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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读书的读者对这本书评价不俗，不少读者表示

“可读性强”“一口气都读完了”，还有读者感谢李淼为身
为文科生的自己打开了一扇通向科学的窗。自《越弱越
暗越美丽》 后，他的科普创作便一发而不可收。2015
年，李淼出版了《〈三体〉中的物理学》，在科普界引起
不小的震动。李淼很喜欢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但
是作为物理学家，他在阅读中还是随手记下了小说中的
物理学硬伤和破绽，还借书中的物理学内容侃侃而谈牛
顿力学、相对论、量子力学、弦论、多维空间、黑洞等
科学的奥妙。他的分析冷静却不尖刻，娓娓道来中透露
着对小说的欣赏：

超弦理论认为组成质子的夸克还是零维的，虽然在
看不见的空间中是测不准的。当然，既然是科幻，那就
允许想象。

展开质子是大刘最美丽的想象……《三体》 作者刘
慈欣在《〈三体〉中的物理学》序言中也毫不吝啬地表
达了对李淼才华和胸怀的敬佩：

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从量子力学到弦论，从多维
空间到黑洞，从宇宙的诞生到最后的终结，甚至还从物
理学的角度探讨了自由意志的命题。本书几乎涉及物理
学和宇宙学前沿的所有方面，在一本篇幅不长的书中展
现了如此广阔的视野，呈现出如此丰富的内容，令人赞
叹。

《〈三体〉中的物理学》一书热卖，对李淼的触动
很大，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科普图书在国内有着广
泛的阅读群体，写书就是他做科普最好的方式。如果说
以前李淼做科普是出于兴趣，那么从这时起，他开始有
意识地向科普行业靠近，把科普创作当作一项专业来
做。在国内图书市场中，科普图书难以占有一席之地，
为数不多的科普图书还是国外引进多于国内原创。李淼
的作品是个例外，2017 年，他创作的“给孩子的物理
学”系列作品《给孩子讲量子力学》《给孩子讲宇宙》两
种图书推出后极为畅销，在当当网和亚马逊网的科普图
书畅销榜上经久不衰。就在我们的采访结束后不久，李
淼的《给孩子讲量子力学》从入选的60种图书中脱颖而
出，获得了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

也许是他的故乡——江苏涟水这座千年古城在血脉
深处赋予他的灵气，也许是孤独清冷的童年养成了他独
立而自由的个性，李淼爱诗歌，也写诗歌，他被誉为

“写诗的人当中物理学得最好的”。在李淼看来，诗歌与
科学具有共性——美。他读 《千家诗》，读 《古文观
止》，但他最爱的还是现代诗。他笑言，如果哪一天科普
不再需要他，他就躲起来专心写诗，只写给自己读。他
的诗歌在灵性与理性之间自由徜徉，就像他写下的诗句
——“我是觅食者，在科学与幻想之间穿越千年”。

做科普是顺势而为，要做就做最好
与李淼交流，你很容易感受到他的真诚和坦率。在

采访中，我问起他投身科普事业是出于何种情怀，我以
为他会用诗一样的语言抒发情感，没想到他很认真地告
诉我：“谈不上情怀，做科普是爱好，是事业，也是顺势
而为。”既然做便要做到最好，做科研是，做科普亦然，
这是他的性格。

采访中，我兴奋地提到微信公众号转载他的文章后
点击率很高。他笑，一副意料之中的表情。他告诉我，
名气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受众的人数。他说，有人通过
研究畅销书的案例总结出规律，一本书是不是畅销，50%
与作者的名气相关。他丝毫不介意“网红科学家”的头
衔，反而坚定地认为，“网红”是件好事。他的这一人生
态度被他写进了《我的人生规划，兼致小闺女》，文中重
新定义了“贵族气质”：

一个贵族，他应该自觉地保持与人群的不同，保持
与体制的不同，而这种保持不同不是为了不同而不同，
是发自内心深处的需要。他要活得更加自觉些，更加明
白些，不能因为饿了才去找饭吃，不能因为穷了才想到
挣钱，不能因为心灵饥荒了才想到找精神依靠。

在采访中，他也谈起女儿的前途，他建议在美国攻
读生物细胞学博士的女儿毕业后进入企业工作，因为就
女儿的专业前景而言，进入企业远比在高校从事科研工
作取得的成就更高。

十几年前，因为兴趣，李淼在《新发现》与《环球
科学》等刊物上开辟专栏撰写文章，开始了真正意义上
的科普工作。但是把科普当作事业，还是在 《〈三体〉
中的物理学》出版并热卖之后，那一年，他53岁。李淼
坦言，纵观他所从事的理论物理专业，50岁以后，大部
分研究者研究能力下降，能做出卓越成绩的人少之又
少。但与此同时，沟通能力、语言能力，特别是把科学
讲得接地气的能力却在不断进步。

李淼笑言，投身科普事业也是顺势而为，在最适合
的年龄做最适合的事。李淼不鼓励年轻的科研人员做科

普，因为这不仅影响科研工作，而且他们的知识储备也
不够，他认为科研人员从事科普至少要在40岁之后。

科普，最重要的是趣味性
作为科学家，李淼非常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

三会”上提出的两翼论，他把科普比作科研的土壤，只
有土壤肥沃了，科技创新才能取得更丰硕的成果。他
说，科学知识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素养，应该像我们读古
文和莎士比亚一样。在科普作家中，他欣赏伽莫夫和叶
永烈，在科普作品中，他喜欢《十万个为什么》。在文学
作家中，他最喜欢王小波和王朔，喜欢他们的黑色幽默。

在李淼看来，好的科普作品有三个要素：严谨、深
入浅出和趣味性。几年前他曾经在中国科协做过一场讲
座，探讨科普作品如何吸引读者，当时他把严谨排在了
第一位，第二位是深入浅出。随着近几年科普创作者整
体素质的提高，知识中出现硬伤的现象已经很少，于是
李淼重新排了个顺序，有趣放在第一，第二是深入浅
出，第三是严谨。他笑道，最优秀的科普工作者，应该
具备科学家和段子手两种能力。他说，我们给受众的，
应该是用最接地气的方式，传播最核心的知识点。讲故
事、聊八卦，然后悄悄在故事里融入知识点才是最好的
科普方式。

李淼的科普作品《给孩子讲相对论》已出版，他目
前正在进行天文学历史方面的科普创作，这是一套写给
孩子的科学绘本，他负责提供文字。采访的最后，我问
他做科普最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奖励，他笑道：“科普做好
了，市场自然会给我奖励。不过，如果再有‘十大科学
传播人’这样的荣誉，我还是很想得到的。”

尽管他掌握像量子力学这样高深的物理知识，他却
不讲玄奥的大道理；尽管他笔下的诗歌唯美得令人心
醉，他也不喜欢煽情，他只是听从自己的内心，做自己
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李淼在诗歌《石头还会开花》中这
样写道：“走过多少春天，消磨了多少年华，春天近
了，石头还会开花。”也许只有透过他的诗歌，我们才
可以更真切地感受到他广阔的人生阅历和丰富的内心情
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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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发布
近日，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和中国科协创新战略

研究院联合发布 《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
——科技人力资源与创新驱动》。报告对截至2016年
年底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结构等进行了测算和定
量化描述，分析了国外科技人力资源的竞争态势，总
结了科技人才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我国
科技人力资源与创新驱动的互动关系方面进行了有益
探索。

内蒙古科协加强基层科协组织建设
内蒙古科协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基层

科协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统筹推进旗县、苏木乡
镇、企业园区、高校、中小学科协组织及县级学会建
设，明确2018年年底前覆盖率达到20%以上，2019年
年底前覆盖率达到80%以上，2020年上半年实现全覆
盖的工作目标，着力探索具有地域特色的基层科协组
织建设新路径。《意见》要求自治区各级科协组织迅速
行动起来，把基层科协组织建设摆上重要而紧迫的位
置，分类指导，重点推进。

江 西 省 科 协 推 进 调 查 站 点 工 作
近年来，江西省科协扎实做好调查站点工作，完

善制度建议，认真组织开展调查研究，积极报送站点
信息，及时准确反映本区域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呼声和
建议，助力江西省科协系统深化改革。目前，江西省
内有中国科协核准设置的全国级站点13个；同时积极
建设本区域调查站点体系，设置省级站点15个。江西
省科协认真履行职责，对全省范围内的全国调查站点
和省级调查站点加强日常工作指导、协调、监督和管
理，并结合江西实际制定了《江西省科技工作者状况
调查站点管理办法》。

科协动态

蛔虫是人体内最常见的寄生虫之一，成年蛔
虫一般寄生在小肠里，卵随粪便排出。当人误食
沾有蛔虫卵的食物时会被蛔虫感染，小孩感染的
概率尤其高。

虽然大多数人没见过活的蛔虫，但是相信很
多人在雨后泥泞的路上见过蚯蚓。蛔虫的保护膜
和蚯蚓的体表有一个类似的特点：都很方便伸
缩。

当误食了带有蛔虫卵的食物，虫卵跟着食物
一起进入了肠道中，不久就孵化出了一条条蛔虫
幼虫。

但是幼虫实在是太弱小了，要是一直在肠道
里，每天被消化液侵蚀、被食物残渣和肠道研
磨，迟早会被挤死。于是幼虫先进入肠道边密布
的毛细血管里跟着血液在身体里晃悠一番。在身
体里逛了一圈之后，幼虫最终决定在肺泡里生
活，周围有密集的毛细血管提供营养，肺泡里又
有充足的氧气用来呼吸，实属“惬意”。

在肺泡里生活一段时间后，幼虫已经长得很
健壮了。这时，肺泡毛细血管的养分已经不足以
养活幼虫了，幼虫便想再回到肠道里吸收肠道内
充裕的养分。

当蛔虫想走以前来到肺泡的老路时发现，已
经进不了毛细血管了。此时蛔虫的直径已经达到
了毫米级别，然而人体的毛细血管直径也就是5
至10微米。于是小蛔虫便想到走另一条更宽阔
的大道回到肠道，这条大道就是气管和食道。

它顺着肺泡爬进支气管，再顺着支气管爬向
气管，沿着这一条逐渐变宽阔的路，蛔虫终于抵

达了气管与食道的交界处咽喉。蛔虫爬向了气管旁边的食道，并对喉咙
造成一定的刺激，这时神经系统做了一个决定——吞咽。就这样，蛔虫
被吞进了食道里，它可以顺着食道再次爬向营养充裕的肠道了。

重新回到肠道里的蛔虫又感受到了这里有充足的养分可以食用，于
是在肠道里长期定居，每天享受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并逐渐成长为一条
有繁殖能力的成虫。

当成虫遇到异性，于是交配、产卵，卵又再次发育或者顺着肠道和
粪便一起排出体外寻找新的寄主。

由于在肠道中的蛔虫数量过于庞大，小肠里的营养已经不足以养活
这么多蛔虫了，它们中的一部分沿着小肠向下走，走到了小肠、大肠的
交界处，这是一个三岔路口，除了小肠的一端外，另外两个路口分别通
向大肠和阑尾。如果这时蛔虫走向了大肠，会是一件幸事，毕竟沿着大
肠往下走就是肛门，也就是身体的出口。但是蛔虫的路线选择往往不会
这么“明智”，总会有一部分的蛔虫最终选择爬向了通往阑尾的路口，
这对人体而言是一场灾难。

当蛔虫爬到阑尾时会发现阑尾的末端是封闭的，对于这种封闭的末
端，蛔虫有一个处理方法——钻孔。此时人体会出现剧烈的疼痛，肠道
出血，造成严重的腹膜炎和败血症，严重的有可能致命。

没有沿着小肠向下走，另一批蛔虫选择了另一个路线：沿着小肠向
上走。在小肠和胃的交界处附近有一根管道，这个管道叫胆管。如果蛔
虫爬到胆囊里，由于胆囊里没什么营养，再加上通道狭窄无法返回，蛔
虫就死在里面，尸体就一直留在胆囊里，再堆积成胆结石。

如果蛔虫爬到肝脏里，引发的问题就复杂多了，一般来说会出现胆
道出血、腹膜炎、脓胸、肺部感染等。

蛔虫感染虽然可怕，但是只要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卫生，感染蛔虫的
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如果发现自己身体出现血痰、咳嗽、发烧、怎么吃都吃不饱等异
样，就有可能感染了蛔虫。这
时，一定要尽早去医院检查，开
打虫药，在医生的帮助下及时把
体内的蛔虫消灭掉，就可以免受
很多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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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20 日，消费降级当
选 为 2018 年 度 十 大 新 词 语 ； 2019
年，“消费降级”还会继续“走红”
吗？

其实，要准确理解和判断这个
命题，还得先从“消费升级”说
起。自 1978 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大
幕之始，一直以来都是“消费升
级”，国民生活水平也是先后从贫困
饥饿、温饱、小康乃至全面小康一
路升级而来。由此可见，消费升级
通常就是指消费结构的升级，包括
各类消费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的结
构升级和层次提高，直接反映了消
费水平和发展趋势。通俗地讲，就
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如骑自行车的
换成了小汽车，吃路边店的换成了
吃酒楼，住棚户区的买上了楼房。

与消费升级相比，消费降级则是
指消费结构的降级和消费层次的下
降。如吃有机食品的改成了绿色食
品，穿天然纤维的改成了人造纤维，
住别墅的改成了公寓，用苹果手机的
改成了小米手机，开汽车上班的改成
了乘公交。

判断一个经济体是否出现了消费
降级，有两大标志性指标。一是人均
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是否跑赢了同期
物价上涨水平。当居民平均收入增长
低于物价上涨率时，意味着消费能力
的绝对下降，为维持生计，只能压缩
某些非刚性开支。比如原计划的全家
出国休假，只好改成了国内旅游等。
从已公布的2018年的初步数据看，中
国境内居民总体收入水平增长缓慢，
很多阶层的居民收入水平还出现了绝

对下降，而各类消费品价格并没有同
步下降，基本可以判定总体上的消费
降级是成立的。

二是吉芬商品是否出现。英国
经济学家吉芬在研究消费市场时，
发现了一些特殊商品，这些商品在
经济不景气，总体消费水平下降的
时候，居然逆市而行，消费者居然

“买涨不买落，买贵不买贱”。后来
人们把这类商品命名为吉芬物品
（Giffen goods）。吉芬商品是一种特
殊的低档物品，平常只是穷人购买
的低价商品，如食品中的土豆，出
行中的自行车等，但由于整体消费
水平下降，一些较富裕的家庭也只
好大量购买低价商品，其结果就造
成了这种低价商品不但没降价，反
倒因需求扩大而涨价。从中国 2018

年的消费现象看，网络平台拼多多
的走红、榨菜量价齐升以及方便面
的热销，老干妈的火热，似乎都印
证中国出现了“吉芬商品”。

中国是否已经形成了普遍消费降
级现象，官媒调研结果与大量民众感
受存在很大差异。官媒的调查结论是
不存在“消费降级”，核心理由是

“服务消费”比重已占到消费总量的
50%以上，特别是教育、医疗、住
房、养老消费还在持续增长，而民众
感受则完全相反，他们为保教育、医
疗、住房和养老的超刚性支出，不得
不压缩吃、穿、行、用的开支，一些
原来的中产阶层快速地降级为低收入
阶层，社会甚至用“伪中产”来指代
这些消费降级者。

当然，居民消费究竟是在“降

级”还是在“升级”，中央已经作出
了结论。如：2018年9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
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
干意见》，提出了“以消费升级引领
供给创新、以供给提升创造消费新增
长点的循环动力持续增强，实现更高
水平的供需平衡”。

为遏制消费降级的蔓延，国家已
从多项政策入手，其中最直接的是新
个税法的实施，通过增加居民实际可
支配收入，促进消费重拾升级之路。
从2018年10月1日起，个税起征点已
从 3500 元调整到 5000 元；从 2019 年
1 月 1 日新个税法全面实施后，还将
进一步扣除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
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
赡养老人等支出。

至于 2019 年中国能否真正走出
消费降级泥沼，单一的个税政策调
整还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还要看国
家整体经济增长表现，以及居民在
新创造财富中所占的份额。经济增
长乏力，居民就业率和收入水平就
难以维持；收入分配结构不调整，
国富民穷状况不改观，居民消费能
力同样难以提升。因此，我对 2019
年的消费升级趋势是不乐观的，消
费降级趋势的持续还是存在相当大
的概率的，“苦日子”可能比我们想
像的要严峻得多。

（作者系科技日报社副社长，经
济学博士，研究员。中国科技大学兼
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发明
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副
理事长）

判断一个经济体是否出现了消费降级，有两大标志性指标，
一是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是否跑赢了同期物价上涨水平，二
是吉芬商品是否出现。

2019年，中国能走出消费降级吗？
□ 房汉廷

2019 可折叠手机开创读屏新方式

李 淼 ： 科 普 ， 要 做 就 做 到 最 好

腾讯推送的一则关于老人向自己乘坐的客机发
动机内抛洒硬币的新闻，曾引发关注。一些网友认
为老人通过向发动机内抛洒硬币祈求一路平安的做
法可谓愚昧不堪；而一些网友则为乘客及时发现老
人抛洒硬币的行为并向机组人员报告而感到庆幸。
那么，假如机组人员并未及时发现老人抛洒硬币的
行为，对飞机的飞行又会造成哪些潜在危害呢？

飞机发动机在工作的情况下能将一些东西吸进
发动机内，因此飞机跑道经常需要人员检查是否有

“异物”。对“异物”能给飞机发动机造成什么样的
危害，要分情况来看。一般而言，“异物”的硬度越
大对发动机的危害也越大。现在通行的人民币第三
套和第四套硬币都是由硬度较高且耐磨性极好的材
料制成的。因此，这些硬币对飞机发动机的潜在危
害还是比较大的。

飞机发动机内装有叶片，当发动机点火之后，
这些叶片就会高速运转。在这种情况下，投入发动
机内的硬币极有可能被高速运转的叶片切成碎片，
进而击碎发动机的保护层，击向机身。万一要是击
中油箱，那后果不可预测。

之前，就有类似的事件发生过。一架由巴黎飞
往伦敦的客机在飞行后几分钟爆炸。罪魁祸首竟是
机场的一个飞机零件。在跑飞过程中，该架飞机的

机轮弹起了这个零件而后击中油箱，最终引发了飞
机在高空爆炸的悲剧。当然，也不排除这批硬币中
的某些硬币被叶片气流甩出发动机的可能性，但也
不能排除某些硬币未被甩出而留在了发动机内。

在一项测试高硬度的“异物”对飞机发动机的
危害的实验中，发动机的叶片被高硬度“异物”穿
透、折弯，甚至导致发动机起火爆炸。被老人抛洒
进发动机内的硬币在飞机点火后完全有可能不能被
气流甩出，那么留在发动机内的硬币必然对发动机
叶片及其他部件造成伤害，甚至使飞行中的飞机遭
遇更可怕的不测。

安全无小事。在关涉人身安全的事上，不该忽
视任何细节。当乘客向机组人员汇报了老人抛洒硬
币后，飞机推迟了起飞时间，相关人员对这架飞机
发动机做了全面检查，在确保无任何隐患的前提下
才允许这架飞机起飞。

（北京触动文化科技发展中心供稿。撰稿/陈强
强，主编/胡志强，主持人/董昱言）

硕 大 的 飞 机 发 动 机
为 何 惧 怕 几 枚 硬 币

科学酷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