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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设立了要闻、新知·解读、科学·传播、
自然·生态、书香·文史、休闲·消费、健康·情感、教
育·智慧等八大板块内容，涵盖科普所涉及的主要领
域。下一步，《科普时报》将重点发力青少年科普（进校
园）、中老年科普（进社区）、重点行业科普、重大科技
成果科普等四个领域，竭力打造《科普时报》科普全媒
体平台的品牌美誉度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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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100年奋斗史中，‘科
学’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9月10日，在中国科学技术馆“百年韶华 科普
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科普展”上，中国
科普研究所所长王挺亲任“导游”，向现场观众详细
讲解这一百年科普展。

作为2021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之一，该展览
与“科创百年”主题展和“赤子丹心”专题展共同组
成“科普科创立伟业”板块，展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事业发展成就，弘扬科学家精
神，激励公众在新起点上爱国奋斗。

播撒科学火种 助推科技发展

“小学课文中‘吃水不忘挖井人’这篇文章讲述
的是毛主席‘红井’故事。”王挺说，在中央苏区瑞
金，1933年9月，毛泽东当年破除沙洲坝居民关于地
处龙脉不能打井的迷信，带领红军战士为当地居民修
建水井，结束了当地百姓饮用脏塘水的历史。

展板上有个小孩小便的图例，则生动有趣地演示
子弹出膛后抛物线的科学原理，这是当年为红军普及
军事知识，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大家不要以为延安是一个落后的地方，延安当时
是一个很先进的地方。”王挺说，中国科技馆有一位80
多岁的退休老专家，他出生于延安并在那里度过6年童
年生活。他曾说，当年的延安有很多先进的知识分子，
他们来自上海等一些大城市，会谈论很多科学和文化方
面的话题，甚至能听到有人在讲外语，因为有马海德这
样追随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专家在延安工作生活。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科学普及，专门
成立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解放日报》开
辟“科学园地”专栏，传播科学知识，提高边区生产
力和战斗力。

高士其就是中国科普事业先驱和奠基人，1935年
他创作了科学小品《细菌的衣食住行》，做了很多科
普工作。还有一批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用对科学的
感悟及自己的所学，在延安进行深度、广泛、生动的
科学传播。

1949 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建设新中国的时
候，坚持把科学技术的普及作为重要国策。1949年9
月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制定了具有临时
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
把爱科学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之
一，并明确写入普及科学知识，将科普工作作为一
项基本国策。1949年11月，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就在文化部设立科学普及局，后撤并于 1958 年
成立了中国科协，致力发挥科技界的作用，推动科
学普及事业发展。

进入21世纪，我国颁布实施世界上唯一一部有关
科普的专门法律，制定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
纲要 （2006—2010—2020 年）》，推动我国公民科学
素质大幅度提高，从2005年的1.60%上升到2020年的
10.56%，实现了历史性飞跃。

数字化改革与“双法”推广异曲同工

在20世纪60年代，华罗庚教授把数学创造性地
应用于国民经济领域，提出推广以改进生产工艺和提高质量为内容的“优
选法”和以处理生产组织与管理问题为内容的“统筹法”（简称“双
法”），掀起了科学实验与实践的群众性活动，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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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周末被机器人做的
早餐的香味唤醒；即使出门在外也
不必担心你在家的“毛孩子”，机器
人会替你陪它们玩耍和投喂零食
……

9 月开启的 2021 世界机器人大
会，无疑是一场人类与机器人的

“约会”。

需求拉动 应用场景更有
新意

当人类等待惊喜到来的背后，
机器人一步步传递将时间超越；当
人类享受智能生活的魅力，它们挥
动臂膀制造无限可能。

大会展览现场，有不少机器人
“新面孔”出现。受需求拉动，越来
越多企业更注重创新机器人应用场
景。欧博思首发的“小胖丁”绝对
是将可爱属性拉满的宠物智能陪伴
机器人，其内置 1080P 可转动摄像
头，配合 4 个灵活的万向麦克纳姆
轮，你不仅可以看到宠物的一举一
动，还可以远程投喂和逗宠。

向现场观众不断“比心”的熊
猫机器人优悠是首次亮相。身高1.3

米、体重63公斤的优悠，是优必选
科技有限公司以大熊猫的形象为设
计原型，在大型仿人服务机器人
Walker X的基础上，为迪拜世博会
中国馆专属定制，敦厚可爱！

360°无死角 机“智”
更成熟

当医生们身披战袍救死扶伤
时，机器人能够敏锐捕捉，助他们
一臂之力。苏州康多机器人有限公
司将手术室“搬”到了现场，展示
了其自主研发的腹腔镜手术机器
人。这个机器人拥有“三头六臂”，
包括医生控制台、多臂机器人系
统、多自由度手术微型器械、高清
3D 视觉系统等产品及相关辅助设
备。2019 年，利用 5G 网络大带宽、
低时延等特性，支撑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医学中心肝胆外二科成功完成
北京、苏州两地多点协同5G远程机
器人手术试验，实现了全球首例多
点协同远程手术。

还有北京柏惠维康科技有限公
司的睿米脑出血手术机器人也绝对
吸睛，它是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中

唯一可以实现术中实时光学导航的
产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台机
器人的“脑”是计算机智能软件系
统，包括CT、MR等多模态影像融
合，影像分割，病灶提取，手术规
划等功能；“眼”是光学跟踪定位
仪，“手”是臂展达1000mm的六轴
机械臂，在目前所有神经外科手术
机器人中臂展最长，720°自由转
动，可到达活动范围内任意位置，
360°无死角。目前，“睿米”已陆
续在全国19个省、直辖市内共计60
余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手术。

人机共融 共性技术亟待
突破

做手术、做早餐、家庭服务，
越来越多的机器人正深度参与我们
的生活。大会上多位专家表示，我
们走到了一个人机共存的时代。正
如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所言，“从浩
瀚太空到万里深海，从工厂车间到
田间地头，从国之重器到百姓生
活，我们正步入与机器人和谐共荣
的缤纷多彩新世界”。

然而，辛国斌也提醒业界要清醒

认识到，中国机器人产业总体尚处于
发展的初期阶段，很多关键核心技术
有待进一步突破，高端供给仍然不
足，行业应用水平待进一步提高。

“ 我 们 还 缺 少 有 竞 争 力 的 产
品。”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创始人、总裁曲道奎指出，差不
多80%以上的企业还在把机器人作为
低端机械设备和机械装备进行研
发，没有真正把智能、网联和数据
作为机器人开发的目标，存在低技
术、低品质、低价格、低端应用的

“四低”现象。
辛国斌介绍，工信部正在牵头制

定“十四五”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
下一步要突破机器人系统开发等共性
技术，研发仿生感知与认知等前沿技
术，推进5G、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应
用，提高机器人智能化和网络化水
平。工信部还将积极推动更多应用场
景开放，在汽车、电子等已形成较大
规模应用的领域深耕和开拓更多客
户，在矿山、建筑、农业、医疗康复
等领域对接客户需求，开发拓展新型
应用产品和解决方案。

机 器 人 “ 开 会 ” 各 显 神 通
□□ 科普时报记者 史 诗

中秋将至，正是月饼大卖的时
节。近年来，随着大众生活水平的
提高，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健康，各
类低糖、代糖食品受到市场欢迎，
代糖月饼也是其中一种。

9月7日，一则关于某互联网平
台向用户赠送月饼，却导致多人腹
泻的新闻引发网络热议，持续一周
至今仍未消退。原来，在平台供应
商提供的月饼配方当中，糖醇完全
取代了糖分，而过高的糖醇含量极
有可能引发腹泻。

北京协和医学院流行病与卫生
统计学博士生冯凯莉是此次事件的
亲历者，作为某平台知名营养学博
主，冯凯莉发布的动态也是此轮网
络热议的中枢节点。9月11日，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冯凯莉认为，“这样
的食品虽无卫生问题，但也会导致
食用者出现不良反应”。

食用过多糖醇或引发渗透
性腹泻

糖醇是最常见的营养型代糖，
但过量食用可能引发腹泻。以此次

事件为例，供应商将原本占月饼总
重量约 20％的糖分全部换为糖醇，
是导致食用者出现腹泻的原因。

冯凯莉解释说，糖醇进入大肠
后，因为吸收差，会留在肠腔内，
然后一方面被细菌发酵产生气体，
另一方面它们也会升高肠道内的渗
透压，导致肠道细胞内的水分被外
部的渗透压形成的浓度梯度“吸”
出去。这些多余的水分就会导致大
便变稀。因此，代糖食品并不等于
健康，而且如果选购不当，还可能
导致腹泻，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

“拉肚子”。
值得注意的是，日常生活中常

见的细菌、病毒等感染导致的分泌
性腹泻，和食用过量糖醇引发的渗
透性腹泻并不一样。分泌性腹泻

“里急后重”的症状，在渗透性腹泻
中很少见。应对糖醇引起的渗透性
腹泻，只要禁食，等待糖醇被完全
处理、排出，腹泻症状就会完全消
失，而感染导致的腹泻，禁食是没
用的。除了腹泻，糖醇导致的常见
的不耐受症状其实还有排气增加、

腹胀等，严重者也可以见到腹痛，
以及腹泻引起的脱水导致的症状，
如头痛等。

怎样食用糖醇才科学？

冯凯莉提醒，消化功能弱或患
有肠道功能疾病的人，如肠易激综
合征患者，需要尽量少吃糖醇，一
系列难消化的碳水化合物 （FOD-
MAPs，可发酵的单糖、双糖、寡糖
及多元醇类） 的摄入都应当减少，
以预防消化系统不适症状发生。

由于并非必需营养素，糖醇并不
存在“建议摄入量”。个体与个体之
间的糖醇耐受能力存在很大差异，我
国食品添加剂国家标准 GB 2760–
2014也尚未规定糖醇的相关限量。从
最新研究结果来看，山梨糖醇、木糖
醇、麦芽糖醇成份，成年人一次性摄
入十几克就可能导致腹泻，而很多饮
料都在用的赤藓糖醇，一般摄入五六
十克才会导致腹泻。

如何减低糖醇带来的腹泻风
险？冯凯莉建议，把糖醇加入完整
餐食当中，不吃只含有糖醇的食

物，就能改善吸收。而富含 FOD-
MAPs物质的食物（如富含乳糖的牛
奶、富含山梨糖醇的西梅），以及富
含膳食纤维的一些食物 （如燕麦、
全麦粉含量很高的全麦面包等），由
于本身就难以消化，就不适合和糖
醇一同服用。

“我希望这一事件能够引起相关
专家的重视，早日设立、完善糖醇
使用相关标准及标签标注的相关规
范。”冯凯莉呼吁说。

代糖食品不等于健康食品

北京朝阳医院营养科营养师宋
新指出，代糖食品不等于无糖食
品，食品中的面粉等成分，也含有
较高热量，糖尿病患者、减重者都
要少吃。评价一款食品的营养，必
须从整个配料表出发，综合考虑脂
肪、蛋白质等成分的含量。

冯凯莉补充说，选购食品时，
也不能只看食品本身的营养价值，
还要看它在整个餐食中扮演的角
色。“从菜品到菜单都要讲究”才是
对食品营养的科学态度。

糖醇“惹祸” 无糖食品还能放心吃吗
□□ 孙明源

9月15日，300余种新优植物品种集中亮相“2021年北京秋季新优花卉品种展示推
介会”。其中，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180余个、北京乡土植物50余个、其他花卉60多个。

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介绍，此次推介会上不仅能欣赏到月季、菊花、一串红等170多

个北京自育花卉，还可看到紫菀类、甘野菊、冬凌草等北京特色乡土植物，展示北京花期
调控技术的梅花、西府海棠、丁香等也会在此集中绽放。展览将持续至“十一”黄金周。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供图 （详细报道见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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