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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见鬼子不挂弦”。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电影 《地
雷战》 风靡全国，地雷成为当时人们最熟悉的抗日兵器，
这句经典台词也不胫而走、妇孺皆知。真可谓：“一磷二硝
三木炭，土法制雷摆战场。上天入地皆挨炸，定叫日寇心
胆寒。”

地雷，是一种埋入地下或布设于地面的防御性爆炸武
器，主要用于杀伤敌人有生力量，或炸毁敌人军车、坦
克、装甲车, 破坏道路、桥梁和建筑, 以阻碍敌军通行。据
考证，地雷发源于中国。南宋高宗建炎四年 （公元 1130
年），金军攻打陕州 （今三门峡市），宋军就使用埋设于地
面的“火药炮”(即铁壳地雷)，给金军以重大杀伤。到了公
元 14 世纪中叶，明军中出现了采用机械发火装置、真正意
义上的地雷。而欧洲，直到 15 世纪的要塞防御战中，才开
始出现地雷兵器。

现代地雷通常由外壳、装药、引信和目标传感器组成。
目标传感器一经触发，即通过引信引爆装药，爆炸瞬间释
放巨大能量，高温、高压冲击波通过裹挟破碎的预制外
壳，高速散射毁伤目标。据统计,“二战”期间，盟军战损
的坦克中，超过20%是被反坦克地雷炸毁的；苏军使用各种
地雷2.2亿枚，炸毁德军坦克近万辆，伤毙德军十余万人。

地雷种类繁多, 威力差异巨大。一颗装进导管、朝向地
面的步枪子弹，安上压发装置，就是一枚最简单的压发地
雷。越战中，美军为此吃尽了苦头：一旦踩上这种微型地
雷，脚板即被射穿，丧失战斗力不说，还给同伴造成巨大
的心理恐慌。地雷的装药如果被换成核原料，就可改装成
埋在地下的小型原子弹，毁伤威力立刻剧增。

地雷铺设于水下，就成了水雷。水雷是一种威胁持久、
攻防兼备、主要用于对付舰艇和潜艇的水中兵器；进攻时
可封锁港口或航道，限制敌方舰艇行动；防御时可保护己
方航道和舰艇，开辟安全水域。水雷最早也是由中国人发
明。据传，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 （1549年），一位叫伍仕富
的明军水兵制造出了堪称世界上第一枚水雷的“水底雷”，
并给来犯的倭寇战舰以重创。这种水雷用木箱装黑色炸
药，用油灰粘缝防水，通过调整锚索长度来控制布设的水
深，并由人工操纵击发。

水雷在历次海上封锁作战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二战”期间，各交
战国共布设了 110 多万枚水雷，炸沉艇船 3700 余艘。1952 年，朝鲜人民军
在元山港外布设 3000 多枚水雷，迫使美军因扫雷推迟登陆计划达 8 天之
久。海湾战争中，伊拉克海军可谓毫无建树，唯有布设的1200余枚水雷损
伤了多国部队9艘舰艇，其中还包括4艘美国战舰，总算挽回了一点颜面。

传统水雷存在一个致命的缺点——不能辨别敌友。“二战”时，英、德
海军展开了激烈的封锁与反封锁海战。在一个港口，德国海军每逢单日就
去布雷，英国海军逢双日就派舰扫雷。敌我双方就这样来回布雷、扫雷，
重复作业，一度相安无事。一天，德军按惯例又派布雷舰到港口布雷，谁
知却被水雷炸沉，这水雷还是自己前天布设的。原来，是英国人一时偷
懒，头一天没有按惯例派舰扫雷，让德国人摆了“乌龙”。被俘的德国军官
非常生气，指责英国军人不认真，没有尽到扫雷的职责。绅士的英国军人
很过意不去，只好每天都给被俘的德军好吃好喝，以作补偿。

现代战争使地雷跳出地面，加入空地一体的作战行列，天雷由此应运
而生。防空气球是最早的“空中飘雷”，苏军“二战”时曾将它应用于莫斯
科保卫战。这种气球通常由许多用橡胶或尼龙膜制成的囊状气球组成，即
使被炮火击中也只是部分受损，仍可保持必要的升力。苏军布下的这种

“空中飘雷”有效地封锁了德国轰炸机编队前进的空中航道，粉碎了纳粹狂
轰滥炸首都、迫使苏联人民放弃抵抗的图谋。

冷战后研制成的一种天雷是由空防炸弹、氦气球和操纵系统组成。使
用时，只需启动开关，天雷上的压缩气体弹就会自动快速充气，随后被自
导机构送入指定作战空域，形成纵横交错的空中雷场；飞机一旦触雷，就
会被炸毁。据资料介绍，外军已研制出一种主动式天雷系统，一旦有飞行
器从空中雷场附近飞过，天雷系统的自导机构就会自动跟踪、追击, 直至
将飞行器炸毁。

如今，外太空的激烈争夺使得相关国家加快了反卫星武器研制步伐，
太空雷必将脱颖而出。借助最新科技成果，地雷也不断朝着隐身化、自动
化、智能化、网络化、信息化方向发展，古老兵器焕发青春，必将大显身
手。与此同时，鉴于地雷所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国际上“禁雷”“限雷”
呼声也日益高涨，《禁止地雷公约》《地雷议定书》 等国际公约相继问世。
祈愿未来地球再无杀伤性武器，世界各地充满和平。

这正是：“地埋水设天宇飞，立体攻
防巧布雷。身残体缺惊敌寇，魂飞胆丧泣
神魁。出奇制胜兵诡道，先声夺人计谋
为。古老军械青春焕，和平声浪彰新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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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苏

青青

邮票是囯家的名片，邮票选题
意义重大。新中国成立伊始，为了
展示我国古代科技成就，树立古代
科学家的丰碑，国家邮电部于1955
年起有计划地发行《中国古代科学
家》 系列邮票。从 1955 年的第一
套到 2002 年的第四套，中间跨越
了47年。4套共发行了邮票20枚，
另发行4枚小型张。 已发行的4套

《古代科学家》纪念邮票，16位有
着突出科技成就的古代科学家荣登
方寸。他们是：张衡、祖冲之、僧
一行、李时珍；蔡伦、孙思邈、沈
括、郭守敬；李冰、贾思勰、徐光
启、黄道婆；扁鹊、刘徽、苏颂、
宋应星。

十几年后，中国邮政又于2018
年起发行 《中国古代科学家及著
作》 系列纪念邮票，其第一套 4
枚，分别为李时珍及其 《本草纲
目》，宋应星及其《天工开物》。

以上邮票都以中国古代杰出科
学家的画像和反映他们科学实践活
动的图画作为图案，古朴典雅，历
史感强，看了令人起敬，让人自
豪。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极为重视科技
工作，培养了一大批科学家，他们
以坚定的爱国主义，顽强的探索精
神，踏实的勤奋工作，为国家的经
济建设，为民族的科技振兴，作出
了卓越的贡献。为展现他们的辉煌
业绩和伟大精神，国家邮政部门有
计划的发行《中国现代科学家》系
列纪念邮票。

1988年发行的《中国现代科学
家（一）》纪念邮票千位人物为地
质学家李四光、气象和地理学家竺
可桢、物理学家吴有训、数学家华
罗庚。

1990年发行的《中国现代科学
家 （二）》纪念邮票4位人物为医
学家林巧稚、天文学家张钰哲、化
工学家侯德榜、农学家丁颖。

1992年发行的《中国现代科学
家 （三）》纪念邮票4位人物为数
学家熊庆来、微生物学家汤飞凡、
内科专家张孝骞、建筑学家梁思
成。

2006年发行的《中国现代科学
家 （四）》纪念邮票4位人物为林
学家梁希、桥梁学家茅以升、物理
学家严济慈、物理学家周培源。

2011年发行的《中国现代科学
家 （五）》纪念邮票4位人物为生
物物理学家贝时璋、应用力学、航
天与系统科学家钱学森、石油化学
工学家侯祥麟、核物理学家钱三
强。

2014年发行的《中国现代科学
家 （六）》纪念邮票6位人物为核
物理学家王淦昌、大气物理学家赵
九章、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核物
理学家邓稼先、核物理学家朱光
亚、计算机科学家王选。

2016年发行的《中国现代科学
家（七）》纪念邮票4位人物为地质
学家丁文江 、农学家金善宝、物理
学家叶企孙 、气象学家叶笃正 。

以上 30 位杰出科学家都在国
内外闻名遐迩，功绩卓著，在我
国和世界科技史上均占有重要地
位。集邮爱好者特别是青少年通
过纪念邮票中古今科学家群英
谱，可以领略这些科学大师的风
采，缅怀他们的科学贡献，在艺
术欣赏的同时激励自己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
奋斗！
（感谢国家邮政局提供邮票图样）

方 寸 之 间 的 中 国 科 学 家 群 英 谱
□□ 王渝生

作为国家邮政局纪念邮票选题咨询委员会委员，我参加了纪念邮票中反映中国古今科技
成就特别是科技人物系列邮票的选题工作，感触甚深。

（作者系
国家教育咨
询委员会委
员，中国科
技 馆 原 馆
长 、 研 究
员。）

余生趣潭

青诗白话

2017年2月，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提出将科学课由启蒙性课程转变为与语文、数学
同等重要的基础性课程，小学阶段需要从一年级开始开设科学课，并且每周至少一课时，并于去年秋季开始执
行。于是，如何更好地开展科学课，如何让更多孩子对科学知识产生浓厚兴趣成了讨论的话题。

12月1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研究员、行星科学家郑永春与猿辅导一
起推出了一套系列天文科普课，用4节
直播网课为小学生们讲授月球、火星、
太阳系和宇宙、黑洞相关的天文知识，
同时展现了我国在探月、航空航天领域
的研究探索，课程不仅吸引了全国各地
小学生和家长的广泛关注，还有不少公
立学校的老师也报名听讲“取经”。

直播课上，小学生们不但跟随科学
家学习了专业的天文知识，还通过语音
连麦提问科学家，直接获得专业、权威
的问题解答。为了能让小学生更容易理
解专业、深奥的天文名词和宇宙现象，
这套课程的内容进行了专门的设计，加
上郑永春浅显易懂的讲述，配合大量动
画、视频演示，让很多家长也饶有趣味
的陪着孩子一起听讲。

课后，很多学生留言说，“还是第
一次跟科学家这么近距离的交流”“听
了课，感觉宇宙也是可以被人类认知

的，探索宇宙原来是这么有趣的事
情。” 一位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公立小学
的科学老师也表示，“郑永春老师的课
很生动。”

“用网课的形式给全国的小学生讲
天文我也是第一次尝试。”郑永春从
2004年开始致力于天文科普。为此，美
国天文学会将卡尔 · 萨根奖授予了他，
表彰他在天文科普领域的突出贡献，他
也成为获得这一奖项的首位华人。

“当你坐在屏幕前，听到来自新疆
巴州的小朋友问你地球会不会爆炸，那
种感觉是很兴奋的。”郑永春表示，“这
节课上，还回答了来自江西九江、宁夏
银川、江苏镇江、广东东莞、北京海淀
同学们的提问。全国各地的孩子聚在一
起听你讲课，这不仅仅使知识传播有了
更大范围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你还能深
刻感受到不同地区孩子们对于未知科学
的渴求，对于神秘宇宙的好奇，这也让
我觉得科学课、科普课应该在更大范围

上开展、推进。”
而上好青少年科学课的难点在于，

不仅要求主讲老师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功
底，还需要用孩子听得懂的话来讲述、
解释复杂的科学原理，对于师资的高要
求成了部分地区科学课难以有效开展的
主要原因。而科学家的积极参加使这一
问题有了解决路径，不仅为教学内容提
供强有力的专业性支撑，也使偏远地区
的孩子有了近距离接触科学家的机会。

猿辅导相关方负责人表示，科学家
们的时间很宝贵，他们都是利用科研工
作以外的业余时间来进行科普传播，现
在有了科技的助推，实际上，也让科学
家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有了更高的效率。

这次直播课后，郑永春受邀带领猿
辅导的工作人员一起前往大别山革命老
区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开展科普教育扶
贫活动。与当地的师生进行了深入的沟
通、交流，并为孩子们带去了太空地图
作为礼物，以此鼓励每个孩子拥有探索

宇宙的梦想；同时，也听取了当地学校
对于科普网课的意见和反馈。

当地老师在交流中表示，学校的科
学课课时增加后，很多时候科学课往往
只能由语文、英语等其他学科的老师兼
任，在科学课的上课技巧和内容专业性
上确实需要更多外部的专业指导和支
持。从这个角度出发，这次天文科普网
课也为当地学校科学课的开展提供了一
种新思路，老师们也可以通过在线听讲
观摩，一方面补充、增强科学领域的专
业知识，同时在授课技巧上汲取更多的
专家经验。

郑永春表示，科学课的意义不仅关
乎公民科学素养的提高，而且让更多青
少年们走进科学课堂，还影响着未来的
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而做好科普传播
也是每个科研人员的社会责任，科学家
应该推动科学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借助
科技和网络手段，让科学发挥更大的社
会价值。

科科学家上网课学家上网课 推进科学课发展新思路推进科学课发展新思路
□□ 科普时报记者科普时报记者 李李 苹苹

上图：郑永春直播课程截图
下图：安徽省金寨县仙花实验学校的孩子们在学习太空地图

现实生活中常常会听到别人
说，如果怎么样就会怎么样，或者
是如果不怎么样就会产生某种严重
后果。而且，在一些重要领域的争
论中，也常出现这种谬误思维。比
如在科学与宗教的争论中，就常听
那些信教的人会说，“如果没有上
帝，科学将会毁灭地球”，或者

“如果万物不是上帝创造的，宇宙
不可能这样有秩序”，而平常百姓
也常常会说：“不相信上帝存在，
会遭报应”。

这是很典型的“神逻辑”，其
目的很明确，无非是要人们相信他
的主张，其做法都是采取非常荒谬
的逻辑。前者，用错误的结果，让
人相信上帝的存在；后者用诉诸恐
惧的办法，让你跟他一样相信，或
者相信他的行为正确。而且两者都
是信徒和骗子的典型思维模式。比
如，路边的算命先生就经常用恐惧
思维来诱骗群众，先是讲你在体征

上 （通常是面相或者“八字”） 上
有什么反映，或者有什么缺陷，如
果不进行补救，就会有什么灾难，
或者会波及儿孙，等等。大多数人
可能会被这种恐吓性的语言吓住，
于是就“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跟
着别人的思维跑。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一旦失去
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人们就会随着
引导者的思路去思考问题，久而久
之就会被洗脑，而做出很多荒唐的
事情。骗子之所以成功，就是利用
了人们的这种谬误思维。一些骗子
会用“有图有真相”的事实来说服
大家，对于那些相信眼见为实的
人，也往往会产生“我亲眼所见，
怎么可能是假的呢”等想法。尤其
是面对那些吹嘘自己具有神功异能
的人士，他们往往都伴随着一些神
奇的“功夫”“神迹”，于是，不知
不觉就进入了他们的圈套。

谬误思维是一般人常犯的错
误，其实从心理学上看，这种思维
模式是推卸责任的偷懒行为。这种
人要么把自己的不成功归之于自己
的命不好，要么归因为“风水不

好”或者没有敬事鬼神。区别在于
有的人会利用这种心理，诱导你进
入他的圈套，或者让你信他的那套
理论 （迷信），或者相信他的法
力，能够祛病消灾；而那些所谓的
好心人，也会用错误的归因方式，
或者用一些特殊的例子来说明问
题。

很多迷信的群众都是这么被拉
进去的。改革开放以后，一些人因
为从事工商业，通过干企业，实现
了脱贫，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结果
把辛辛苦苦赚的钱都用来修坟墓
了。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富起来，
是因为祖上积德，于是把父母的坟
墓装点得豪华奢侈；有的把菩萨请
回家，天天磕头进香，以求来年得
到更强大的保护和庇佑。

平时也会遇到这种诉诸恐惧
的思维模式。比如，微信中有个
别人，总是采取“转几个群，就
会升官发财，某日是某位神灵或
属相值日，某年是一些属相的幸
运年，家里有相同属相的人请帮
助转发，只要转发多少个群，就
会全家都得到庇佑。凡此种种，

都是把人的祸福运势归之于神的
作 用 。 这 样 做 的 结 果 是 徒 增 烦
恼，且于事无补。因为，一者有
些人的过错也会同时归因为神灵
缺位，没有庇佑自己，而一些人
的成功，也不会运用科学的方法
进行评估总结，失去了最好的学
习机会，失去了很好的案例和借
鉴经验；二者增加了人的懒惰，
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不去探究为
什么。不从科学角度分析，也就难
以有发现有突破和创新，而创新往
往发生在你感觉最难的时候和地方。

怎样避免陷入思维误区，并识
破这种谬误思维的影响呢？我认
为，对于传播这样的思维方式的
人，你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
人之身”。比如，如果有无所不能
至高无上的神灵存在，为什么世界
上有那么多灾难，为什么不把海
啸、地震、洪灾等等消弭于无形，
为什么不事先出来警告大家，而要
科学研究来进行预测预告？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政策
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首都师范大
学兼职教授）

谬 误 思 维 和 错 误 归 因
□ 郑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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