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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极端天气，我们并非束手无策
□□ 科普时报记者 刘志伟 吴纯新

又一起蔚来车主在交通事故中不幸罹难。目前事故原因
尚无定论，事故发生时车辆处于何种状态，有待数据解读和
交警方结论。

接二连三的自动驾驶事故令舆论哗然，而事故车辆处于
NOP（蔚来自动辅助驾驶系统）领航状态，更引发久已存
在的车企对自动驾驶能力过度渲染现象的讨论。

在业内人士看来，真正的自动驾驶是人、车、路的智能
协同，我国当前的道路交通状况和智能程度尚待改进和提
升，自动驾驶车辆功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也有待进一步验证。

此时，车企的消费引导更应去掉浮夸，“向前一步”担
起公众科普的责任，“退后一步”自省安全交付是否到位。

资深汽车媒体人陈小兵认为，一些新兴造车企业过分夸
大现阶段智能驾驶的功能，将辅助智能驾驶宣传为“自动驾
驶”，使消费者产生不恰当的预期和信赖。

目前，可量产的智能驾驶还处在辅助驾驶阶段，车辆的
操控权在司机。尽管各车企均称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
但消费者对二者存在认知偏差。这种高阶自动驾驶辅助技术
可以在指定路线下让车辆根据导航路程进行自动接管驾驶，
但驾驶者并不能将驾驶主动权完全交给它。

有数据显示，近30％的智能汽车车主曾出现双手完全
放开交给车辆自动驾驶的行为。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规定，双手离开方向盘，驾驶者离开
驾驶座位都是不被允许的驾驶行为。

百度自动驾驶研发人员詹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
前不论是蔚来的NOP功能，还是特斯拉的NOA功能，都像
是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有独立行走的能力，但缺乏处理
意外情况的经验。

即便是技术领先的特斯拉也坦承，“自动驾驶”还很遥
远。马斯克认为，广义的自动驾驶是一个难题，因为它需要
解决非常多的现实世界的人工智能问题。

人们在享受自动或辅助驾驶的便利时需要时刻保持安全
警惕。利用辅助驾驶系统判断路况，但时刻保持驾驶状态，
随时准备接管驾驶才是目前打开自动驾驶的正确方式。普通
用户对新科技产品有一种倾向——一开始完全不信任，但一
旦试过觉得很好，就会变得非常非常信任，这个时候就是出
事故的开始。

面对频发的“自动驾驶”事故，我国在加速制定相关法
律法规。

8月1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关于加强智能网联
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的意见》提出，企业生产具有
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产品的，应当明确告知车辆
功能及性能限制、驾驶员职责、人机交互设备指示信息、功
能激活及退出方法和条件等信息。企业生产具有组合驾驶辅
助功能的汽车产品的，还应采取脱手检测等技术措施，保障
驾驶员始终在执行相应的动态驾驶任务。

显然，该意见对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给予了科学指引，加
强了车企的责任监督。但仅此明显还不够，针对智能网联汽
车，尤其是关于自动驾驶辅助系统方面的规范细则还不够完
善，仍需进一步的标准制定和准入管理原则。

国内新能源车市场竞争激烈，各类入场的企业纷纷高举
科技牌，“自动驾驶”成为新能源汽车的功能和技术标配。虽然各品牌的
话术各有不同，但过度营销已是普遍现象，仿佛自动驾驶触手可及。

当前，“自动驾驶”相关法规虽然滞后技术和市场，但相关部门严禁
车企夸大宣传是做得到的。更为重要的是，强制车主学习、熟悉辅助驾驶
功能，是车企理当履行的职责，不能以牺牲安全甚至生命为代价为“自动
驾驶”续写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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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一位科学家跟随科普团
前往大别山参加科技扶贫工作，给当
地的中小学生讲述病毒、疫苗等知
识。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对他们来
说，这是极为难得而又不平凡的一节
课。一个孩子问他：“老师，您还会
再来吗？”他看着孩子眼中求知的光
芒，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会！”

这位科学家就是刘欢。现任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研究员的他主要
从事微生物学、病毒免疫、分子演化
等研究，而他的另一重身份是中国科
普作家协会理事、北京科学技术普及
创作协会常务理事，出版多部科普著
作，科普演讲和公开课受众逾百万人
次。日前，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
科协等部门首次联合开展北京最美科
技工作者学习宣传活动，刘欢被遴选
为2021年北京“最美科技工作者”。

“让每个人做自己的辟谣者”

作为科研任务繁重的一线科学
家，进行科普创作的精力和动力从何
而来？刘欢认为是源自那次大别山之
行。而那次课后他才意识到，受限于
现实因素，自己或许没有机会再亲自

来到这里讲课了，但如果换一种形式
做科普，就能在千里之外把知识传播
给更多的孩子，让实事求是的科学精
神在他们心中萌芽。

就这样，刘欢带着全部的热情开
始了他的科普之路。从了解受众需
求、选取知识要点，到设计讲解思
路，甚至参与插图和视频的策划……
在此过程中，他逐渐构筑起了自己的
科学传播理念。刘欢认为，好的科普
首先要有明确目标，要引起受众的兴
趣。“比如做青少年科普时，应着重培
养学生们的好奇心，更要在了解教学
要点的基础上思考如何做到科教融
合，让科普知识也有助于提高课内学
习的效果。而面向成年人做科普，就
要避免生硬的说教，要更多地从工作
生活中的实用知识点或社会热点中提
取问题，提出科学线索，引导受众去
思考与探索。”

结合自己所从事的公共卫生事业，
刘欢表示，恐惧往往来源于未知，平时
做好知识积累、培养科学素养，遇到重
大突发事件就不会恐慌。而对于网络上
层出不穷的谣言，针对性的辟谣固然不
可或缺，但刘欢更想做到的是启发大众
主动运用科学思维，对谣言展开辩证思
考。“其实只要愿意去思考，很多谣言
会不攻自破，我们最终要让每个人做自
己的辟谣者。”

“走一条中国原创科普作品之路”

在阅读文献和与国际同行交流
时，刘欢发现目前市场上的科普作品
很依赖翻译引进国外佳作，于是又一
个信念在他心中树立：要走一条中国
原创科普作品的路！

带着这样的决心，他放弃个人的休
息时间，在科普事业中投入了大量的时
间精力，甚至曾有一年从腊月二十八到

正月十五都闭门不出，只为潜心筹备书
稿。目前，刘欢著有《剑与盾之歌——
人类对抗病毒的精彩瞬间》《剑与盾之
歌——瘟疫与免疫的生命竞技场》《流
感病毒：躲也躲不过的敌人》等作品，
三次荣获“全国优秀科普图书”、两次
荣获“全国优秀科普视频”；个人被授
予“国际科普作品大赛科普贡献者”

“全国科普日先进个人”“典赞·2020 科
普中国”科普特别人物等荣誉。但他没
有就此满足，而是秉承初心，奔赴更远
大的目标：“中国人有实力讲出自己的
科学故事，并把它推向国际！”

科普之路，道阻且长，行则将
至。刘欢坦言，科普事业重在长期
努力，同时更需要国家政策支持和
措施保障。“只有对原创科普作品提
供丰沛土壤，对科学家投入科普事
业形成完整的激励机制，才能更好
更高质量培育科普人才队伍，助力
中国科普事业发展和全民科学素质
的提升。”

刘 欢 ： 换 一 种 形 式 做 科 普
□□ 科普时报记者 毛梦囡

8月16日晚间，北京局地强降雨致
海淀区一铁路桥下短时严重是积水，2
名驾车涉水被困人员不幸遇难。而此前
几天的湖北和更早一些时间的河南等
地，暴雨、洪水等极端天气带来的此类
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令人心痛。

夏季气象灾害频发，如何防范极
端天气的侵害，已经不是某一个部门
或某一个群体的事了，而是每一个人
都应防患于未然，在极端天气面前争
当明白人，关键时刻可“续命”。

防患未然，切莫大意

根据气象标准，24 小时累计雨
量超过 50 毫米即定义为暴雨，超过
100毫米为大暴雨。

面对暴雨，如何防范？武汉长江
救援志愿队队长张建民说，在雨季，
应认真关注气象部门关于暴雨的最新
预报，处于地势低洼、低层住宅区的
居民应在雨季来临之前检查房屋，维
修房顶。也可因地制宜采取“小包
围”的办法，如砌围墙、在家门口放
置挡水板、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武汉蓝天救援队负责人张泉建
议，应对雷雨天气，在电闪雷鸣之时，

立即关掉室内电视机、空调等电器，以
免产生导电。在室外要远离制高点，不
能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不能站
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在积水
中行走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
防止跌入窖井或坑、洞中。

遭遇冰雹天气，居民尽量不要外
出，尤其是自我防范能力较弱的老人
和小孩，最好留在家里。如果在室
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
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坚固的遮
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无遮挡
物时，要躲到背风处，双臂交叉护住
头部和脸部，腿前屈并下蹲，手背部
向上，尽量减少身体部位的暴露。

正面迎敌，有章可循

如果极端天气造成的灾害已经形
成，一场“遭遇战”在所难免，智取
方能获胜。

洪水来时怎样安全转移？张泉
建议，要尽快离开地势低洼处，向
高处转移避险；在积水路面涉水行
走时，可找棍子、长柄雨伞等做探
路工具。水深及腰时，不可冒险在
水中行走，不要盲目冲动过河，应

找高地等待救援。
湖北应急管理宣教中心虞亦说，

当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
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如果来不
及转移，要立即爬上屋顶、树等高处
暂时避险，等待援救。

在山区，如果连降大雨，很容
易暴发山洪，遇到这种情况，应避
免游河，以防被山洪冲走，还要注
意防止山体滑坡、滚石、泥石流的
伤害。

一旦被洪水围困，怎么办？张泉
建议，遇到洪水不要过于慌张，首先
要想办法和外界获得联系，如果手机
没被浸湿，及时打110请求专业人员
救援。长时间等待过程中，求救信号
要持续发，以免被遗忘。“如果看到
穿着制服的救援人员，尽量通过挥动
彩色布条、吹响口哨等方式制造动
静，让救援人员能够准确找到。”

遇到大风天气时，应关好门窗，
尽量减少外出，停止户外作业，同时
远离广告牌等高空悬挂物，

城市涝灾，用心细防

城市涝灾中，积水可涌入城市地

下空间，对人身安全、财产与基础设
施造成严重危害，尤其是立交桥下形
成的严重积水，不仅会导致交通瘫
痪，也可能对陷入其中的车辆或人员
造成伤害。

安全专家建议，如果驾车被困水
中应该第一时间打开中控锁，解锁车
门、打开车窗及天窗；如果水已灌进
车中，应趁水还没没过车门时打开车
门，车门无法打开则应尝试从天窗或
侧窗逃生；如果上述方法都无效，则
要考虑砸开车窗。

虞亦表示，城区遭遇暴雨时，
居民不要冒险在低洼处开车或徒步
行走，不要经过涵洞；汽车在水中
熄火后，不要再次启动，立马弃车
走人；积极参与社区、街道组织的
防洪防汛应急演练；日常生活中，
识别高风险区域，如立交桥、铁路
桥下低洼区域、河流两岸滩地、山
坡及山坡脚下、高压电线塔及电线
杆等，在暴雨发生时避免在这些区
域停留。

此外，要做好家庭防灾物质准
备，在洪水过后，更要做好卫生防疫
工作，避免发生传染病。

科普时报讯（记者侯静）记者17日从
中国国家航天局获悉，我国首次火星探测
任务于 2021 年 5 月 15 日成功实现火星着
陆，截至8月15 日，“祝融号”火星车在
火星表面运行 90 个火星日(约 92 个地球
日)，累计行驶889米，所有科学载荷开机
探测，共获取约 10GB 原始数据，“祝融
号”火星车圆满完成既定巡视探测任务。
当前，火星车状态良好、步履稳健、能源
充足，后续将继续向乌托邦平原南部的古
海陆交界地带行驶，实施拓展任务。

在巡视探测期间，“祝融号”火星车
按照“七日一周期，一日一规划，每日
有探测”的高效探测模式运行。导航地
形相机获取沿途地形地貌数据，支持火
星车路径规划和探测目标选择，并用于

开展形貌特征与地质构造研究；次表层
探测雷达获取地表以下分层结构数据，
用于浅表层结构分析，探寻可能存在的
地下水冰；气象测量仪获取气温、气
压、风速、风向等气象数据，用于开展
大气物理特征的研究；表面磁场探测仪
获取局部磁场数据，与环绕器磁强计配
合，探索火星磁场演变过程；表面成分
探测仪、多光谱相机获取特定岩石、土
壤等典型目标的光谱数据，用于元素和
矿物组成等分析研究。

火星车导航地形相机、表面成分探测
仪、次表层探测雷达、气象测量仪，环绕
器高分辨率相机、次表层探测雷达（甚低
频模式）、离子与中性粒子分析仪等7台科
学载荷获取的数据已经完成相关处理和质

量验证工作，并形成标准的数据产品，中
国月球与深空探测网日前已面向国内科学
研究团队开放数据申请，后续将以月为周
期组批发布科学数据。

目前，环绕器运行在中继通信轨道，主
要为火星车进行中继通信。2021年9月中旬
至10月下旬，火星、地球将运行至太阳的
两侧，且三者近乎处于一条直线，即出现日
凌现象，由于受太阳电磁辐射干扰的影响，
器地通信将中断约50天，环绕器和火星车
将转入安全模式，停止探测工作。日凌结束
后，环绕器将择机进入遥感使命轨道，开展
火星全球遥感探测，获取火星形貌与地质结
构、表面物质成分与土壤类型分布、大气电
离层、火星空间环境等科学数据，同时兼顾
火星车拓展任务阶段的中继通信。

“祝融号”火星车完成既定探测任务

最美科技工作者

编者按：8月14日，2021年北京“最美科技工作者”评选揭晓。本
报即日起开设“最美科技工作者”专栏，为读者重点介绍当选者在科
研、科普领域的动人事迹及闪光片段，以期在全社会营造出尊重劳动、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浓厚氛围，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以

“最美科技工作者”为榜样，坚定创新自信，勇攀科学高峰。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是一种小型猛禽，体型比猎隼、游隼小，以捕食小型鸟类、
燕子和大型昆虫为主，栖息地遍布全国各地。

8月初，两只成年燕隼在北京玉渊潭公园西北角灯塔上筑好的燕隼巢迎来新成员，其
中一只小燕隼想飞到对面的树上却掉到了地上，被摄影爱好者救助并交给了玉渊潭公园

管理处救助中心。日前，在玉渊潭公园管理部门的精心照顾之下，三只小燕隼逐步学会
了飞翔，陆续飞到大树顶端的干枝上，出现一家五只燕隼同框的美好画面。

图1为一家五口其乐融融；图2为被救助的小燕隼；图3为工作人员放归掉落到地
上的小燕隼。 陈晓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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