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要去看恐龙喽！”6 月 10 日一大
早，才四岁半的小侄女于梦溪，就兴奋地
嚷嚷着让我带她去中国古动物馆看恐龙。

其实这也是我此次来北京的旅游计
划之一。因为在 5 月末的一天，我从中
国科普网上看到了北京科技周上的一场
科普嘉年华活动，就是在中国古动物馆
举行的，而其中古生物中的明星——恐
龙 的 巨 大 骨 骼 图 片 深 深 地 吸 引 了 我 ，

“ 到 北 京 去 ， 到 中 国 古 动 物 馆 看 恐 龙
去！”

人类是脊椎动物类的一员
当我领着于梦溪走进古脊椎动物馆

一楼主展厅，就遇见了一位小小讲解
员，她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在利用休
息日义务为小朋友们服务。听着她通俗
易懂的语言，我了解了什么是化石？什
么是脊椎动物？脊椎动物的演化历史是
怎样的？

化石是埋藏在地层中的古代生物的
遗体、遗物和遗迹。在动物身体中，比
较硬的部位才容易形成化石，比如蝙蝠
的骨骼、鹿类的头骨和牙齿、骨质的角
等，这些都会形成遗体化石。

“大家摸摸自己的后背，是不是有一
条硬硬的脊柱？它是由很多块脊椎骨构
成的。简单地说，脊椎动物就是长了脊

椎的动物。”小小讲解员告诉我，人类
是脊椎动物的一个成员，最早的脊椎动
物是无颌鱼类，在 5 亿多年前的海洋中
首次出现；大约 4 亿多年前，出现了有
颌脊椎动物，大约 3.6 亿年前从肉鳍鱼
类演化出了两栖类；大约 3 亿多年前从
两栖类演化出了爬行类，大家熟悉的恐
龙是爬行类的成员；大约 2.3 亿年前从
爬行类中演化出了鸟类和哺乳类。我们
人类是哺乳类的一员，出现得很晚，大
约 600 多万年前最先出现在非洲。

“我是中国恐龙五宝之一啦”
咦，我在一楼的两个立柱上，看到

“中国恐龙五宝”——溪溪、青青、禄
禄、辽辽、疆疆。“我是漂亮的恐龙溪
溪啦！”于梦溪高兴得不停地拍手。

2011 年古动物馆选出了有代表性的
产自中国的五种恐龙。按着介绍上的提
示，我俩开始在馆中寻找这五宝的身影。

围绕着一楼的恐龙池展区，我们找
到了“合川马门溪龙”，产自四川的侏
罗纪晚期的大型素食恐龙，全长 22 米，
因为它的身材实在太大了，以至于它的
头都仰到了二层楼的天花板啦！女孩

“ 溪 溪 ” 是 它 的 形 象 大 使 ； 棘 鼻 青 岛
龙，产自山东白垩纪晚期的大型鸭嘴恐
龙，曾经出访过日本、英国、新加坡等
很多国家，男孩“青青”是它的形象大
使；单嵴龙，产自新疆侏罗纪中期的肉
食性恐龙，头上有一条骨质的嵴，男孩

“疆疆”是它的形象大使；产自辽宁白
垩纪早期的小盗龙，是具有四个翅膀的
带羽毛的恐龙，也是世界上最小的恐龙
之一，男孩“辽辽”是它的形象大使。

在展区二楼，我们终于找到了禄丰

龙，产自云南侏罗纪早期的恐龙，既是
是中国时代最早的恐龙之一，也是第一
具由中国人自己发掘、研究、装架的恐
龙，女孩“禄禄”是它的形象大使。

鸟类是从恐龙演化出来的呀！
在电影厅，我和溪溪观看了 3D 电影

《会飞的恐龙》。我俩似乎穿越回 1.6 亿
年前：在一片古老温暖的地方，恐龙在
悠闲地散步，鸟儿在自由地飞翔，鱼儿
在欢快地戏水……突然间火山喷发，鸟
兽们惊恐万状，“快跑，快飞起来啊！”
小侄女溪溪着急地大声喊了起来。只见
无数的鸟兽们被埋葬火海，而有的恐龙
竟变身鸟类勇敢地凌空翱翔起来，热河
鸟、祖始鸟等飞向了远方！“恐龙真的
飞起来了。”电影厅里顿时响起了小朋
友们的一片欢呼声。

为求证鸟类是否从恐龙演化而来，
我领着溪溪来到“热河生物群展区”。
看展板介绍说热河生物群生活在 1 亿 3
千万年前的中生代，最大的特色就是发
现了“带羽毛的恐龙”，随后在热河生
物群又发现了很多种带羽毛的恐龙。恐
龙的身上发现羽毛，证明鸟类的确是从
恐龙演化出来的。

一上午在古动物馆里的参观，通过
丰富的展品和故事，学到了许多有关恐
龙的知识，不知不觉中领悟到生物进化
的玄奥，开阔了眼界。馆内的小小讲解
员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也希望像她
一样当一名讲解员，在讲解的过程中，
提高自己学习最新科学知识的能力以及
锻炼讲述科学的能力。

文/韩智宇
（长春市一实验小学银河校区六年级6班学生）

了不起的历史进步
所谓“阴阳五行”是属于中国古代

科学的一个概念、一种范畴，当古人用
这种概念来解释事物的变化、认识事物
时，它实际上比过去的神话、巫术有了
了不起的进步。

康德说过，要认识世界，就需要用
一种框架去认识事物。“阴阳五行”在
中国古代就提供了这样一种构造世界图
景的框架，这是中国古代科学的基础。

也许有人会问，“阴阳五行”不是
一种封建迷信吗？怎么会是科普内容
呢？其实，它只是一种概念，是一种古
人认识世界的语言，它既可以用作科学
研究，合理地解释自然现象，也可以被
滥用，被用作占星、巫术，可以变成迷
信。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些迷信的存在，
就说“阴阳五行”本身就是封建迷信，
这是两码事。

科学不是终极真理
这其中还涉及一个问题，就是我们

怎样来看待古代的科学、怎样来看待科
学史。

首先，任何时候，科学都不是终极
真理，它只是一个寻找真理的过程。中
国的“阴阳五行”就是为我们展示了一
种古代认识世界的方式，它的有些方面
看起来很不科学，有点粗糙，但是它不
是巫术不是迷信，它是一种认识世界的
方式。

其次，我们传播科学时其实绕不开
一些不正确的知识。所以，在 《中国公
民 科 学 素 质 基 准》 里 写 入 “ 阴 阳 五
行”，是为了让我们了解这个概念，而
不是要求我们把它当作科学真理来对
待。

再次，“阴阳五行”在中国的文化

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它是中国人语
言和思维的一部分，它曾经在历史上发
挥很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阴阳五行”确
实很重要，但它是哲学内容。在我看
来，即便是哲学的内容也是可以科普的。

正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最后我们来讲一讲“阴阳五行”对

于现代科学的现实意义。
丹麦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玻

尔在自己的勋章上，就设计了一个阴阳
鱼的图案。当然这个阴阳同中国古代的
阴阳已经不一样了，但是人们开始借助
中国古代的概念来对新的知识进行重新
思考，这难道不是我们阴阳五行对现代
科学的一种影响吗？

如果我们搜索一下 15 年来西方主要
杂志上的论文就会发现，其中标题里直
接出现阴阳、阴阳概念的论文数量就有
700 多篇。可以说，阴阳概念对现代科
学正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最后我想说，我们的科普不仅是要
传播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教人们怎样思
维、怎样进行批判和比较，最终实事求
是地去追求科学精神，这才是我们要做
的科普。 解放网 文/徐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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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科学时绕不开一些不正确的认识

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作为进
化遗传学家的金力首先抛出了这个
问题。他认为，根据进化遗传学理
论，应该是先有鸡蛋，然后才有鸡。

金力解释说，基因突变可分为两
种：生殖细胞突变、体细胞突变。
前者是可遗传的；后者不可遗传，
在人体内可能引发癌症。从这个科
学原理是否可推断：在生物进化史
上，鸡的一个祖先某天生出了一枚
蛋，这枚蛋发生了可遗传的生殖细
胞 突 变 ， 孵 化 出 的 不 再 是 鸡 的 祖
先，而是鸡。“所以是先有鸡蛋，后
有鸡。”金力的这番话，平息了在场
青少年听众的争论。

据悉，金力带领复旦大学团队，
多年来对东亚人群的迁徙历程做了
深入研究。利用线粒体 DNA、Y 染
色体、常染色体全基因组分析，研
究人员发现，东亚人群经历了两次
扩张。第一次扩张发生在末次盛冰
期结束后 （1.3 万年前），可能驱动了
农业的产生。第二次扩张出现在农
业产生后 （6000 年前），如今的汉族
主体 （占比 40%） 源于 3 个参与此次
扩张的支系。

在过去近 40 亿年的时间里，地
球上每一种生物的演化都遵循着自
然的规律，基因支配着生命的基本
构造，记载着生命孕育、生长、凋
亡过程的全部信息。通过基因我们
可以了解到人类过去的历史与生物
进化的法则。到了 21 世纪，人类打
破了自然界的进化“法则”，人工智
能的出现向进化论提出挑战，甚至
在“智能”上撼动人类数百万年来
的地位。

目前，对于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应
用多偏重模仿人类的理性思维和逻
辑智能。但吕宝粮教授则认为，机
器 人 除 了 需 要 具 有 强 大 的 逻 辑 智
能，还需要具有符合人类伦理、道
德和生活习俗的情感智能。

《中国科学报》2017.6.27 文/黄辛

院士讲科普：

先有蛋，后有鸡

小小恐龙迷古动物馆小小恐龙迷古动物馆““追星追星””记记

恐龙马门溪龙——“溪溪”

7 月 1 日，2017 年食品安全宣传周中
国科协主题日——“食品安全进万家”
活动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中
国经济网总编辑崔军在会上致辞表示，
科普工作对提高全民素养具有重大意
义，食品安全关系着国计民生，全民食
品安全科学素养关系着大国发展。

依托“健康中国”的时代背景，中
国经济网汇聚社会各界力量，在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指导下，连续三
年 开 展 “ 食 品 安 全 科 普 创 新 公 益 大
赛 ”， 不 断 开 创 新 的 食 品 安 全 科 普 形

式，让大学生和公众以生动有趣的方式
来学习食品安全知识，推进食品安全理
念普及，营造健康积极的舆论环境，让
新生代不仅仅成为食品安全知识的学习
者，更成为食安知识的科普者，成为破
除“网络食品谣言”的主力军。

主题日上，2017 第三届食品安全科
普创新公益大赛正式启动。崔军表示，
2017 年全新升级的“食品安全科普创新
公益大赛”将以互联网为主阵地，号召
高校学子“食安 E 起来”，组建全国食品
安全科普创新高校社团联盟，由食品安

全权威专家提供专业护航，通过举办趣
味性、开放性的食品安全科学知识竞
赛，打造权威食品安全科学知识学习平
台，吸引大学生及公众积极参与线上线
下食品安全科普活动；同时开展食安控
达人赛、食安总动员等一系列生动有趣
的活动，紧贴新生代互联网特色，寓教
于乐，强化大学生在食品安全知识传播
中的主人翁意识，通过“动员一个学
生”，来“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
会”，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共享。

中国经济网 2017.7. 1 文/ 李方

全民食品安全科学素养关系大国发展

诺贝尔奖得主玻尔在自己的勋章
上，设计了一个阴阳鱼的图案。

6 月 24 日，题为“从智人到神人
——人类的未来将会如何？”的上海
科普大讲坛在上海科技馆举行。中
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金力和上
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教
授吕宝粮分别从基因进化和人工智
能的角度畅谈人类未来。

去年，“阴阳五行”、“天人合一”被作为基准点写入 《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
准》，迅即受到公众的关注，也引发了一些争论；不久前，“SELF格致论道”讲坛
邀请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孙小淳等嘉宾对相关话题进行了讨论；今天的
讨论，不是网上所说的“科学之争”，而是我们应该怎样做好科普这件事情。

2017第三届食品安全科普创新公益大赛正式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