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28 日至 30 日，“2012 年博物馆及相关产

品与技术博览会”在京举行。瓷器字画、首饰华服、

虚拟建筑、硅胶塑像，在声光电展示方式包装下光

彩夺目，闪耀会场；而有关自然类博物馆的内容，却

几乎没多少存在感。

不过，今天的自然类博物馆要是喊“悲情”，又未

免有些矫情了。据统计，从 1980年到 2010年，全国

的自然科学场馆从不足30座增至1089座，预计整个

“十二五”期间场馆建筑总面积将增长 60%；每逢节

假日，一些知名的大型自然类博物馆更是时常爆满。

来自政府、企业和公众的支持，正让中国的自

然类博物馆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繁荣。然

而面对网络时代千变万化的公众需求，仅仅是多获

经费、多建新馆，能让自然类博物馆继续坚守科普

阵地吗？除了展厅愈加宽敞亮丽，今天国内的自然

博物馆还在进行着哪些改变呢？

自然博物馆为坚守科普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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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看台

■将新闻进行到底
文·本报记者 董子凡

■资 讯

■相关链接

据《每日邮报》报道，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布里

特克轮胎橡胶公司设计了一款无需打气的轮胎，

它希望这一设计可以彻底解除山地车会爆胎的后

顾之忧，并显著提高自行车行进速度。

设计师布莱恩·拉塞尔称，他的创新性设计不

仅能够让爆胎的现象一去不复返，而且有助于骑

手更快地在各种道路上穿行。这种新型轮胎是在

该公司约 10年前推出的汽车版防刺轮胎的基础上

研发成功的。这款直径 29英寸（约合 0.74米）的自

行车轮胎上有一个橡胶层，用碳纳米管加固的复

合棒条镶边来提供缓冲，以替代充气轮胎依靠气

体产生的缓冲作用；这些棒条可以伸缩调整，在

很大程度上就跟充气轮胎的充气量可以调整改

变一样，目的是适应不同地形或骑手的不同体

重。然而这款轮胎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并不

是它们不会爆胎、无需充气，而是能够提高骑手的

比赛速度。

拉塞尔称，拉伸轮胎内层会让弹性势能储存

在轮胎内，把它转变成一个“360 度的弹弓”。从理

论上来说，撞击地面时压扁橡胶层，会促使轮胎内

储存的势能转变成前冲力。该机制促使轮胎面紧

紧贴附在路面上，而不是弹跳起来，从而避免了充

气轮胎偶尔会发生的事故。这一理论促使拉塞尔

把他的创新性发明称之为能量转换轮胎。他说：

“当能量转换车轮碾压外物时，这个物体就会产生

弹力，就像装了弹簧的物体一样，比未装弹簧的物

体需要更少能量就能移动。”他称，如果在汽车上

也装上他发明的这种轮胎，汽车行驶起来就会像

“驾驭着 4个弹弓”一样，加速和制动性能都会得到

很大提升。

该公司网站上称，目前正在寻找赞助商，以期

进一步开发该产品。

无需充气车轮 解除爆胎危险

低阻雨伞、能自觉系上的安全带、汽车尾气发

电装置、低碳型有机植物气化炉、空巢药箱、无手

残疾人洗脸机……这些新奇又好玩的发明在第七

届国际发明展一亮相，就引来众多参观者，而发明

它们的却是一群不满 20岁的孩子。

近日，第七届国际发明展暨 2012 国际教学

新仪器新设备展会在江苏昆山举行，来自 30 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0 多个项目参展。其中，青

少年创新发明展区备受关注，共有 300 多个发明

陈列其中。

小发明源于大梦想——
“感觉自己能够改变世界，就
像乔布斯一样”

“真想拿奖！”12岁的周煜宁笑着对记者说，她是

昆山市花桥中心小学参展团的青少年创新代表之

一。身旁放的是她发明的无手残疾人洗脸机。

两年前，她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讲述残疾人故

事的节目，那个无手残疾人用胳膊洗脸、拧干毛

巾的艰难深深触动了她。“为什么不能给他们提

供一个自动洗脸的机器呢？”周煜宁决定自己做

一个。她向校科技辅导老师张斌说出了自己的

想法——在普通的水槽里放一个碟子大小的转

盘，脚下连接控制水流和转盘的开关，再在转盘

上放上毛巾，这样残疾人只要启动转盘将脸贴到

毛巾上就可以了。

这个设想得到了张斌的大力支持，但开关该怎

么设置？转盘该怎么转？转速多快合适？一股脑的

难题让周煜宁头疼不已。“最难的是转速问题，起初

我们试图通过减低电压给转盘减速，但这样转盘力

会变得很小。”这个难题最后因无线变速电机的出现

得以解决。为了克服这一个个难题，无手残疾人洗

脸机从开始到完工花了将近半年时间。

去年，这个作品成功申请国家专利并获第二

十二届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三等奖。周煜

宁说站在领奖台上感觉自己是个伟大的科学家，

能够改变世界，就像乔布斯一样。

获奖或拿到专利，作品就
等于被判死刑——“为什么市
场不接纳我们的发明呢？”

“这个发明卖吗？”在青少年展区经常会听到

这样的问题，但答案都是“不”。周煜宁说，没人使

用就什么也改变不了，很多人都很欣赏他们的创

新，有些人甚至想买，“既然如此，为什么市场不接

纳我们的发明呢？”

对于这个问题，在展会上寻找投资项目的深旅

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林植福给出这样的解

释：“青少年的一些想法真的很好，有些发明比如汽

车尾气发电这样的装置是非常有前景的，但问题是

这些发明技术含量较低，很难商业化。此外，一些孩

子对于发明的实际应用性考虑较少，而且限于自身

的知识储备也很难再对自己的发明有所突破。”

技术含量低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张斌的认同，

“学生的发明确实技术不足，实际应用性差，但技

术升级需要更多财力、精力和人力的投入，一般一

个学校的科技辅导员也就五六个，但学生很多，辅

导员不可能在一件作品上持续的跟进。”

另一方面，“学校评比的指标都是以专利数和获

奖数为准，而非产品转化率，一旦获奖或者拿到专

利，这个作品也就等于判死刑。老师不跟进，学生有

想法自己也完不成。”江苏省启东市大江中学老师文

云全如是说，但他认为，学校最关键的是培养学生的

动手能力和发散思维，而非索取更多的商业利益。

所以，“能否转化成产品并不是最重要的”。

可是，小发明家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都迫不

及待的希望自己的发明能真正走进人们的生活。“青

少年的发明亮点可能不在技术而在思路上，技术突

破对他们来说很困难，但一些好的思路却是企业非

常需要的。”参加本次展览的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

权出版社研究员、规划发展部处长吕荣波认为，青少

年科技成果转化应依靠政府和学校的推广，建立更

为畅通的信息渠道，尽可能地为学生建立一个和企

业直接合作的技术孵化机制。

小发明家们的梦想与困惑
——第七届国际发明展青少年创新发明展区侧记

文·实习生 李天波

■最新进展
文·孝 文

在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古哺乳动物展厅，庞大

的巨犀与剑齿象化石骨架居中并立，冲击着观众

的眼球；摆满展柜的珍贵化石与贴遍四壁的图文

展板，令人目不暇接。但让不少观众印象深刻的，

却是展厅角落由一台体重秤、一块电子屏组成的

“和恐龙比体重”互动设施。

类似这样的展示手段，如今在国内不少自然类

博物馆中都可以见到。不过在北京自然博物馆的设

计师程晓看来，这种“貌不惊人”的设计其实设计思

路并不简单，也不是每家博物馆都已掌握了其中的

精髓。“展示中加入科技手段和娱乐元素，不仅是鼓

励观众参与，更重要的是配合展品内容，用有趣的方

式阐示一些展品本身难以表达的概念。”

尽管声光电特效、仿真模型和虚拟展示技术

近年来已渐成产业，但只要是较具规模的大型自

然类博物馆，通常依然坚持“标本为王”。与高科

技手段相比，实物展品、特别是某些绝版藏品的珍

贵价值，对观众好奇心的满足以及全方位的感官

刺激，依然不可替代；再配上图文并茂的说明乃至

有趣的故事，一块貌不惊人的化石也会变得充满

魅力。

“我们的展览内容大纲一般是科研部门来撰

写，不过专家出于职业习惯，不自觉就会把内容写

得太学术化了些。所以在设计阶段一般是由科研

与展览策划部门配合，让展览的形式、内容都能适

应观众的需求。”程晓说，目前问题是展览策划中

科普教育人员的作用往往被忽视，会一定程度影

响到展览内容的教育、传播效果。

静默的展品、幽深的展厅，其实也给博物馆营

造了一种捉摸不透的神秘感，并成为一笔独特的

科普文化资源。2006 年，北京自然博物馆率先在

国内推出“博物馆奇妙夜”主题活动，夜宿博物馆

的奇妙体验加上制作标本、特色讲解、科普剧表演

等配套的主题活动，给许多小观众和年轻父母留

下了深刻印象。

程晓表示，博物馆的基本陈列需要一定的稳

定性，只要能满足科普需求，往往可以保持相对较

长的时期。“而要让观众保持对自然博物馆的新鲜

感，吸引更多‘回头客’，还需要发挥馆藏标本的潜

力，与国内外博物馆开展合作，不断推出有特色的

临时展览。”如近几年北京自然博物馆与俄罗斯、

美国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合作举办的“猛犸象展”和

“达尔文展”，就吸引了不少从小看自然博物馆展

览长大的北京市民。

————展示篇————

提升观众体验，不光靠声光电

五光十色的宝石、玉石、矿石、化石，让参观中

国地质博物馆的观众感到犹如身处宝库之中。而

聆听不久前刚刚荣获“北京博物馆十佳讲解员”称

号的高源一番讲述，这些石头的魅力值还可以再飙

升几个档次。

在不少人记忆中，讲解员的形象恐怕还停留在

照本宣科、常被内行指出错误的初级阶段。其实在

今天的自然类博物馆里，要干好讲解员这份活可没

那么容易，不光要像主持人一样练口才，还得像研

究生一样学习科学知识，像心理学家一样分析观众

需求。

“在地质博物馆，讲解员不是一个人，背后可是

亿万年的地球演化历史。”高源介绍说，岩石看似了

无生机，但矿物晶体会生长，火山会喷发，地壳会运

动，这些都是大自然在亿万年间上演的壮观剧目，

也营造出了许许多多童话般的地质奇观。而无论

是日常解说还是在馆内外开展科普活动，只要能对

不同观众的心理和兴趣把准了脉，坚硬的石头也能

在人们心中播下科学的种子。

作为“硬件”的自然博物馆静态展示，不仅

相 对 固 定 ，而 且 信 息 容 量 受 限 ，即 便 用 高 科 技

手段也只能进行很少量的互动。而要满足观众

个性化的求知欲，赶上学科前沿的最新成果，讲

解和科普活动这些“软件”就必不可少。因此，

如今的自然类博物馆不仅通过举办讲座等活动

把观众“请进来”，同时也在积极把科普课堂开

进学校、社区和乡村，在更广阔的天地中发挥自

身价值。

与此同时，科普教育的角度也在改变。“不能再

是灌输性的‘我要讲些什么’，而要从观众的需求出

发，多琢磨‘你想了解点什么’，让观众在了解知识

的过程中收获快乐。”高源说。

历经 200 余年的发展历程，虽然收藏、研究与

展示至今仍是现代自然类博物馆的三大功能，但社

会教育正成为其越来越重要的使命。科学与社会

现实日益紧密的联系，人口对资源环境日渐凸显的

压力，促使今天的自然类博物馆不再扮演冷艳高贵

的“象牙塔”，而是以愈加亲切、开放、贴近现实生活

的姿态迎接公众，努力使科学教育成为越来越多人

生活中的一部分。

————教育篇————

让知识传播成为快乐源泉

“看标本太伤心了，我要去动物园看活的！”一

位参观完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妈妈，在微博上替小

女儿诉说心中的难过。

不光是孩子，“死”标本或许在不少成年观众

看来也显得有些冷酷、乏味，远不如活生生的动物

有吸引力。在自然博物馆里当了 200 多年主角的

动物标本，该如何吸引热爱动物的现代人呢？

“制作精良的标本，其实也展现着一种凝固的

生命之美，而且现在的珍稀动物标本大多来自动

物园里死去的动物。”国家动物博物馆策划总监、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博士张劲硕这样解释。

张劲硕表示，与动物园相比，自然博物馆重在

提供系统、全面的知识介绍，以及独特的静态观察

机会。无论是分辨东北虎和华南虎的区别，还是

观察各种蝴蝶、甲虫的细节特征，都是只有看动物

标本才能体验的快乐。

另外自然博物馆与动物园的联系，也远远不止交

接动物遗体这一项。如今在北京动物园举行的科普

游园活动中，张劲硕常常和动物园的明星饲养员强强

联手，联袂讲解。“博物馆、动物园和自然保护区，各有

各的优势。除了硬件的互补，还可以合作开展科普活

动，通过发挥各自专长来实现‘1+1+1>3’的效果。”

根据国际博物馆协会的定义，不仅是综合性

自然史博物馆以及生物、地质、天文等科学专题博

物馆，科技馆、动物园、植物园和自然保护区等其

实都属于“自然博物馆”这支科普集团军。而我国

虽早在 1980 年就成立了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但

由于其各分支分属不同主管部门，长期各自为战，

直到近年科普合作才逐渐增多起来。

张劲硕认为，一个城市的科普场所应该形成

相互联动的“大科普”链条，以满足人们不同层次、

不同角度的科普需求。拿动物科普来说，如果游

客光去动物园已不能满足求知欲，那么还可以到

自然博物馆了解动物的内在结构与分类、演化，去

市郊保护区探寻身边的野生动物，通过体验不同

的科普服务，对大自然的感悟也会逐渐加深。

随着学术界对交叉研究的重视，“大科普”也愈加

强调展示学科间的互动融合，将科学、自然、技术与人

类编排成一首首主题交响曲。在上海科技馆，构造精

奇的能量穿梭机、爬壁滑轮组让数理化原理一下子变

得奇妙；声光电营造的“火山喷发”“雨林雷电”与传统

的动植物标本共同展现着大自然的壮阔；4D影院播

放的则是古生物题材的原创科普电影……几年后，这

里还将与改建中的上海自然博物馆、筹建中的上海天

文馆形成资源互补、“三馆合一”的博物馆群，共同成

为培养科学兴趣与探索精神的科普殿堂。

尽管丰满的科普理想时常遭遇资金不足、体

制障碍、经验欠缺等骨感的现实，但科技与社会在

进步，人们对科学的向往在持续，自然博物馆的创

新也不会有终点。

————角色篇————

融入“大科普”集团军

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动物标本吸引小观众

今年 10 月 27 日，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罗斯福

纪念厅经过历时 3年、耗资 4000万美元的全面整修

后重新开放。该馆是全世界最大的自然类博物馆

之一，始建于 1869 年，有多达 3600 余万件展品，45

个常设展厅，涵盖内容包括天文、地球资源、人类、古

生物和现代生物5大类。互动式参观和教育设备使

博物馆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成为美国各年龄段学

生和成年人最喜爱的科普教育基地。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核心使命是通过科研

和教育传播科学知识，发现并解释自然和宇宙现

象。除了与世界 100 多个国家的科研人员合作开

展研究工作，博物馆还与美国许多学校建立正式

伙伴关系，帮助学校和教师安排各种教学活动，并

以创新方式向社区展示各种展品。此外，该馆每

年还举行一次“青少年自然学科论文评比活动”，

旨在激发青少年对自然科学的兴趣。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展示科研教育三位一体

东方通振兴民族基础软件产业
本报讯 作为国产中间件领域的佼佼者，东方通日前在

北京举办周年庆典活动，对其在成长过程中取得的成就进行

总结和庆祝，并使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在新员工身上延续。

企业文化是一家公司得以生存并持续发展的内在“基

因”和驱动力，在“构建一个伟大的公司”目标的指引下，东方

通给员工搭建了一个平等、开放、人性化的职业发展平台。

一方面，对内营造一个充分尊重的环境，使每个员工都能身

心愉快的实现自身价值，推动企业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对外

建立一个提供良好服务的环境，坚持以“以客户为中心”的服

务理念，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贴身服务。

据悉，东方通先后承担了科技部、发改委、工信部等部门

组织或委托开发的多个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在消息中间件、

交易中间件、集成中间件、应用服务器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

技术创新成果。其中包括消息中间件 TongLINK/Q、应用服

务器 TongWeb、应用集成中间件 TongIntegrator 等多元化的

中间件产品，形成了完善的中间件产品体系架构。同时，东

方通还根据行业用户的特殊需求进行产品研发和优化升级，

开发出通用文件交换平台 TongGTP、互联网文件交换平台

TongWTP等行业领域平台（VSP）。此外，东方通还基于对前

沿技术的长期关注与研究，开发出面向物联网、车联网等网

络应用模式的实时传输中间件 TongLINK Real-Time，提供

大并发网络连接、实时数据传输等功能，支撑物联网系统高

效运行。 （滕继濮）

石武客专（河南段）获国家级环保大奖
本报讯 日前，经过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认真考核评

审，中铁四局石（石家庄）武（武汉）客专（河南段）一分部获得

了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示范工程大奖。

中铁四局石武客专（河南段）一分部位于河南省新郑市

境内，桥涵主要工程为薛店特大桥，路基段工程全长 2228.4

米。在工程施工中，中铁四局石武客专（河南段）一分部以建

设一条绿色、生态、环保的客运专线为目标。通过工程建设中

以桥代路，施工便道尽量利用既有便道，做到了少占林地、耕地

和农田。此外，工程垃圾、生活垃圾则集中收存外运。废水、废

油设置专门的回收装置，集中处理。还采用了“工程措施拦

挡、生物措施固土”的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方案和路基边坡及

两侧防沙林生态防护施工工艺确保了施工过程中水土保持，

有效减少了施工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和污染。 （文良诚）

变电站智能巡视机器人上岗
本报讯 日前，在郑州供电公司 110千伏牛寨变电站机器

人室门口，一个高约 1.1 米的机器人沿预置轨道驶出，对室外

高压设备逐一进行巡视。在设备区每次停靠时，它都朝向指

定设备对设备进行整体扫描，再针对接头等重点部位拉近进

行观测，详细检查设备状况。变电站主控室内，一名运行人

员正目不转睛地监视着机器人回传的视频镜头和红外图谱，

分析屏幕上一行行实时数据。

巡视机器人解决了恶劣天气下巡检难度和危险度大的

问题，能够更有效地保证设备巡视质量，提高工作效率，降低

运行人员的工作强度，而且能为无人值守变电站的推广应用

提供创新的技术检测手段，进一步提高变电站巡检的可靠性

和安全性。 （刘冰 王辉）

据国外媒体报道，丹麦工程师发明了一款奇特的眼镜，季节

性情绪失调患者只需佩戴30分钟便可收到情绪改善的效果。

这款眼镜装有 6个发光二极管，可产生一个强大的光场，

明亮的白光通过一个曲面反射器反射到眼镜上，却不会影响佩

戴者的视线。发明者表示每天佩戴这款眼镜30分钟便可获得

积极的“正能量”，帮助改善情绪。

在英国，大约每 50个人中就有 1人存在季节性情绪失调。

这种疾病的主要症状是持续性情绪低落以及对各种活动的兴趣

明显下降或者闷闷不乐。季节性情绪失调通常在9月至11月间

出现，可一直持续到3月或者4月。

发光眼镜改善情绪

■一周趣图

据国外媒体报道，在最近一项研究中，豚鼠的内耳被成功地

转化为生物电池，这预示着类似技术很可能在人类身上成功应用。

“内耳电池”的电力来自内耳内淋巴液和外淋巴液的电

荷差。这一能量来源相对其他方法如体热、肌肉运动或颤动

等更加稳定。豚鼠的内耳结构与人类非常相似。研究者将

电极植入豚鼠的内耳中，成功地为连接电极的无线电发射器

提供了电能。整个过程中，豚鼠的听力未受到大的伤害。这

是科学家首次能够控制哺乳动物体内的电化学能。

下一步，研究人员计划将电极和电子设备同时植入豚鼠

的耳朵中，而非仅仅植入电极。“最终，我们希望这项技术能

应用在人的身上。”研究人员说。

豚鼠内耳化为电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