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传播的科学近年来成为一些研
究人员甚至是实践者致力于追求的目
标，尤其是自 2012 年美国科学院组织
的第一届科学传播学亚瑟·M.塞克勒研
讨会之后，一系列以“科学传播的科
学”为标题的论文和著作开始陆续出
现。

应该说在科学传播的研究与实践
中，学术界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模式和模
型，比如缺失模型，公众理解科学、科
学与社会、公民科学等，那么为什么还
要提出科学传播的科学呢？

我们经常说科学传播，或者在国内
更多提及的科普，它不是“小儿科”，
而应该是“全科”，它不仅仅是一门艺
术，更是一门科学。藉此，我们应该力
求找到这种科学背后的逻辑。因为如果
科学传播是一门科学，那么它就必须要
有理论基础，当然目前来说，它的理论
基础来源于其他不同的学科，或者说它
借用了其他学科的一些理论和模式，比
如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甚至还包
括政治学等等。因为科学传播传播的是
科学，所借助的方式是传播，所以它具

有很强的交叉性。同时，研究和讨论科
学传播的科学，其目的不外乎致力于推
动基于科学的科学传播。

在一篇题为 《科学传播下一步路在
何方？有前途的方向与挥之不去的干
扰》 的文章中，科学传播研究者马修·
尼斯比特和迪特姆·舍费尔认为好的科
学传播要以几件事为基础，二位作者特
别提道，“数据应该打败直觉”以及

“有效的科学传播不是猜谜游戏，而是
一种科学”。这也就表明，如果让科学
传播变得有效或者说发挥出应有的效
果，那么科学传播实践人员就不应该依
赖于直觉来从事这一行为，而是要以扎
实的数据分析而得出的结论为指引，否
则科学传播真的有可能会变成“猜谜游
戏”。

2017 年，一部名为 《科学传播的科
学牛津手册》 的大体量研究著作出版，
它集结了数十位研究科学传播的科学的
学者，分别从不同方面探讨了科学传播
的科学这个议题。纵览全书以及三位主
编的访谈，我们可以发现，科学在当前
的环境下不会也不能自说自话，所以科

研人员要参与到科学传播之中。但是这
种参与不能单凭“热情”，也不能“胡
子眉毛一把抓”，也就是说，科学传播
不能依赖于直觉，它要有理论支撑。所
以提倡科学传播的科学就是为了推动基
于科学的科学传播。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一个问题，那
就是理论研究与实践之间的隔阂。正如
诺丁汉大学的科学传播专家布里吉特·
内利许在一篇博文中写的那样：“在告
诉科研人员该如何去传播，传播什么，
以及为何传播，学术圈开始繁荣起来。
对这些领域的研究开始激增。然而不幸
的是，这些研究的结果仍然在很大程度
上存在于科研人员不会去看的学术期刊
中，而且其语言也是科研人员可能不会
真正理解的。因而在那些仍然从事传播
的人与那些想告诉他们如何传播的人之
间存在着某种隔阂。” 所以，推动基
于科学的科学传播仍然需要把理论成果
与实践衔接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传播的
科学不仅仅需要研究人员开展更多的
研究，生产出更多的以证据为基础的

指 导 如 何 开 展 科 学 传 播 的 可 行 性 建
议，以尽量杜绝或者降低“直觉”对
科学传播的影响，而且这些研究所产
生的成果也应该通过一定的方式传播
给从事科学传播实践的人，这样才能
发挥其最大的效用。因为未得到传播
的研究实际上是未完成的研究，这句
话不仅仅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
也应该适用于对科学传播所开展的研
究，或者我们可以说，科学传播的研
究成果也要从“不发表就出局”转向

“不传播就出局”。因为只有这些成果
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与应用，我们才可
以理直气壮地说，科学传播的科学推
动了基于科学的科学传播。

（作 者 系 中 国 科 普 研 究 所 副 研 究
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

科 学 传 播 不 能 凭 直 觉
□□ 王大鹏

“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
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这是中晚唐的
诗人李益所写的 《江南曲》。这首诗告
诉我们潮水是有信的，即潮水涨落有一
定的时间，称为“潮信”。在唐宋时，
当大潮水将至时，有弄潮的人，先撑小
船，迎潮而入，冲波激浪，不避危险，
能随大潮上下进退。这样的人称弄潮
儿。这是当时盛行于江浙一带的水上游
戏。

古人把白天称为“朝”，把晚上称
为“夕”。所以，就有了白天海水上涨
为“潮”，晚上海水上涨为“汐”的说
法。随着人们不断的深入观察，对潮汐
现象的原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国古
代余道安在他著的 《海潮图序》 一书中
说：“潮之涨落，海非增减，盖月之所
临，则之往从之”。他指出了潮汐与月
球有关系。哲学家王充在 《论衡》 中写
道：“涛之起也，随月盛衰。”也指出
了潮汐跟月亮有关系。公元一世纪，王
充明确地指出潮汐同月相的相关性；公
元八世纪，窦叔蒙在 《海涛志》 中，不
仅指出了潮汐和月相的相关性，而且论
述了海洋潮汐变化逐日、逐月、逐年的
周期性，建立了世界上最早根据月球位
置推算出每月和每天高、低潮的图解
表；公元 11 世纪，燕肃在 《海潮论》
中分析了潮汐与太阳和月球的关系，潮
汐的月变化以及形成钱塘江涌潮的地理
因素等。

不仅中国人关心潮汐现象，世界上
很多科学家也关心这个现象。公元前四
世纪，古希腊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在 《气
象学》 中记载了潮汐现象；古希腊皮西
亚斯记录了大潮与小潮，发现了潮汐主
要起因于月球；公元前二世纪，巴比伦
的赛留卡斯在波斯湾对潮汐进行观察，
并与地中海(几乎无潮汐)进行了比较。
公元前一世纪，古希腊波西东尼斯在加
的斯观察潮汐，发现潮差受月球相位的
影响。

直到 17 世纪 80 年代，英国科学家
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之后，才科学
地解释了产生潮汐的原因。他认为潮汐
是由于月亮和太阳对海水的吸引力引而

产生的。原来，海水随着地球自转也在
旋转，而旋转的物体都受到一种力的作
用，使它们有离开旋转中心的倾向，这
就好像旋转张开的雨伞，雨伞上水珠将
要被甩出去一样。同时海水还要受到月
球、太阳及其他天体的吸引力，因为月
球离地球最近，所以月球的吸引力较
大。但是地球受到月球的万有引力是不
均匀的。根据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万
有引力与两个物体距离之间的平方成反
比，也就是说距离近些引力会大些，距
离远一些引力就小一点。

这样海水在太阳和月球的共同作用
下形成了引潮力。由于地球、月球在不
断运动，地球、月球与太阳的相对位置
在发生周期性变化，因此引潮力也在周
期性变化，这就使潮汐现象周期性地发
生。

太阳的引潮力虽然不算太大，但能
影响潮汐的大小。有时它和月球形成合
力大些；有时形成的合力小些。在新月
或满月时，太阳和月球在同一方向或正
相反方向施加引力，产生高潮；但在上
弦或下弦时，月球和太阳的合力小些，
产生低潮。

从一年看来，也同样有高低潮两
次。春分和秋分时，如果地球、月球和

太阳几乎在同一平面上，这时引潮力比
其他各月都大，造成一年中春、秋两次
高潮。

此外，潮汐与月球和太阳离地球的
远近也有关系。月球的公转轨道是个椭
圆，大约每 27.55 天靠近地球和远离地
球 一 次 ， 近 地 潮 要 比 远 地 潮 大 39％ ，
当近地潮与高潮重合时，潮差特别大，
若远地潮与低潮重合时，潮差就特别
小。

一日之内，地球上除南北两极及个
别地区外，各处的潮汐均有两次涨落，
每次周期 12 小时 25 分，一日两次，共
24 小时 50 分，所以潮汐涨落的时间每
天都要推后 50 分钟。生活在海边有经
验的人，大都能推算出潮汐发生的时
间。由于地球自转，一天内地球上的任
意一点总有一次朝向月球，一次背向月
球，所以某海区每天有两次涨潮和落
潮。

太阳系天体中，月球对地球的潮汐
作 用 约 为 太 阳 对 地 球 潮 汐 作 用 的 2.2
倍，并远远大于其他天体对地球的潮汐
作用。由于月球的潮汐摩擦作用使得地
球自转变慢，每天时间变长，平均每一
百年一天的长度增加近千分之二秒。同
时，由于地球自转变慢，使得月球缓慢

向外做螺旋运动，目前月球正以每年
3～4厘米的速度远离地球。

海洋的潮汐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在涨潮的过程中，汹涌而来的海水具有
很大的动能，而随着海水水位的升高，
就把海水的巨大动能转化为势能；在落
潮的过程中，海水奔腾而去，水位逐渐
降低，势能又转化为动能。海水在运动
中所具有的动能和势能统称为潮汐能。
潮汐能的利用方式主要是发电。世界上
最大的潮汐电站是建成于 1966 年的法
国朗斯电站，该电站装机容量 24 万千
瓦，年发电量达 5.4 亿度。中国江厦潮
汐电站装机容量 3200 千瓦，年发电量 1
亿度。

潮汐不仅可发电，对捕鱼、产盐及
发展航运、海洋生物养殖也有很大影
响，而且对于很多军事行动有重要影
响。历史上就有许多成功利用潮汐规律
而取胜的战例。

1661 年 4 月 21 日，郑成功率领两万
五千将士从金门岛出发，到达澎湖列
岛，进入台湾攻打赤嵌城。郑成功的大
军舍弃港阔水深、进出方便、但岸上有
重兵把守的大港水道，而选择了鹿耳门
水道。鹿耳门水道水浅礁多，航道不仅
狭窄且有荷军凿沉的破船堵塞，所以荷
军此处设防薄弱。郑成功率领军队乘着
涨潮航道变宽且深时，攻其不备，顺流
迅速通过鹿耳门，在禾寮港登陆，直奔
赤嵌城，一举登陆成功。

1950 年朝鲜战争初期，美军为了改
变被动的局面，决定在仁川登陆。仁川
港位于朝鲜的西海岸，是亚洲潮差最大
的港口，仁川港地区每年有 3 次最高的
大潮，最高时潮差可达 9.2 米。经过分
析计算，美军发现 9 月 15 日就有大潮将
至，决定利用大潮高涨时实施登陆，穿
过了平时原本狭窄、淤泥堆积的飞鱼峡
水道和礁滩，出人意料地在仁川港登
陆。

这一切都说明了潮汐现象是有规律
的。

诗人李益以潮汐有规律的来去，弄
潮儿按时出没，反衬瞿塘峡地方的商人
不讲信义，天天耽误预先约定的归期。
潮汐有规律，商人不讲信义二者形成形
成鲜明的对比，曲折而传神地表达了这
位少妇的怨情。潮汐现象的科学规律成
了全诗的灵魂，没有它，商人不讲信
义，少妇的怨情，都没有了依据。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研究员）

潮 汐 有 规 律潮 汐 有 规 律 ，， 做 人 需 信 义做 人 需 信 义
□□ 王 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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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 学 森 （1911.12.11-2009.10.31）， 浙
江杭州人，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中
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中国系统工程理论与
应用研究的倡导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
院两院资深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
者。

钱学森青年时代留学美国，在加州理
工学院航空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世界著
名的大科学家冯·卡门。他们师生俩曾有过
一场激烈的争论，冯·卡门当时很生气，但
是第二天他跟钱学森说，“我想了一晚上，
你说的还是有道理。真理从来不是老师说
了算，如果不创新，我们都会成为无能之
辈。”

从留学期间开始，钱学森就时刻关注着
祖国的科技发展。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身在美国的钱学森开始筹划
回国。然而这条归国路却异常艰难，美国以
各种方式阻止。钱学森先后辞去在美国的一
切职务，将家中一切打包了8只大木箱，准备
运回祖国，但却被联邦调查局以涉及美国机
密文件为由扣押。后来的调查显示，那些被
没收查扣的文件不过是私人书籍、笔记。

钱学森被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非法
拘留，被保释出狱后，钱学森开始长达 5
年的软禁生涯。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指示下，中国政府
经多次交涉，以朝鲜战争空战中被俘的多
名美军飞行员作交换，1955年10月钱学森
一家启程回国，他说：“我的事业在中国，
我的归宿在中国。”

1955 年 11 月，钱学森来到了“哈军
工”参观访问，会见了专程从北京前来迎
接的陈赓大将。陈赓问钱学森：“钱先生，
你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未
加思索，脱口而出道：“有什么不能的？外
国人能造出来，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
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陈
赓听罢紧紧握住钱学森含泪笑道：“钱先
生，我要的就是您这句话！”

钱学森并没有说大话，他每一次回
答都是基于广博学识的基础之上。在此之
后，钱学森带领诸多顶尖科学家组成的团
队，通过不断的实践与总结，用自己毕生
所学，为新中国建造起了一座座航空、航
天、导弹领域的摩天大厦。

1966 年10月，作为技术总负责人，钱
学森组织实施了中国首次导弹与原子弹

“两弹结合”试验，把国防现代化建设向前
推进了一大步。

1970 年 4 月，钱学森牵头组织实施了
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任务，成为
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1984 年，钱学森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
主席团执行主席。1986-1991 年任中国科
协第三届全委会主席，1991-1996 年任中
国科协名誉主席。他在中国科协工作期
间，身体力行倡导学术民主，重视学术组
织建设和学术交流的作用；积极推动树立

“大科普观”，丰富发展了科普工作的文化
内涵；注重人才培养，竭力完善创新人才
培养体制；重视“专家群体”的整体优
势，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开创科协工
作理论研究，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科技社
团体制机制，为中国科协事业发展作出巨
大贡献。

笔者在担任中国科技史学会秘书长期
间，曾邀请钱老出席科技史学会学术会议
作报告，钱老亲笔回信，说他对科学史缺

乏深入研究，不能与会，并表示歉意。钱
老的谦逊态度使我们深受教育。

2001 年 12 月 21 日 ， 钱 学 森 90 岁 寿
辰，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
委员会批准，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将其发
现的编号3763小行星命名为“钱学森星”。

晚年，钱学森依然牵挂中国航天事
业。在他心中，把中国人送上太空，是自
己几十年砥砺奋进的所愿所盼。

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
功，杨利伟成为第一位造访太空的中国
人，回到北京后，他专程到钱学森家中报
到。从此直到 2009 年 10 月 31 日钱学森逝
世前，每位从太空凯旋的中国航天员都会
来到钱学森家中向这位中国航天奠基人报
告好消息！

2005 年，钱学森提出“为什么我们国
内的大学老是冒不出有独特创新的杰出人
才？”这个被称为“钱学森之问”，引起了
教育界科技界的普遍重视。

钱学森璀璨绚丽、光芒四射的一生，
激励着我国科技工作者以更快的步伐向世
界科技强国迈进。

““ 我 的 事 业 在 中 国我 的 事 业 在 中 国 ，， 我 的 归 宿 在 中 国我 的 归 宿 在 中 国 ””
—— 纪 念 钱 学 森 诞 辰 110 周 年

□□ 王渝生

（作 者 系 国
家 教 育 咨 询 委
员 会 委 员 ， 中
国 科 技 馆 原 馆
长、研究员）

余生趣潭 中国导弹之父
王怀国篆刻

科普时报讯 （肖乐 盛汪淼芷） 在日前召
开的 2021 年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国际数字
科技峰会暨第三届数字经济标准创新论坛上，
数十位国内外院士专家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
出席，共话标准化与科技创新互动发展。

论坛围绕智能技术赋能数字经济、标准创
新助力全球治理，设置主论坛和数字贸易、智
能制造两个分论坛。报告主题涵盖可信 AI、6G
标 准 、 金 融 科 技 、 区 块 链 + 跨 境 贸 易 等 方 面 ，

“标准+科技”已成为学术界、产业界热议的话
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标准化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邬贺铨表示，标准源于市场需求又引
导 需 求 发 展 ， 另 一 方 面 ， 标 准 也 来 自 产 业 实
力。中国在部分领域的国际标准及核心专利走
在国际前列，但中国的标准化强国之路依然任
重道远。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
发展，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标准在科技与产
业间的桥梁作用更显著，在全球创新版图和产
业布局深度调整中成为关键要素。高质量发展
呼唤数字化转型，推动 IT 与 OT 深度融合，跨
界渗透更需标准化支撑。要以核心技术支持标
准的先进性、适用性与适时性，同时通过标准
增强核心技术的价值。

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澳大利亚科学院院
士、京东探索研究院院长陶大程表示，系统的
不稳定性、可解释性的缺乏、用户隐私保护、
智能决策的公平性问题是 AI 面临的可信挑战，
可信 AI 已经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焦点
问题。稳定性、可解释性、隐私保护、公平性
是度量可信 AI 的“四把标尺”，这四个方面存
在相互平衡或协同的关系，需要我们开展可信
AI 一体化研究。未来，可信能力评测将是人工
智能产业落地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从理论与实
践层面持续开展可信 AI 研究，将推动人工智能
产业新浪潮。

“标准化是数字科技突破创新的利器、数字
经济产业生态的基石、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的桥
梁。应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领域标准化建设，
促进标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深度融合，加强产
业发展对标准创新的需求牵引，发挥标准创新
对国际合作的推动作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标准创新管理司司长崔钢在致辞中表示。

本次论坛由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之江实
验室、温州市人民政府主办。

文字里的科学

1991年5月，钱学森（左）同朱光亚
（右）在中国科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

推动数字经济领域标准化建设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科普时报讯 （刘柯） 11 月 25 日，清华大学
发布了一份短视频与知识传播的研究报告，认为
在抖音带动下，短视频行业自 2019 年起从娱乐向
知识转型，让网络社会兴起了寻找、学习和尊重
知识的时尚。

报告显示，过去一年，抖音的泛知识内容增
长迅猛，已占平台总量的五分之一，其中与生活
技能有关的内容最受欢迎。

今年 8 月还有统计：抖音上的知识创作者超
1.5 亿，包括过百位专家学者；知识视频超 10.8 亿
条，累计播放量超6.6万亿、点赞量超1462 亿、评
论量超 100 亿、分享量超 83 亿；抖音知识视频评
论 中 ， 有 136 万 次 “ 学 到 了 ” 和 254 万 次 “ 懂
了”……

新闻热点中，往往都有抖音知识视频的跟
进，其传播格外迅速、到位。短小精干的科技视
频，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深挖无聊表面下的惊
人真相，将难解的知识内涵剖析清楚。

而介绍日常生活知识的抖音内容，把科技变
成了趣味，让人沉浸享受，润物无声，把科学
家、传播者与公众拉进了同一频道。

报告认为，抖音一是拆除了内行和外行之
间的知识壁垒，受众不再把“接受科技教育”
看作一种负担；二是让科普者放下身段，因为
自说自话就得不到听众；三是淘汰了单调的表
现形态，干枯的理论之树重新长出了青翠的叶
子。

抖音也空前地扩大了科普人才库。另 一 方
面，抖音也挖掘出了科普主体的热情。知识精
英通过抖音切身地了解了群众的信息需求，倾
听普通人的反馈，创造出精准切入的内容，闭
门造车是不可能满足那么多样化的需求的。

短视频行业从娱乐向知识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