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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是如何诞生的？一种理论认为宇
宙是通过某种量子机制，比如量子隧穿效
应，诞生于虚无之中。

上世纪80年代，物理学家史蒂芬·霍
金和詹姆斯·哈特尔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
想，指出在宇宙诞生之前，时间不存在。
这一基础引导他们得到结论，那就是不管
是在时间还是空间方面，宇宙都并不存在
什么初始边界条件。

然而，要想精确描述一个物理系统如
何可以实现从尺度为0，转变为某种有限
尺度，将是一大挑战。为了描述其中所涉
及的量子效应，物理学家们使用了路径积
分表述。量子力学的路径积分表述是一个
从经典力学里的作用原则延伸出来对量子
物理的一种概括和公式化的方法。

但是，尽管路径积分表述在描述如何
让宇宙从虚无当中“无中生有”方面比较
成功，实际上，我们观测到的宇宙大体是
同质的。这让一部分科学家觉得，所谓的

“无边界方案”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精
确描述宇宙起源的方案。

在一项最新发表的研究中，德国波茨
坦的马克斯普朗克引力物理学研究所的物
理学家艾莉丝·迪·图茨以及让·吕克·莱纳
斯的研究表明，有办法做到在使用路径积
分表述方法的同时，避免出现这种理论上
预期的不稳定性，从而为无边界方案提供
一个不矛盾的定义。

这项新的方案将数种此前提出用于克
服理论中的不稳定问题的想法结合在了一
起，他们的工作基本上改变了路径积分方

法所定义的空间中的几何特性。
在这项最新研究中，研究者们做出的

最大最重要的改变便是对整个几何结构的
边界条件进行了改变，从而去除了路径积
分中存在的那些不稳定鞍点。

通过展示构建无边界方案的稳定方
法，这项结果将有望引发对于宇宙诞生描
述方式的重新思考。但是，仍然有诸多问
题有待解决。

莱纳斯表示：“未来，我们计划看
看，当把弦理论融入进来之后，我们的这
项新定义是否仍旧根基牢固。另外，我们
还将探索是否存在着其他形式的无边界方
案稳定定义。而一个最大的问题仍然存
在，那就是：我们的理论是否能够引出一
个可以为观测所验证的结论。”（科文）

宇 宙 的 诞 生 或 源 于 量 子 机 制

5 月 30 日，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
院急诊医学部常务副主任王韬在微信
朋友圈里发了一张在中国科技会堂的
留影。这次，他作为上海市科学技术
协会推荐的唯一一名代表，出席“礼
赞共和国，追梦新时代”全国科技工
作者日主题活动，心中十分激动。

从 2014 年参与拍摄 《急诊室故
事》开始，王韬就致力于医学科普传
播领域的开拓。创建全国首个以在职
医生为创作力量的医学科普传播平台

“达医晓护”，到在高校开设医学传播
课程，他还想将“医学传播学”拓展
成为一个学科。由于在医学科普上的
努力，王韬还与同事一起，获得了
2017年度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王韬将这些都视为对他过去医学
传播工作的肯定，同时这也将是他未
来继续探索的动力。

2014 年底，纪录片 《急诊室故
事》热播，让时任上海市第六人民医
院急诊部主任的王韬开启了科普之
路。王韬说，是一件又一件“急诊室
的故事”让他意识到，做好医学科普
对社会将有巨大的价值。

在王韬看来，医学科普的内容分
为三个层面：

一是“谈病”，传播健康知识。比
如某种疾病如何防范、如何康复；二
是“谈看病”，教大家生病后如何就
医。“现实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病人拨
打 120 时信息描述不完整，错过最佳
抢救时间。”王韬说，什么时候看急
诊，什么时候看门诊，医保如何使
用，这些其实都需要普及；三是“谈
医学科学精神”，让老百姓理解“医生
是人不是神”，传播科学的生死观，缓
解当前突出的医患矛盾。

新媒体时代“人人传播，万物皆
媒”，网络上充斥着大量鱼目混珠、真
假难辨的医疗“科普”信息。近几年
的年度十大科学流言榜中，有70%以
上与健康和医疗相关。王韬认为，流
言满天飞，源于专业医护工作者在医
学科普中的缺位。 （下转第二版）

日前，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共同制
定了《2019年科普创作选题指南》（以下
简称《指南》），面向全社会发布。

据了解，《指南》 是在我国大力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科技创
新与科学普及两翼齐飞背景下，由中国
科协和中国科学院联合有关科学素质纲
要单位的专家学者共同研究完成的，是
首个全国范围内的科普创作选题指南。

《指南》的研制工作以科普中国科普信
息化建设工程科普融合创作与传播专项的前
期工作为基础，联合相关专家、学者共同完
成，从科普创作的第一步——选题入手，通
过面向全国发布科普创作选题指南的方式，
广泛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围绕选题开展科普创
作，生产紧跟时代潮流、回应公众关切、充
满正能量的优秀科普作品，帮助公众科学理
解国家战略布局的意义、了解重大科技进展
与突破、满足公众对新闻热点事件进行科学
探知的需求。

《指南》 指出了服务国家战略布局、
聚焦科学技术前沿、关注社会生活热点等
重点选题方向，以引导、推动社会各方力
量创作有战略高度、科学深度和传播广度

的优秀科普作品为主旨，分“服务国家重
大战略”“聚焦科学技术前沿”和“关注
社会生活热点”三篇对科普创作可关注的
选题方向进行了分解，并列举了“一带一
路”建设、嫦娥五号、凝聚态物理等具体
选题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普工作，多
次强调科普工作的重要性。中国科协、中
国科学院一直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长期耕耘科普领域。

目前，全国的科普工作在取得可喜进
展的同时，发展仍然存在瓶颈，资源的不
均衡就是其中之一。对公众而言，能够接
触到的科普内容质量、数量不均衡；对科
普工作者而言，能够从科研机构、媒体平
台获得的支持不均衡。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成熟，科普内容
创作从技术上来说已经不存在难度，令
人担忧的是内容的质量。得不到科研机
构、媒体的支持，科普内容的创作就很
可能是在脱离科学指导、不了解科学发
展方向、和公众科普诉求的情况下进行。

为了打破这种不均衡，实现全民、全
社会的高水平科普，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

从科普创作的第一步——选题入手，通过面
向全国发布科普创作选题指南的方式，为全
国的科普创作团队提供一个“风向标”，以
期引领全社会科普潮流，打造科普创作与传
播的开源社区，推动在全社会形成讲科学、
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作为

《指南》发布的配套措施，据悉《中国科协
科普部关于开展科普融合创作与传播工作的
通知》也已于近日发布，面向全社会征集在

《指南》导向下创作的科普原创作品，提供
传播和经费支持。

显然，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共同制定
的《2019年科普创作选题指南》从面到点，
为全社会的科普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份2019
年的科普“风向标”，对促进科普原创作品
的选题均衡和内容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2019 年科普创作选题指南》 全
文见本报三版）

中 国 科 协 、 中 国 科 学 院 联 合 发 布 《 2019 年 科 普 创 作 选 题 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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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需要民众广泛参与垃圾分类需要民众广泛参与
6月6日，北京市东城区崇外街道新怡家园社区举行垃圾分类实践活动，让居民了解垃圾分类的意义和智能有偿回收的新型垃圾丢弃方式，提高再生资源利用率。

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科普有道

2019年科普创作选题指南研讨会现场

科普时报讯（记者侯静）如果说地下
管廊是一个城市的良心，那么，在地下作
业的煤矿工人的劳动安全状况便体现着一
个社会的良心。6月11日下午，以“智能
化开采：煤炭工业的新技术革命”为主题
的第五期MSTA大家系列科技讲座在中国
矿业大学（北京）科技会堂举行。担任本
期活动的主讲嘉宾有煤炭行业首席传播专
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国法，中国矿业大
学（北京）校长、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
葛世荣，中煤科工北京天玛控制系统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黄曾华，陕煤黄陵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唐恩贤。4位专家联袂
呈现了一场人工智能背景下我国传统煤炭
行业科技创新的科技大秀，吸引了数百名
莘莘学子和社会听众。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科技创
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
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
的位置”的指示，大力宣传新中国成立
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科技
事业的伟大成就，将重大科技成果转化
为最新科普资源，从而让科技创新服务
于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公众科学素质的提
高，科普时报社及科普全媒体平台特设
立 “MSTA （Major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Accomplishments） 大家系列科技

讲座”，对重大科技事件、重大科技成
就、重大科技专项进行科学解读。定期
邀请部分受到国家重点奖励的著名科学
家、工程技术专家，作为重大科技事件
亲历者和重大科技成就的首席科学家，
通过媒体平台进行科技传播。

本期活动由科普时报社科普全媒体
平台主办，应急管理部煤炭信息研究
院、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中国煤炭学

会科普工作委员会联合承办，陕煤黄陵
矿业有限公司协办。中国矿业大学 （北
京） 校长葛世荣，中国科协科普部副部
长郑凯，应急管理部煤炭信息研究院院
长贺佑国，科普时报社总编辑尹传红等
嘉宾分别到会致辞。

作为我国煤炭高效综采技术与装备体
系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和煤矿智能化的科技
领军者，王国法院士为我国煤炭工业机械

化、智能化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期活动
上，他以《智能化无人采煤与智慧煤矿》
为题，围绕能源与煤炭工业的发展现状、
国外煤炭工业及智能化开采发展现状、我
国煤炭智能化开采新进展、智慧煤矿概念
架构及发展目标、智能化开采核心技术短
板与对策等五方面进行了精彩讲述。

王国法指出，智慧煤矿建设是煤炭
工业技术革命、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方
向和目标，智能化开采是智慧煤矿的核
心技术。必须牢牢抓住新一代信息技术
带来的发展机遇，将数字矿山建设与煤
炭安全高效开发，与煤炭清洁利用的技
术创新和管理改革相结合，利用信息
化、数字化、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新技术提升和改造传统采矿业，不
断开创安全、高效、绿色和可持续的智
慧煤矿发展新模式。

葛世荣常年在智能矿山装备和摩擦
学领域开展深入研究，曾担任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他回顾了煤
矿机器人的发展历程，讲述了我国在煤
矿机器人研发中取得的成就，阐释了我
国在煤矿机器人领域的国际地位和未来
发展方向，展望了煤矿机器人的发展趋
势和美好前景。

（下转第八版）

解读人工智能技术革命 促进煤炭行业转型升级

第 五 期 MSTA 大 家 系 列 科 技 讲 座 在 京 举 行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校长、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葛世荣在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