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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

中国科协基层专题调研组赴河南调研
中国科协基层专题调研组，近日赴河南省就加强

科协基层组织建设，推进党群工作一体化，服务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和地方产业发展等进行专题调研。调研
组深入濮阳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林州红旗渠干部学
院、兰考焦裕禄干部学院和濮阳、林州、兰考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等地实地调研，并在濮阳农村党支部书
记学院、林州红旗渠干部学院分别召开座谈会。调研
座谈中，基层专题调研组介绍了中国科协工作概况，
对河南省不断探索党群工作共建共促、优势互补的新
模式给予肯定。

北京市科协召开首都科普剧团筹建会
北京市科协近日召开首都科普剧团筹建工作座谈

会。北京科学中心主任何素兴、6 名高校专家顾问，
以及北京赛恩奥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精英纵横
演艺传媒有限公司等9家单位代表参加会议。何素兴
介绍了首都科普剧团运行规则，就首都科普剧团的组
织机构和成员、主要任务、成员单位的权利和义务及
未来的发展，向与会专家和各专业人士征询意见。与
会人员对首都科普剧团的人员组成、运营模式和发展
等提出专业化见解。

四 川 省 科 协 分 享 援 藏 援 彝 扶 贫 经 验
四川省科协近日召开援藏、援彝和驻村帮扶干部

座谈会。座谈会上，来自凉山州布拖县、甘孜州乡城
县、阿坝州九寨沟县省科协派驻的8名援藏援彝和驻
村帮扶干部分别结合各自工作谈感受和体会，并表示
将尽己所能助力脱贫攻坚。省科协各部门负责人表
示，将在 2019 年继续对挂职干部的工作给予全力支
持。有过挂职经历的省科协干部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
收获与体会。

广 西 科 协 力 推 螺 蛳 粉 产 业 发 展
应柳州市鱼峰区科协邀请，作为该区扶贫攻坚工

作队长的后盾单位，广西科协联系柳州市螺蛳、蛋鸡
养殖企业负责人，以及广西农科院蔬菜研究所专家，
近日到鱼峰区白沙镇、里雍镇开展豇豆 （豆角） 栽培
技术培训。螺蛳粉是柳州市近年重点发展的产业，对
螺蛳的产业需求十分旺盛。广西科协副主席刘翠权一
行与柳州市畜牧局、柳州市鱼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到
里柳江区里高镇的螺蛳养殖示范点考察，调研人工养
殖螺蛳的可行性情况，并研究制定产业扶持措施。

科协动态

每个人都在社交媒体中看过形形色色的虚假新闻和信息，比
如，“加油时小孩玩手机导致汽车炸烂”“空腹吃水果可以治疗癌
症”……这类假新闻不仅传播焦虑还会引发恐慌。

最近，针对2016年美国大选前后几个月用户使用社交媒体的
情况，美国研究人员发现，65 岁以上老年人是转发假新闻的主
力，他们分享假新闻的数量是18至29岁人群近7倍。

环球科学 ScientificAmerican 微信公众号载文介绍说，为什么
会出现这种情况？研究人员提出了两个理论 ：第一，与“伴随互
联网成长”的年轻人相比，老年人更缺乏数字媒体素养。第二，
也许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认知能力趋于下降，这让老
年人更容易相信虚假信息。

2016年年初，纽约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组织了一
个包括3500人的研讨会，其中包括Facebook用户和非用户。11月
16 日，他们请 3500 人中使用 Facebook 的用户安装一个应用程序，
允许他们共享数据，包括公共个人资料，宗教和政治观点，他们
自己发表的贴子，以及他们关注的页面。最终有1300余人同意安
装这一应用程序，分享他们的数据。

研究者检查了受访者过去曾经发布的网络链接，并与已有的
虚假新闻列表进行比对。他们发现，约8.5％的受访者分享了虚假
新闻的链接。与此相比，在2016年大选活动的最后几周，大约四
分之一的美国人至少阅读一篇虚假新闻文章。也就是说，尽管只
有极小比例的人参与虚假新闻的转发，但是影响却可能很深，阅
读假新闻的人群数量要远远大于转发假新闻的人群。

研究者进一步对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年龄或许是判断分享
假新闻人群的最佳指标。根据论文中的数据，65岁以上的用户中
有11％分享了虚假新闻链接，而18至29岁的用户中只有3％的用
户进行了分享。 而从虚假新闻分享数量来看，65 岁及以上人群
分享的假新闻文章数量是45到65岁的第二大年龄组两倍多，是最
年轻组（18到29岁）假新闻文章近7倍。

研究人员指出，目前有两种可能的理论，用以解释为什么老年用户更
有可能分享虚假新闻。首先，此前有一系列研究表明，60 岁及以上人群缺
乏判断网络新闻真实性所必需的数字媒体素养。论文的共同作者 Joshua
Tucker称，“年纪大的人可能不像其他人一样能轻松地分辨社交网络上的事
实与谎言”。在论文中，作者提出，基于现有的工作，研究者们应该进一步
发展基于能力的数字媒体素养评估，其中包括识别可疑内容，以及规避可
疑内容的能力，并且这些能力评估需要进行特别设计，以最大限度地提高
参与度。

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从认知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衰老对认
知和记忆具有负面影响。根据这种理论，记忆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恶化，
这使得他们很难抵抗“虚幻的真实效应”，也就是说当他们不断地反复接触
一类信息后，就会倾向于相信其正确性。在评估真相的时候，他们会依赖
于信息是否感觉熟悉，而非理性分析。研究人员称，信息环境越复杂、错
误信息越流行，这种效应会更加严重。

在美国，老年人也很容易相信骗局。美国FBI有专门的页面向老年人宣
传如何“反欺诈”。未来，Andrew Guess和他的团队希望能够对两个理论进
行检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具备数字素养本
身就没有统一的答案。

斯坦福大学教授 Matthew Gentzkow 认为，关于年龄与虚假新闻传播的
研究，可能会帮助技术平台设计更有效的工具。“这一研究对年龄的指向至
少可以缩小寻找解决方案的范围，
这让我们更可能找到最有效的工
具。” Gentzkow 说，“如果问题集
中在相对较小的人群中，那么考虑
对那些人最有效的干预措施，这将
让我们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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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三代国产骨科手术机器人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武汉市骨
科医院）正式“上岗”，精准辅助主刀医生完成一台股骨骨折颈中空钉
内固定手术，这是湖北地区首次启用骨科手术机器人进行手术。

新华社记者 熊琦 摄

新华社讯（童芳） 一件有着近两千年历史
的东汉彩绘陶楼，如何用科技的手段复原它光
彩亮丽的“原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近日给
出了答案。

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与修复中
心副主任、副研究员孙杰介绍，陶楼是一种随
葬明器。2018年4月，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
在新津县邓双宝资山，抢救发掘了一批汉代崖
墓，其中一座崖墓中出土彩绘陶楼两座，一座
两层楼阁式、一座两层干栏式，陶楼通体彩
绘，精美异常，且彩绘层保存非常完整，在我
国目前已发现的汉代陶楼中较为少见。然而，
这两座陶楼在刚出土时被厚厚的淤泥覆盖，彩
绘层也面临着随时脱落的危险。

孙杰告诉记者，文物制作材料、工艺等，
尤其是彩绘层，是历史信息最丰富的部分，往
往也是陶质彩绘文物病害最为集中的部分，一
旦发生病变，都是不可逆转的，比如薄薄的彩

绘层一旦发生起翘剥落，是很难恢复的。值得
庆幸的是，两座陶楼在发掘出土后，及时移交
文保中心进行保护处理。

“文物医生”们通过观察研究发现，文物表
面彩绘层被泥土覆盖，彩绘图案被遮盖，图案
隐晦不清，泥土层也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起
翘、剥落，起翘部位，轻轻碰触，就会脱落，
导致颜料层被连带剥落，造成画面损伤。

对此，“文物医生”首先采用红外摄影和高
光谱摄影技术，对文物彩绘信息进行详细调
查，保留文物最初的信息。

“通过这种手段，连肉眼不可见的图案和颜
色也能被收集起来。”孙杰说。

下一步，“文物医生”们还将对文物的颜料
卷曲、起翘、褪色、变色、胶质流失、变形等
病害进行研究，并制定保护修复技术路线，筛
选适合的材料和工艺，通过科学手段，相信很
快就能让这两件文物重放光彩。

科 技 手 段 留 住 千 年 色 彩

现在，大多数家庭的厨房少不
了一台微波炉，随处可见似乎没有
什么新奇。其实，很多人还不知道
微波炉是“20世纪改变世界的十大
发明”之一。

快速加热食物当然是微波炉的
属性，但你会不会好奇，在这轰轰
响的几分钟里，既没有火也没有发
热物体，食物是如何被加热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聊厨房里
看不到的光学——作用于食物上的

“微波”。
微波是一种特殊的“光”，和可

见光一样是一种电磁波，但因为微
波的波长超过人眼的感受范围，所
以它在我们眼前“隐身”了。

放在微波炉的食物，一般都含
有水分。水分子是极性分子，一头
带正电，一头带负电。水分子通常
杂乱无章地分布着，但是当水分子
遇上电场，会调整方向，带正电那
头与电场方向一致，带负电的那头
则与电场方向相反。一旦电场转动
起来，会带着水分子一起振荡。电
场转动起来，就会形成电磁波，而
电磁波携带着能量。

由于微波电场的转动频率恰好
与水分子本征频率一致，水分子的
转动始终会被转动的电场加速，从

而不断获得能量，这就是通常所说
的“共振”现象。“共振”过程中，
水分子振荡得越来越剧烈，能量越
来越高，水温也就升高了。食物中
的很多分子是和水分子相似的“极
性分子”，同样也被微波加热了。

那么问题来了，同样是电磁
波，可见光为什么不能加热食物？
这是因为，可见光的振荡频率比水
分子本征频率快得多，达不到“共
振”的程度，食物吸收不了多少光
的能量。

我们可以通过 6 个钟摆做共振
实验，来说明“共振”的原理。首
先把钟摆都放在悬挂的活动板上，
然后随机拨动所有的钟摆，这时候
有的钟摆向左，有的钟摆向右。但
左边和右边的力量总会不对等，从
而造成一边比另一边的力多一点，
多出的一点力就使得下面的活动板
产生微小的摆动。

这个摆动也会对 6 个钟摆施加
共同的力，类似于微波对水分子那
样，共振就起作用了，没有任何干
预，所有钟摆的步调会变得一致。

明白微波炉的工作原理后，很
多人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微波炉
明令禁止使用金属容器呢？这是因
为，金属容器不但对加热食物毫无

意义，还有潜在的危险。
在微波炉中加热时，微波遇到

“金钟罩”就会被反射，而真正危险
的是，在强大的微波作用下，金属
中的自由电子快速移动，产生的电
弧会击坏微波炉内壁，毁坏微波炉
中的电子元器件，甚至把微波炉烧
毁。

走出厨房，微波的应用好像让
我们有了“另一双眼睛”。微波雷达
能为各种交通工具提供精确的定位
导航，为军队侦查敌机和导弹；微
波遥感技术使得航拍获得的“微波

地形图”比可见光和红外遥感获得
的图像更真实。

现在，如果在太空探测会发现
极其微弱的微波辐射，这是整个宇
宙的背景“噪声”，是138亿年前宇
宙大爆炸留下的“遗产”。未来，人
类或许可以利用这笔遗产做了不起
的事情。

微 波 炉 用 何 妙 法 加 热 食 物
□□ 沪 光

日前，中央电视台播出一条重要消息——我
国大科学装置“东方超环”取得重大突破，等离
子体中心电子温度首次实现1亿摄氏度运行近10
秒。该消息立即引起了人们关注，“东方超环”
是什么？这个实验成果又意味着什么？

当前，全世界正面临着严峻的能源短缺和环
境污染问题，寻找新能源迫在眉睫，而核聚变能
源是目前人类替代化石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最理
想新能源，全球科学家、科学技术界正全力攻
关，开发核聚变清洁能源。

“东方超环”（EAST） 即是中国科学院等离
子体物理研究所自主设计研制的磁约束核聚变实
验装置，也是世界上首个非圆截面全超导托卡马
克，它的科学目标是让海水中大量存在的氘和氚
在高温条件下，像太阳一样发生核聚变，为人类
提供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所以也被称为“人造
太阳”。

此次实验获得的实验参数接近未来聚变堆
稳态运行模式所需要的物理条件，标志着中国
未来聚变反应堆实验的运行迈出了关键一步，
为人类开发利用核聚变清洁能源奠定了重要的

技术基础。
人们为取得这项重大技术突破欢欣鼓舞，其

背后凝聚了太多“追梦人”的心血，其中，中国
高新技术企业——湖北追日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也
为这项大科学装置贡献了智慧。

原来，在EAST装置初期实验过程中会产生
大量的低次谐波和间谐波，并呈现不同程度的传

导放大，这严重威胁着EAST装置本身和电网系
统的安全、稳定运行，低次谐波尤其是二次谐
波、间谐波治理难关亟待攻克。

作为我国电能质量优化技术领域的领航企
业，追日电气瞄准这一技术难题，与中科院等离
子体物理研究所联合研制开发出了低频抑制混联
滤波实验装置，创新性地将抑制低次谐波与无功
补偿功能相结合，打破了传统无源滤波装置滤波
效果及 APF 有源滤波容量、技术成本限制，在
APF应用电压、极限容量和间谐波治理方面都有
所突破，达到世界顶尖水平。

该技术切实模拟了EAST极向场电源的电网
阻抗特性及谐波发射特性，完成了技术路线验
证，实现了对低频谐波的有效抑制，不仅为解决
EAST低次谐波问题提供了有效方案及科学实验
数据，同时为国内外其他大科学装置及许多工业
现场低次谐波的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持。

2017 年 11 月，由追日电气与中科院等离子
体所联合研发的“低频抑制混联滤波实验装置”
项目在湖北襄阳通过了验收，来自知名高校和科
研单位的评审专家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国我国““人造太阳人造太阳””实现一亿摄氏度运行实现一亿摄氏度运行
□□ 周 韦 宋 莉

在前不久召开的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
上，莱斯大学贝勒医学院副教授基尼维
拉·艾伦发出警告称，数以千计的科学家
用来分析数据的机器学习技术，正在产生
具有误导性且常常是完全错误的结果。这
种机器学习系统使用量的激增正在导致一
场“科学危机”。

机器学习已被用于研究科学和医学数
据与某些现象之间的关系，如基因与疾病
之间的关联性。一旦机器学习发现病人基
因与疾病特征之间存在特定联系，研究人
员可能就会对相应的发现提供合理的科学
解释。但在艾伦看来，这并不意味着那些
发现就是正确的。因为软件识别的是只存
在于数据集中，而非真实世界中的模式。

一项分析表明，在全世界开展的所有
生物医学研究中，多达85%的研究都是白
费工夫。这种危机愈演愈烈已有 20 年。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实验的设
计并不完善，无法确保科学家们不会自欺
欺人——只想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按照
那位女博士的说法，机器学习系统和大数
据集的使用加速了这场危机，因为机器学
习算法是专门为在数据集当中寻找“有

趣”的东西而开发的，因此当它们在大量
的数据中搜索时，将不可避免地找到一种
模式。可这并不能代表科学的真正发现。

应用一种有缺陷的人工智能技术，居
然会导致“科学危机”？！这也只能让人感
叹：在几乎所有的编码知识都能够即刻获
取，并且计算机可以解决极其复杂的问
题、帮助寻找最合理答案的时候，与教授
真理、技术和答案相比，传授创造力、判
断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困难得多。我觉
得，很有可能，人们已然变成计算机控制
的木偶、被机器的判断所束缚，乃至思维
模式都已被重塑而不自知。近年来，已有
多位学者就此发出了警示。

《哈佛商业评论》原执行主编尼古拉
斯·卡尔在《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
们的大脑》一书中指出，所有的信息技术
都会带来一种智能伦理。印刷图书让我们
进入聚精会神的状态，从而促进深度思维
和创造性思维的发展。相比之下，融多种
不同类型信息于一屏的互联网多媒体技
术，鼓励我们蜻蜓点水般地从多种信息来
源中广泛采集碎片化的信息。我们已经开
始失去其他的思维方式，特别是那些需要
持续的注意力、需要集中精神的思维方
式，以及那些需要沉思、反思和内省的思
维方式。而这种精神层面的改变在教育、
创新、文学、艺术，甚至是在精神健康方

面已经产生了很多实际的后果。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A·埃文

斯曾在 《科学》 上发表文章，提醒学者
们：在以往印刷刊物上的文章纷纷实现数
字化并传到互联网上的过程中，学者们对
发表日期更近的文章的引用频率呈现出不
断上升的趋势，可用信息范围日益加宽。
然而，这却导致了阅读和引用、科学和学
问的日趋狭窄。为什么呢？

按照埃文斯的分析，像搜索引擎这样
的自动化信息过滤工具往往会成为文章声
望的放大器。关于什么信息重要，什么信
息不重要，这种过滤工具建立起一种舆论
观点，然后又持续不断地强化这种观点。
此外，跟随超链接一路前行轻松便捷，也
导致在网上进行调查研究的那些人“会跳
过很多相关程度不高的文章”。所以，学
者们找到由搜索器为我们“规划”了排序
的“主流观点”的速度越快，他们“遵从
这种观点，从而导致在更少的篇幅当中引
用更多内容”的可能性就越大。

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按照一位中国学
者的解读，这不知不觉地就把读者引向了
主流观点，加快了意见统一，使结论和想
法变窄。“阅读内容的多样化遭遇阻碍，
这对思想的独立、开放、创新是不可忽视
的威胁。”

韩国学者李焌桢也注意到：互联网上

片面的信息推送系统会妨碍我们进行其他
角度的思考，拦截了可能偶然遇到的多种
信息，只是重复加深曾经相信的事实。逐
渐地，在我们的生活里就只有那些自己期
望的信息。当所有的人都只依赖搜索引擎
探索信息，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事物持
相同的观点，而且这种观点会加速扩散。
最终，其他观点迅速消亡，从而使人们的
选择更狭隘，思维更封闭。

如此下去，可以想见，我们的世界很
有可能被数据左右，因为对数字技术的盲
目依赖改变了社会变化的形态，人们的想
法会越来越依赖于机器的判断，进而产生
深层的社会影响，让人们滑入一个自我封
闭的陷进，如英国学者彼得·斯科特-摩根
所忧心的那样——“通往极端的狭隘”。
如果这种现象“被用于追求极端主义的信
仰和政治的话，那么这将会成为一个重大
问题。”

警 惕 “ 通 往 极 端 的 狭 隘 ”
□□ 尹传红

事实与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