才是科幻最大的市场，超过
科幻影视和科幻出版的总和。现
在又有人提到数字娱乐，更有人
建设线下科幻商场、科幻餐厅和
科幻主题公园。VR、桌游、剧本
杀和密室逃脱这些新兴娱乐也早
就包含大量科幻题材。

从形式上看，科幻产业已经包
罗万象。那么，有关扶持政策中的

“科幻”包含哪些，不包含哪些，需
要尽早明确。

退回到科幻小说与科幻影视，
单看内容，科幻也非一体，主题和
题材五花八门。有 《猫城记》 这样
批判现实的科幻，也有 《疯狂麦克
斯》 这样悲观未来主义的科幻。政
府部门扶持科幻，是覆盖所有科幻
作品，还是在主题和题材上有所取
舍，也要尽早明确。

目前，科协与地方科委是推
动科幻扶持政策的具体部门，当
然 会 关 注 科 幻 与 科 学 之 间 的 互
动，而不仅仅把科幻当成文艺产
品推动。上海浦东科幻协会提出
的口号很值得参考——“科技赋
能 科 幻 创 意 ， 科 幻 赋 能 科 技 创
新”。这两句话，很好地总结了科
幻与科学之间的互相影响。

（下转第2版）

更 好 发 挥 科 幻 产 业 扶 持 政 策 的 效 能
□□ 郑 军

7 月初，云南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开展“赏莲
月”活动，每天来体验观赏王莲的人络绎不绝。

由于气候的原因，今年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王
莲在本该萌发的季节没能按时发芽。发现这一反常现
象后，园区管理人员及时通过多种补救措施，成功萌
发出一批幼苗，并于5月中上旬陆续定植于王莲池
中。经过园区工作人员的精心培育，王莲池中的王莲
叶片已达到历史最大值1.92米，后期的管理养护能，
几天后王莲叶片直径突破两米大关，这是60年来植物
园王莲最大直径。

王莲原产美洲热带雨林，上世纪六十年代作为明
星植物引入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目前已经成为植物
园里的“版纳之星”。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养王莲的
技艺、坐王莲的科普活动，已经有60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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