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天的长白山，景色蔚为壮观，
层林尽染间，一台40米口径射电望远
镜正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委会马鞍
山林场内紧锣密鼓地建设。

“这是一架全可动、高精度的射电
望远镜，将承担探月工程四期和深空探
测任务，促进我国射电天文科学观测研
究发展，预计2024年底前具备初步观
测能力。”上海天文台射电天文与技术
研究室研究员李斌告诉科普时报记者。

望远镜“安家”

为了给望远镜选个好位置，李斌
差不多每年要去10次长白山，跑遍了
当地10多个林场。

“长白山观测站海拔995米，高度
合适。这里灾害性天气较少，冬季气
候干燥，多为晴天，尤其适合开展高
频段观测。” 第一次来到马鞍山林场
时，李斌就对这里颇为满意。这里位
于长白山西侧缓坡，方圆 3 公里没有
常住人口，属于国家重点保护林区。
同时，这里工程地质条件优越，能够
满足40米射电望远镜桩基承载要求。

于是，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里的第
一台望远镜有了“家”。秋冬季节，长
白山天寒地冻，气温最低可以达到零
下40℃。如何保障望远镜正常工作？

“考虑到东北天气寒冷，为保证望
远镜的正常稳定运行，我们在设计上
采用整体保温技术，主反射体背架用
保温材料包裹，望远镜的天线用料采
用的是特制钢材和油漆。”李斌介绍，
望远镜天线系统将采用全实面面板，
单块面板精度好于80微米，主反射体
面型总精度好于0.3毫米，最高指向精
度好于5角秒。

建成后，长白山40米射电望远镜
将取代上海65米口径天马望远镜，成
为矗立在我国最东部的射电望远镜。

“这台望远镜比2012年建成的天马
望远镜的经度位置向东增加了6.6度，
更靠近我国版图东侧，可比天马望远
镜早 26 分钟捕捉到深空目标。”李
斌说。

“VLBI拼图”即将完工

在中国人艰辛而浪漫的探索太空

征 程 中 ， 我 国 甚 长 基 线 干 涉 测 量
（VLBI）网一路护航、大显身手。一架
望远镜的分辨率毕竟有限，VLBI把多
台分布各地的射电望远镜联合起来，
联合接收同一天体的无线电波信号，
就能达到一台超大望远镜的观测效果。

目前，我国 VLBI 网包括北京密
云、新疆乌鲁木齐、云南昆明、上海天
马4个台站，以及上海VLBI数据处理
中心，简称“四站一中心”。作为中国
探月工程测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VLBI测轨分系统目前已完成探月工程

“绕”“落”“回”三个阶段，以及中国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的VLBI测定轨任务。

根据探月工程四期部署，为应对多
个航天器同时观测的需求，中国科学院
上海天文台获批在西藏日喀则、吉林长
白山各建一台4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

要想增加等效口径，让组合望远
镜观测得更清楚，就要拉长两个望远
镜之间的距离。“长白山 40 米射电望
远镜与刚开建的日喀则40米望远镜相
距3800千米，两台望远镜建成后，将
使VLBI网的等效口径从原先的3200千

米提升到3800千米，整个观测网的最
大角分辨率将提升18%。”李斌透露。

观测潜力巨大

李斌说，长白山40米射电望远镜
的观测频谱从700M赫兹到50G赫兹连
续覆盖，且具备升级到 86G 赫兹的观
测潜力，“这在国际上也比较少见。”

测量，是 VLBI 网的关键词。“测
量卫星的精确位置，将数据发回至测
控系统，由他们对卫星发号施令。”李
斌解释说。

未来15年，中国深空探测将在月
球探测、行星探测、运载技术等三个
领域，论证实施十大工程任务，计划
2030年前后实现载人登陆月球。

“六站一中心”的 VLBI 网也将发
挥更大作用。“一个 VLBI 网的最小组
网配置是3台望远镜，VLBI网日后会
组成 2 个子网，分别跟踪不同航天
器，具备‘双子网，双目标’的能
力。”李斌说，未来，我们还计划配备
7个波段高灵敏度致冷接收机，可以在
低频和高频同时观测多个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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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普
时
报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11-0303
邮发代号：1-178，每周一期
全年订阅价：150元/份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邮局订阅电话：11185
报社咨询热线：010-58884190

《科普时报》 是国内专业从事科普宣传的综合性报纸。

以“提高全民科学素养为使命，面向大众传播科学知识、科

学方法、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为办报宗旨，打造集科学

性、权威性、趣味性和服务性为一体的优质科普传播平台。

2024年将推出新闻政务、行业科普、生活休闲和科学文化等

四大版块，增加政策广角、科学教育、博物天地、未来时空

等版面，以全新面貌为您带来不一样的知识盛宴。

定位精度达到1厘米的无人驾驶智能
清扫机、自动布孔精度达到10厘米的矿山
钻机、库坝毫米级位移形变监测技术……
10月26日至28日在湖南株洲举行的第二
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上，专家与企业
以大量生动案例和应用成果，向人们展示
北斗系统已全面服务交通运输、公共安
全、救灾减灾、农林牧渔等领域，广泛进
入大众消费、共享经济和民生服务领域，
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北斗正从

“天边”走向“身边”。

左图为观众在展区了解应用北斗技术
的监测设备；上图为工作人员在观众介绍
北斗技术在交通管理系统中的应用。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身边的北斗

11月9日-10日，第十届全国科普
讲解大赛即将在广州举办。从首届仅
有88名选手进入决赛，发展到今年全
国4万多名选手参与选拔、265名选手
晋级决赛，10年来，全国科普讲解大
赛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参
赛规模、受众人数皆呈现指数级增长。

全国科普讲解大赛是由科技部主
办，广州市科技局联合广东科学中心
等单位承办的大型科普赛事品牌活动，
以“凝聚中国科普力量”为使命，致
力构建科普“软实力”战略支撑，在
全社会掀起一波又一波科普热潮。

厚植科普沃土，为科普学
习交流搭台

科学普及是实现国家创新发展的
重要基础性工作。加强国家科普能力
建设，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
动，线上线下多渠道传播科学知识、
展示科技成就，树立热爱科学、崇尚
科学的社会风尚，是为创新型国家建
设蓄积更充足底气的重要保障。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

发展的两翼。全国科普讲解大赛是全
国科技活动周重点示范活动，是目前
全国范围最大、水平最高、代表性最
强、最具权威性的科普讲解比赛。它
的举办既为全国科普传播人员搭建了
一个学习交流平台，又进一步加强了
全国各领域科普工作的交流，是提升
各城市的展教水平和科普传播能力、
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有力举措，
有利于在全社会营造热爱科学、崇尚
科学的良好氛围。

点燃参赛热情，为培养科
普人才鼓劲

10年来，全国科普讲解大赛不断
创新讲解赛制，立足“以赛代练、以
赛促学”小切口，成为推进科普岗位
练兵、技术比武的新载体，构建起科
普人才培养新模式。

自2014年创办全国科普讲解大赛
以来，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直属
机构、军队，以及各省区市等各级单
位，先后举办大小规模科普讲解选拔
赛事3691场次，国家、省、市、区等

各级参赛选手累计超过 21.5 万人次，
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者和科普爱好者
走上讲解的舞台，以生动有趣、通俗
易懂又严谨专业的语言为大众带来高
品质科普原创内容。

同时，为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参赛
热情，更好地在教育“双减”中做好
科学教育加法，激发青少年好奇心、
想象力、探求欲，不少省市创新选拔
赛制，让更多的中小学生也一起参与
到了科普讲解的热潮中来。以广东省
为例，2023年举办中小学生组公开选
拔赛和网络竞选赛，来自全省各学校
的近500位中小学生积极参与，年龄
最小的只有6岁。从垂髫稚子到花甲
老人，科普讲解大赛已然掀起全民

“科普热”，成为孕育科普人才的重要
摇篮。

创新传播形式，为提升全
民科学素养铺路

在历届全国科普讲解大赛赛场，
选手们结合舞美灯光，巧用实验、表
演、评书、脱口秀等各种形式和动画

视频、音乐等多媒体手段，用通俗生
动的语言阐释深奥的科学，演讲内容
涵盖物理、化学、地理、天文、生
物、医学等各个领域，让大众深入理
解科技背后的趣味性与实用性，领略
科技创新的精彩和科技给生活带来的
美好变化。

为了让讲解大赛的优质科普内容
惠及更多大众，大赛不断创新传播形
式，通过主流媒体、新媒体深度融合，
短视频、多平台网络直播等方式，开
展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的传播，
持续打造网络话题，实现全程直播、
多元呈现、全员覆盖、精准传播，全
面打通大赛传播“最后一公里”。

10年来，大赛影响力不断破圈，
线上、线下观众累计超过 2 亿人次，
新闻媒体报道转载超过3万篇次，在
使科普讲解大赛知名度更深入人心的
同时，也让科技发展成果更多更广泛
地惠及公众，并助力全面提升全民科
学素养。

“第十届全国科普讲解大赛特别
策划”详见8版

十年磨一剑 全国科普讲解大赛火爆“出圈”
□□ 李早花 科普时报记者 吴 琼

提及科普，由谁来做一直是讨论的焦点之一。
科普法规定，科普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也就是
说，所有公民都有参与科普活动的权利。

然而，科普是一项极富挑战性和专业性的工作，
也许并不适合所有人。人们通常认为，科研工作者和
科学家无疑是最佳人选。那么，准科研工作者，也就
是具备较强专业知识的高校研究生群体，他们适合做
科普吗？我们可以从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
科大”）的研究生科普实践专项——“春分工程”里
找到答案。

2017 年12月，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中国
科学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在我院
研究生教育中实施科普学分制的通知》，希望在全
院范围内鼓励研究生开展科普活动。2018年3月21
日，国科大发布了“春分工程”社会责任品牌，鼓
励师生广泛开展公益科普活动。2020年10月，为
了保障国科大公益科普活动顺利实施，国科大科协
正式成立，并将“春分工程”品牌运营、研究生科
普学分制的落实，以及与之配套的社会实践体系建
设作为主要工作。

从2021年3月起，国科大科协正式发起“春分
工程”研究生科普实践专项，由国科大各学院组建
研究生科普队伍，安排专家对在读研究生进行科普
培训，并以怀柔区中小学为实践基地，广泛组织在
读研究生服务中小学科学教育。2022 年“春分工
程”向北京市各区拓展，2023年“春分工程”的合
作学校已遍及北京市40多所中小学及科技馆、博
物馆、少年宫。据统计，从 2023 年 3 月至 10 月，

“春分工程”已开展研究生科普报告超过3500场。
在过去 3 年研究生科普实践体系拓展的过程

中，我们的工作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小学、教委、科
协的肯定。但不得不承认，研究生科普实践是一个
打破传统思路的新事物，在学术界内部也会面临一
些质疑。有人认为，研究生资历尚浅，做科普容易
出错，不赞成研究生做科普。

诚然，研究生比起研究员来说，知识掌握程度
的确存在差异。如果放任研究生自由地去讲科普，
会有出错的可能性。但通过构建一套严格的培训、
把关、审核体系，可以最大程度地规避风险。如果
因为怕出错就不让研究生开展科普实践，这是因噎
废食。

从育人的角度讲，我们应对年轻人，也就是未来的一代科学家
有更高的期待，希望他们将来成长为更具社会责任感，并且拥有良
好表达能力、综合素养更高的科学家。让研究生开展科普实践，就
是培养他们社会责任感、锻炼他们表达能力最好的方式。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科普是一项实践活动，任何人做科普都
涉及到技能的锻炼和经验的积累。就好比扎针，医学院学生资历
不深，可为什么医生、护士都要在学生时代就开始给患者扎针？
因为这是锻炼学习扎针技能的最佳时期。

“春分工程”其实就是要构建一套科普培训体系，像医学院学
生练习扎针那样锻炼我们在读的学生，这样在5年、10年，甚至
是20年以后，会有一批真正有经验、会做科普的专家去服务国家
和社会，为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和知识水平，促进社会的发展和
进步作出贡献。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协常务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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