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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你们知道天空和太空的区别吗？”在中国科技
馆7月22日晚举办的“齐心奋进新时代 科技放飞梦想——科
技馆里的思政课”上，航天英雄、中国首飞航天员杨利伟以
航空知识问题作为开场白，青少年们踊跃回答，瞬间就将现
场的气氛拉动起来。

课堂上，中小学生纷纷向杨利伟和英雄航天员叶光富两
位授课老师发问，他们风趣幽默的回答，引发青少年们阵阵
热烈的掌声。两位航天员还分享了他们的航天励志故事，带
领孩子们重温“天宫课堂”做天地对比实验，并激励他们要
胸怀理想、志存高远，勇敢去追寻和实现自己的航天梦。

做好身体和知识的储备

“杨老师您好，我长大也想当一名航天员。我想知道，您
在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都在干什么？长大又是怎么成为航天
员的？”

在互动交流环节，面对这位男生的提问，杨利伟的回应
十分坦诚：“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对航天员还没有什么概
念，当时受电影《铁道游击队》影响，我最大的理想其实是
当一名火车司机。”

在引发现场阵阵会心的笑声之后，杨利伟透露，学生时代
一次在家乡的机场里看到战斗飞行员从飞机上走下，飒爽身姿真
的很帅，从此他的理想便从火车司机变成为立志成为一名飞
行员。

“成为飞行员的过程很艰苦，甚至很枯燥。”杨利伟鼓励
现场的中小学生，要想当航天员，首先需要一个很好的身
体，另外还要有充足的知识储备，当然还得有为国家和社会
服务的梦想。

叶光富的蓝天梦，则是从自己家门口的一块石板上开始
的。叶光富透露，他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是跟姐姐坐在石板
上，抬头看蓝天、看白云……“当时我在想，什么时候也能
开上飞机，在蓝天上像鸟一样去飞翔？”

渴望飞上蓝天的叶光富，在高三时果断报名参加了空军
飞行员的选拔。“在经过艰苦的学习和培训后，我终于如愿以
偿。”

心中有梦就要去追

顺利成为飞行员后，叶光富有了更大的梦想：“我什么时
候能飞得更高一些，离星辰大海更近一些？”

然而，从飞行员到航天员的过程更为艰辛。两者的不
同，并非杨利伟开场提问的回答那么简单：距地100公里以内
的是天空，只有100公里之外才称为太空。飞行员想要跨过这
个百公里界限，国际通行的概率是从100位参选的王牌飞行员
中选出1位航天员。

自此，“拼搏”二字便成为叶光富的座右铭。我国第二批
航天员的选拔，终于也给了他突破100公里边界的机会。2021
年10月16日则让叶光富终生难忘，这一天他和翟志刚、王亚
平一起搭载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飞向太空。“为了这项任务，
我奋斗了11年，也等待了11年，整个过程煎熬又痛苦，但我
知道破茧成蝶就是这样。”

石板上的梦想是起点，一路从飞行学员到飞行教官、从
战斗机飞行员到航天员，叶光富坦言前行的路上充满了艰辛和坎坷，但心中有
梦就应该执着去追寻。“拼搏的人生最壮美，也只有在最泥泞的道路上才会踩出
最深的脚印。”

叶光富的激情感染着现场的每一位青少年学生。“长大以后我也想成为一名
航天员，努力去实现自己的太空梦想。”北京市第二十中学附属实验学校八年级
学生梁耀匀在课后接受科普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杨利伟表示，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活动，能让青少年对我国载人航天事业有
更多的了解。“希望有更多的同学将来走入这个领域，跟我成为同行。我相信你
们会飞得更高、更快，也会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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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揭示地幔运转模式呈阶段性演变
科普时报讯 （记者吴长锋） 7 月 27

日，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
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邓正宾特任教授与多
位国际学者合作，成功揭示了地球地幔的
运转模式呈阶段性演变，现代板块构造体
制下接近全地幔对流的模式只是地球演化
近期的过渡状态。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
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

地球自外向内主要分为地壳、地幔和
地核，其中地幔在660公里处存在地震波
速的不连续界面，将地幔分为上地幔和下
地幔两个圈层。上、下地幔的物质交换会
影响元素在地壳和地幔中的分配，对于理
解类地行星的动力学和热演化十分重要。
在地壳熔融过程中，钛稳定同位素体系存

在显著分馏，是用来示踪地壳—地幔的物
质交换的良好工具。通过钛稳定同位素
研究可以得到地球形成以来相对完整的
地壳—地幔物质交换记录，为长期争论
的地幔内部物质交换问题带来新的约束。

研究人员采用最新一代多接收等离子
体质谱仪开发超高精度钛稳定同位素分析
方法，首先对24件球粒陨石样品的钛同位
素进行了标定，确定全硅酸盐地球的钛稳
定同位素组成和现在的上地幔存在显著差
别。结果发现，早太古代（38亿年—35亿
年） 的样品和球粒陨石的钛稳定同位素组
成一致；在 35 亿年到 27 亿年之间地球地
幔来源火成岩样品的同位素组成随着时间
逐渐变轻，直到与现代普通型大洋中脊玄

武岩接近；而现代洋岛玄武岩的钛稳定同
位素组成与大洋中脊玄武岩存在差别，更
接近全硅酸盐地球的组成特征。

结合已有大陆地壳生长模型，可推测
目前地幔中的钛稳定同位素组成的变化很
可能反映：地球太古代上、下地幔的物质
交流处于受限的状态；而该格局在现代已
被打破，体现在现代洋岛玄武岩的钛稳定
同位素组成存在较大范围。

这项研究弥合了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
对地球内部过程约束的矛盾。研究人员表
示，在此基础上，急需对地球地质历史中
地幔物质交换模式及其演化具体控制机制
的开展更多研究，才能更好认识类地行星
的地质和宜居性演化。

北极地区仅占全球陆地面积的
约 5%，却是一个巨大的碳库和甲
烷库，在全球气候系统中起着重要
作用。过去50年来，北极地区的变
暖速度加快，导致当地原本低矮的
苔原植被开始越长越高，将深刻影
响该地区的生态系统功能。近日，
我国科学家的一项最新研究揭示了
北极植物区系的起源和形成过程，
将有助于极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相
关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
刊《自然·通讯》。

也曾是郁郁葱葱之地

北极地处高纬度，是一个极寒
冰冻地区。但在地球历史上，却曾
是一个温湿之地。地质古生物研究
表明，在距今6600万年前，北极气
候温暖湿润，森林郁郁葱葱，生长
着樟科、桃金娘科和罗汉松科等热
带、亚热带科属的植物。岩层中植
物化石丰富，还发现有煤炭沉积，
都充分证明了当时北极的湿润气候
特征。

随着新生代古近纪晚期以来全

球气温的趋冷，北极冰盖最终形
成，植被从森林演变为现在的苔原
植被。北极柳、紫花虎耳草和仙女
木等低矮植物匍匐地面生长，丛生
虎耳草和无茎蝇子草呈丛状或垫状
生长，这都是植物对环境的适应。

目前，我国科学家通过综合研
究32个被子植物类群发现，现代北
极植物区系的成分最早可追溯至晚
中新世早期。自此开始，外来物种
和土著物种的多样化，在上新世与
更新世之交曾快速增加，但在更新
世中期冰盛期以来急剧降低。北极
植被几经起伏变化，演变成当今的
苔原植被面貌。

低矮植被正在长高变绿

由于地球温室效应，北极原本
非常低矮的苔原植被，已经随着当
地变暖而长得越来越高。不仅原有
植物正在长高，入侵而来的也是长
的较高的新植物。

科学家研究发现，较高的植物
更容易“捕获”到更多积雪，有利
于植物下面的土壤隔热保温，使得
土壤在冬天需要花更多时间结冰，
土壤也就有更多机会释放更多的碳。

植被高度的增加不只发生在北
极少数几个地方，而是遍及苔原地

区。如果较高的植物继续以目前的
速度增加，那么到本世纪末，植物
群落的高度将可能增加20%至60%。

科学家还发现，北极陆表面积
呈现融雪提前和植被绿度增加的趋
势，且北极植被绿度与夏季温暖指
数亦呈同步变化。在 2002—2021
年，77.4%的北极大陆区绿度在增
加，约5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整
个亚马逊雨林的面积。

北极植被绿度增加主要与人类
活动有很大关联，最高的5个年份
均出现在 2017 年之后，并且植被

“绿化”有加速趋势。

湿地和沼泽地或将扩大

目 前 ， 世 界 上 30% —50% 的
“土壤碳”被困在北半球的永久冻
土中，气候变化导致的任何生态系
统的失衡，都会直接促使大量的二
氧化碳和甲烷的释放。因此，现在
北极正呈逐渐升温趋势。

增温使碳循环加速，未来的北极
可能不再是茫茫冰原。不仅如此，碳
循环的加速还将影响植物的覆盖面
积，会促使一些生物加速扩散到相邻
其他地区，带来连锁生态反应。

科学家研究表明，北极被子植
物的多样性来源于多个生物地理区

域，但约有54%的外来迁入者来自
北美西部，而且其迁入动态过程贯
穿了北极植物区系的整个进化历
史，这表明在北极和北美西部之间
可能存在一个长期的生物散布廊
道。显然，目前北极大范围的植被

“绿化”，将深刻影响该地区的生态
系统功能，并对野生动物的迁徙和
分布产生影响。

北极植被的显著变化，还会加
剧北极和整个地球的气候变化。如
今，温度的升高让北极的冻土层开
始溶解，分解排出的二氧化碳进入
大气，让温室效应越来越严重。

除此之外，北极地区的冻土层
会逐渐消失，导致土壤变得湿润，
或将扩大湿地和沼泽地，而这些地
区常常会出现苔藓和草本植物，湿
地会成为一些水生植物和水生生物
的栖息地。

北极植被变化被认为是全球气
候变化的“指向针”和“无损探
针”，对北极植被变化及趋势的研
究，将加深人类对全球碳循环和气
候演变的认识，也将进一步认识北
极生物多样性变化带来的深远影响。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
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南京古生物
博物馆名誉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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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给“科学与中
国”院士专家代表回信，体现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
科普工作的高度重视，表达了对

“科学与中国”专家学者代表和参
与者工作的高度肯定。这让我们
这些长期参与科普工作的青年科
技工作者感受到巨大鼓舞，同时
也对科技工作者如何做好科普的
几个重要基础问题指明了方向。

为何做科普？

回信中再次明确“科学普及
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
作”。从回信中提出的“为实现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不断作出新贡献”殷殷期

望，结合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教
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部
署，便能理解科普作为重要基础
性工作的底层逻辑。

创新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核心途径，而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是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
科技成果产出源自创新人才，创
新人才培养依赖教育。一方面，
科普是创新人才培养和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成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手
段；另一方面，科普对提高全民
科学素质、穿透政治与意识形态
壁垒、讲好中国故事具有积极作

用，是营造创新发展良好环境的
有效途径。只有发挥出科普的这
些重要性和基础性作用，才能和
科技创新组成“同等重要”的两
翼，肩负起推动创新发展重任。

谁来做科普？

回信中指出“希望你们继续发
扬科学报国的光荣传统，带动更多
科技工作者支持和参与科普事
业”。前半句告诉我们科普是“科
学报国”的一种具体方式，而非

“不务正业”；后半句要求“科学与
中国”院士专家代表带动更多科技

工作者支持和参与，则告诉我们科
普不是只有大院士、大专家才能
做，院士专家起到的是引领和支持
的作用，科普是全体科技工作者的
责任和义务，是每个人都应该支持
和参与的重要事业。

科普做什么？

回信中对院士专家代表“广
泛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
神”肯定的同时，也对科普工作
内容进行了诠释。在信息时代，
知识总量爆炸式增长与人有限的
信息处理能力之间的根本矛盾，
决定了新时代的科普必然不能停
留在简单传递知识的层面，而是
要以传播科学知识“实例”来传
递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
神以及科学家精神，从“知识补
课”向“价值引领”升级。

（下转第2版）

积 极 参 与 科 普 践 行 科 学 报 国
□□ 陈 征

在农林作物生物防治的科学研究中，“以虫治虫”一直备受关注，而叉角厉蝽和
螳螂则是其中的治虫“明星”。

叉角厉蝽是一种捕食性能力很强的蝽类，其生命周期平均达100天左右，足以保
护农作物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螳螂也是捕食性能力很强的害虫天敌，在我国分布较广
的眼斑螳螂，色彩鲜艳形态特征明显，一副坚齿利爪捕食害虫是又快又狠。

叉角厉蝽和眼斑螳螂可以说是害虫克星、植物卫士。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研究专
家认为，目前对这两种昆虫的研究大多围绕着其捕食功能及人工饲料展开，对于如何
大规模繁育叉角厉蝽和眼斑螳螂的研究还有待继续深入。

图1为进食中的眼斑螳螂，图2为叉角厉蝽成虫和若虫联手捕食斜纹夜蛾幼虫，
图3为眼斑螳螂的若虫。 文/图 陈敢清

北 极 大 陆 正 在 加 速 变 “ 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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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海域冰层大量融化，植被也越长越高，并向北扩散——

编者按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代
表的回信，对科技工作者支持和参与科普事业提出了殷切期望，
也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投身科普事业指明了方向。本报将陆续刊发
科技工作者学习和贯彻总书记回信内容的文章，以期带动更多科
技工作者一起努力，把科学的种子撒向更广阔的祖国大地。

大家说科普

治虫治虫““明星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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