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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讯（宋平 记者胡利娟） 3月
7 日，记者从中国林科院获悉，该院广东
湛江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
究站的科研人员，近日在雷州半岛开展红
树林本底资源调查时，在位于湛江市廉江
市安铺镇九州江口发现小花老鼠簕种群。
经核实，这是目前在我国大陆发现的最大
的小花老鼠簕种群。

小花老鼠簕是我国的真红树树种之
一，属于爵床科老鼠簕属，别名海簕根、
黄鱼簕等，其天然分布于印度尼西亚、印
度、中南半岛等国家和地区，在我国海
南、广东、广西等地潮间带有天然分布，
多见于河口两岸滩涂。由于野外分布少，
已被《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
物卷》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近危
（NT）级别。

我国有两种老鼠簕属植物，包括老鼠
簕和小花老鼠簕，在野外容易被误分。小
花老鼠簕花朵较稀疏、花果较弱小、结实
量极少，加上花期长而分散，很难形成种
群优势。

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
桥保护站站长林广旋称，此次调查发现的
小花老鼠簕种群，以纯林为主，生长茂
盛，呈多个斑块状连片分布，斑块从 100
平方米到3000平方米不等，面积约9083平
方米，植株密度为每平方米14株，平均高
度在 1.1 米，其规模和数量在全国都属
罕见。

历史上，雷州半岛曾有小花老鼠簕分
布的记录，一直以来其分布的具体地点和
资源情况没有详实资料可查考。由于其生
境多为河口区域，与人类生产、生活空间

重叠，当地居民长期以来有取根煮水防病
的习俗，其生长的生态空间受到强烈干
扰，导致小花老鼠簕的野外分布减少。

根据文献和数据显示，我国广西也发
现过小花老鼠簕，分布面积为 766 平方
米，生境破碎化较为严重。因此，此次的
调查发现对我国大陆珍稀红树植物的研
究、保护和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林科院湿地所副所长、广东湛江
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站长朱耀军表示，除了应尽快将野生小花
老鼠簕种群及生境进行抢救性保护减少人
为干扰外，还要在科学论证基础上建立种
质资源圃，开展迁地保护，研发扩繁技
术，扩大种群数量，让其成为湛江打造

“红树林之城”的特色树种和我国红树林湿
地生态修复的重要生物资源。

珍稀红树种群“现身”雷州半岛

作为创新发展的重要一翼，科普工
作关系到全民科学素质的提升，重要性
不言而喻。每年的全国两会上，“科学
普及”成为不少代表、委员的议案、提
案和发言的关键词。

“一个国家的科学普及程度，已成
为决定这个国家物质文化发展水平和民
族创造力最根本的因素之一。全民科学
素质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内
力’。” 全国政协常委高鸿钧3月7日在
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上发言时指
出，建设科技强国和现代化国家，必须
补足科普短板，筑牢科普之翼，必须牢
牢把握“抓科普就是抓创新，抓创新必
须抓科普”理念，站在时代高度定位科
普工作，制定实施“大科普战略”。

今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
之年，政协委员对于具体的科普工作又
有哪些期许呢？

“双减”之后，科普教育如何
补位

“双减”政策出台后，一项调查显

示， 尽管75.4%的家长表示对政策支持
理解，但仍有63.4%的家长表示对“双
减”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缺少明确预期，担心政策落实效果，
38.4%的家长对学校教学资源、教学质量
存在顾虑，担心难以满足孩子的教育需
求。“双减”后的教育空间靠什么补位？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周
忠和表示，虽然，去年年底教育部、科
协出台文件明确提出要充分利用科普资
源助推“双减”工作，但如何精准提供
高质量科普服务，持续助力“双减”有
效落地，真正发挥科普在助力人才培
养、推动国家科技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还面临很多现实困难。

“利用科普资源助推‘双减’工作面
临最大的问题，首先在于科普的价值没有
得到学校和家长的充分重视，教育界落实
政策的热情并不高，科普的意义被低估，
科普的价值也大打折扣；其次是教师缺乏
利用科技场馆资源的动力和方法，普遍缺
乏推动科普融入‘双减’的基本动力和方
法。”为此，周忠和在今年两会提案中建
议，应由教育部门牵头成立相关部门或机
构，专人负责统筹协调科普资源配置，科
协组织做好各项服务对接，满足学校或教

师对科技场馆等科普资源的需求。
对于学校、家长以及学生对科普价

值认识不充分等问题，周忠和认为，这
需要科普界树立主动、积极服务学校的
鲜明意识，科技场馆等应主动和学校、
教师、家长以及学生积极沟通，结合课
堂教学任务，设计展品及组织丰富多样
的科普活动，邀请科学家、两院院士及
科技人才、科普工作者走进学校，更好
满足科普教育需求。

周忠和强调，相关机构也应该积极
开展跟踪研究，持续关注科普助力“双
减”的具体效果，分析存在的具体问
题。通过基础性研究，为后期工作提供
理论支撑。开展区域化探索，结合各地
科普资源和学校科普需求，形成“一地
一策”“一校一策”。“对于科普资源相
对不足地区，通过手拉手等帮扶行动，
利用流动科技馆、线上资源等方式弥合
科普资源不平衡现状，通过专家指导提
升欠发达地区科技场馆科普能力，推动
科普服务‘双减’真正落到实处。”

提高急救素养迫在眉睫，上
好“生命必修课”

在全国政协委员、网易公司首席执

行官丁磊眼中，提高大众急救素养，培
养社会急救力量，抓紧上好每个人的

“生命必修课”是一项紧迫的议题。
近年来，我国猝死风险呈现逐年升

高的态势。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
《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0》 显
示，我国每年有54.4万人逝于心源性猝
死，相当于每分钟就会有1个人因猝死
离世。

除 了 极 大 的 工 作 压 力 和 强 度 之
外，丁磊认为，基础急救知识普及度
不高是近年来猝死率升高的原因之
一。数据显示，我国的急救知识普及
率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德国急救知
识普及率为80%，法国是40%，美国是
25%，而我国的急救知识普及率据报道
只有不到 5%。衡量社会对急救的重视
程度，并不取决于 AED、急救包等配
备多少，而是猝死事件发生后急救的
有效性。在急救知识科普不到位的情
况下，出现突发情况后，能抓住“黄
金4分钟”的案例并不多见。大多数患
者仅有 4-6 分钟的“黄金抢救时间”，
却通常要承受周遭人员和亲人不敢
救、不会救的惨痛遭遇。

（下转第2版）

“十四五”科普工作怎么干？政协委员有话说
□□ 科普时报记者 陈 杰

科学家的童年或许与我们的无异。
小时候的刘颖喜欢蹲在地上观察

蚂蚁，看它们发现食物后是怎样回到
洞穴里召唤同伴，又是怎样分割食
物，再排着队把食物运回家。

“自然界的生命如此神奇，我有太
多的不解，太多的好奇。”就这样，刘
颖开启了一段探索生命奥秘的旅程。

如今的她，是北京大学未来技术
学院副院长，长期从事细胞应激和稳
态调控相关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与我
们熟知的“代谢和衰老”密切相关。
她还热衷科普，经常出现在各种科学
课堂中，让科学知识不再晦涩。

缘起一根“神圣”的香蕉

刘颖回忆，在中学的一堂生物实
验课上，老师带领大家把一根香蕉捣
碎，然后通过几个简单的实验步骤分
离出了香蕉的DNA。

本是一次普通的科学实验，却在

刘颖心里种下了一粒探索生命的种
子。“当我看到香蕉纤维状的DNA大
量出现在试管里时，那一刻我觉得生
命是如此神圣。”刘颖回忆，那是她第
一次看到承载着遗传信息的DNA。

正是带着对生命最纯粹的好奇
心，18岁时，她将生命科学作为大学
填报的唯一志愿，延续着这段不解
之缘。

出于对生命科学的无限热爱，本
科毕业后，刘颖选择到美国继续深
造。她回忆那段日子，整日泡在实验
室，常与星光为伴，一个人走在杂草
丛生的回家路……“这个城市华灯初
上时，我曾感到疏离和无助。”

刚读博士的前两年，刘颖的科研
之路也并不顺利。经常拿到实验结果
时已是深夜，却发现与自己的预期相
差甚远。“即使一次次饱受打击，我也
没觉得特别沮丧，反而收获了很多探
索的乐趣。”刘颖说，她需要努力一
点，才能挖掘自己的极限。提出假
设、设计并开展实验、修正假设、再
次实验……日复一日。

直到找到了一种特别的蛋白质，

刘颖喜获斯坦福大学生物化学系优秀
博士生奖。“这些经历让我更加理解，
世界的边界才是我们的边界。”

给小学生上课的“博导”

敢于设想自己未来的可能性，是
刘颖坚持所爱的动力。回国后，她热
衷科普，把这份坚持传递给了更多人。

作为“科学家给小学生的科学
课”首位主讲科学家，刘颖摒弃枯燥
乏味的PPT，通过一系列丰富的小实
验拉近孩子们和科学的距离。她的科
普课，很少有人会走神。在她眼里，
科学不仅仅是一门学科，更是孩子们
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法。“我希望他们
会发现，这个世界是可以被科学解释
的。”刘颖说。

2017 年 2 月，教育部颁发 《义务
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规定从2017
年秋季学期起，小学一年级开始设立

《科学》课程。这是我国第一次把科学
课前置到一年级，并列入基础课和必
修课。

刘颖坦言，“如果我的努力能让孩
子们多保持几年对自然、对科学的好

奇心，那也是好事。”

制作科普动画是个新尝试

刘颖一直坚持做的，是有“温
度”的科普。与媒体合作开展公益读
书活动，参与科普书籍的翻译和审
校，录制科普类节目……

为培养孩子对科学持久的兴趣，
她希望能在中小学生科学教育方面，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如何找到平衡点和切入点，将我
们所研究的最前沿科研成果通俗易懂
地表述出来，让大众接受和理解，是
非常难的。”刘颖坦言。

一次，在陪女儿看动画片“汪汪
队立大功”时，她发现每只小狗都有
不同的身份，共同组成一个整体。刘
颖突发奇想，是不是可以给孩子们录
制一些科普动画？

“在我所研究的细胞生物学中，细
胞内的每一个细胞器也可以拟人化，
赋予它们各自名称和功能，制作成更
易于孩子们接纳和喜欢的科普动画
片。”刘颖说，这是她希望能够尝试做
的事。

北 大 博 导 和 她 的 “ 不 走 神 ” 科 学 课
□□ 科普时报记者 史 诗

天气转暖，万物复苏，神州大地一派美丽春景。
图1：3 月 6 日，游人在南京中山植物园赏花。 （新华社发 苏阳 摄）
图2：3 月 7 日，在江苏苏州东园拍摄的吐出嫩芽的垂柳。 （新华社发 王建康 摄）
图3：3 月 7 日，人们在贵州省盘州市保田镇阿方村郊游。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科普助力“双减”落地，加大急救知识普及率，补齐农村科普短板——

春春，，来了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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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启动一批新的航天
重大工程，其中就包括探月工程四期。而作为中
国探月工程四期的重要看点，国际月球科研站将
怎么建？下一步，中国的深空探测还有哪些
计划？

近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
师吴伟仁接受媒体采访时，描绘了他的设想。

多种探月设备将有指挥中枢

“探月工程四期计划在月球南极进行几次着
陆，在月球南极建一个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这
是我们整个四期的主要目标。”吴伟仁表示，计
划在2030年之前发射嫦娥六号、嫦娥七号和嫦娥
八号，目前研制工作进展比较顺利，探月工程四
期几次任务的实施将为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建设打
下基础。

“我们希望在 2030 年后继续实施几次任务，
争取在2035年之前把国际月球科研站建成并长期
运行。”吴伟仁说。

根据吴伟仁的设想，未来的国际月球科研站
上，拥有多个巡视器、着陆器和飞跃器在月球表
面连续协调地工作，而且有指挥中枢，指挥着这
些设备一起协同工作。

另外，他还设想，可能要在月球上建立月球
通信网络，比如说在月球上设立 WIFI 保障通信
系统指挥畅通，保障各种着陆器、巡视器等的分
工协作，还可以在月球科研站进行月球资源的开
采开发和原位科学研究。“这里面一切工作的核
心都是为了空间科学探索和月球资源开发利用。”

月球科研站或成为深空探测中转站

吴伟仁透露，目前已有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表示有意愿参与到国际月球科研站当中。

“我觉得国际月球科研站意义重大。” 吴伟
仁认为，如果实施成功，它具有很大的科学意
义，也将充分展示中国在航天领域的科技实力。

谈及未来国际月球科研站能不能作为深空探
测的中转站，吴伟仁表示，“这是早晚的事情”。

吴伟仁分析，如果将月球科研站作为深空探
测中转站，可能涉及深空探测器在月球上起飞，
在月球上解决燃料推进剂的问题，以及从很远的
深空回来后在月球上降落休息。

“这个都是长远的事情，目前科学界认为是
可以实现的。” 吴伟仁说。

我国拟于2049年实现太阳系边际探测

“后续深空探测会是长期的、持续的。”吴伟
仁透露，后续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对深远空间的
小行星进行探测，把小行星的样品采集回来。

吴伟仁说，未来还准备进行太阳系其他行星
的穿越探测。比如考虑能不能对金星进行探测，
对威胁地球的近地小行星进行探测，实现对其预
警、防御、处置等等。他透露，有的任务已纳入
规划和论证。

再往远期看，吴伟仁表示，中国深空探测希望实现“两个
100”：在2049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之际，实现对100
个天文单位（150亿公里）之外的太阳系边际进行探测。

“深空探测在航天里面，应该说是一个制高点。”吴伟仁
说，因为它无论从技术难度、规模大小还是科学贡献方面，都
处于前沿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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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动
作

□□

科
普
时
报
记
者

刘
园
园

科普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