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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坚信外星人的存在，他们会像
你和我一样，由碳和氮组成的吗？也许不
是。有可能他们现在就在这里，只是我们
看不到他们。这样的生命将存在于一个

“影子生物圈”中。这并不是指幽灵王
国，而是指可能存在不同生物化学性质，
但还未被发现的生物。

那我们为什么还没找到它们呢？事实
上，人类研究微观世界的方法很有限，只
有一小部分微生物可以在实验室里培养。
这表明可能真的有许多人类尚未发现的生
命形式。人类现在确实有能力对不可培养
的微生物菌株的DNA进行测序，但这只能
探测到已知的生命，即包含DNA的生命。

然而，如果我们发现了这样的“影子
生物圈”，那是否应该称其为“外星生

物”？这取决于外星生物到底是指“来自
外星”还是仅仅是“陌生生物”。

一个关于外星生命的流行观点是，这
些生命的生物化学特性可能是以硅为基
础，而不是碳。即使从地球中心主义的观
点来看，这种说法也是有道理的。地球上
大约90%的物质是由硅、铁、镁和氧组成
的，意味着有很多东西可以用来打造潜在
的生命形式。

不过，有太多的硅被锁在岩石里。地
球生命的化学组成与太阳的化学组成有近
似相关性，生物中98%的原子由氢、氧和
碳组成。因此，如果地球上存在可行的硅
生命形式，它们可能已经在其他地方进化
出来了。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论据支持
地球上存在硅基生命。几年前，加州理工

学院的科学家成功培育出一种细菌蛋白
质，这种蛋白质能与硅结合，本质上是赋
予了硅生命。因此，尽管与碳相比，硅不
够灵活，但它可能会找到方法组装成生物
体，也有可能和碳结合在一起。

当涉及到太空中的其他地方，如土星
的卫星“泰坦”（土卫六） 或围绕其他恒
星运行的行星时，不能排除硅基生命存在
的可能性。为了找到它们，人类必须以某
种方式跳出陆地生物学的框框，找到识别
新型生命形式的方法。

人类还没有遇到一种拥有太空穿越技
术的生命。但是，确实有证据表明，以碳
为基础的生命分子可以通过陨石到达地
球。因此，我们当然不能排除地球上存在
更多陌生生命形式的可能性。 （科文）

地 球 或 存 在 未 知 的 生 命 形 式

现代科技迅猛发展，科技创新需
求旺盛，社会对互联网背景下未来科
技发展充满期待。科技对未来生活的
重大影响，更加显明又更不可预测，
面临着新挑战，人工智能、大数据、
基因技术、食品安全、疾病预防、气
候变化、环境保护等话题，迫切需要
准确地向公众传播，增进对科学研究
的信任与支持，公众在享受现代科技
带来便利的同时存在疑虑。实践表
明，科技新知传播与普及，需要与之
相适应的渠道、方式、载体，需要理
念到机制的全面创新。

全面落实“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
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的重要精
神，围绕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的宏伟目标，必须大力推进科普“六
个化”建设，即科普法制化、科普信
息化、科普社会化、科普产业化、科
普国际化、科普常态化，促进科普事
业健康有序发展。其中，推进科普法
制化建设，强化科普法律意识，明确
科普法律职责，是全面推进科普事业
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科学普及

与科技创新“两翼”齐飞的关键所
在。科普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是促
进新时代科普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的重
中之重，需要全社会尤其科技界、科
普界的共同关注和全力推进。

面向公众开展科学技术普及，是
国家科技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
以来，我国高度重视科学普及，将科
普纳入法律化轨道，不断完善法律体
系建设。

1949 年，建立新中国之初，新的
全国人民政协会议颁布了具有宪法性
质的 《共同纲领》，其中第 43 条规定：

“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工业、农
业和国防建设。奖励科学的发明和发
现，普及科学知识”。在国家文化部，
设立了科普局，专门负责全国科学普
及工作。

1954 年新中国第一部 《宪法》 颁
布，明确规定要“开展科普宣传，促
进文化发展”。1982 年修改后的 《宪
法》规定：“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
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
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同

样道理，1958年“科联”“科普”两大
全国性科技团体合并成立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其 《中国科协章程》 明确规
定，科普是科协组织根本任务之一，
要面向公众科普知识，传播科学思
想，反对迷信邪教。国家根本大法关
于开展科学技术普及的重要表述，确
立了科普在国家科技事业大局中的重
要地位，为科普法律体系建设奠定了
重要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科技是第一生产
力”深入人心，科普迎来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科普立法步伐明显加快，
进入了科普法制时代。1993年7月，全
国八届人大常委会议通过 《科学技术
进步法》，提出“国家发展科学技术普
及事业，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全
体公民科学文化素质”，明确了科普在
科技进步中的重要地位。1994 年 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 《关于加
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成
为建国以来第一个科普工作纲领性文
件，为科普事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2003年6月，全国九届人大常委会

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
普及法》，明确“发展科普事业是国家
长期任务、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社
会各界都应当组织参加各类科普活动
社”，成为世界上第一部科普的专门法
律，在世界科普史上具有里程碑性意
义。2006年3月，国务院颁布《公民科
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2006－2010－
2020 年）》 明确提出“科学素质是公
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技创新
的重要社会基础”，提出了国家科普事
业发展的中长期目标。2007年1月，国
家发改委、中国科协等八部委下发

《关于国家加强科普能力建设的若干意
见》，明确“科普是国家科技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

（下转第2版）

强 化 科 普 法 律 意 识 全 面 落 实 科 普 责 任
□ 季良纲

在上个月刚刚落幕的“红荷湿地杯全
国科普摄影大赛”中，这幅名为《你好，
鱼先生》的摄影作品经过初审、复审、终
审，最终脱颖而出夺得大赛金奖。

照片拍摄于湿地公园，画面中的湖面
上两只黑天鹅带着刚孵化出壳不久的幼
雏，一家3口在水中嬉戏。此时，一条鲤
鱼进入画面，与黑天鹅一家打了个照面。
只见这条鲤鱼从水中探出头来，张大了嘴
巴，而黑天鹅幼雏恰巧与鲤鱼四目相对。
它们眼神交汇，似是在相互问候，黑天鹅
的父母则安静地注视着一切。就在此时，
拍摄者按下了快门。一个稍纵即逝、有趣
的画面就这样被拍摄者捕捉到了，时间恰
到好处。

这些年，随着国家对湿地生态保护的
力度加大，湿地生态链正呈良性发展，环
境得到治理，水体得到改善，这为动植物
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

此次“红荷湿地杯全国科普摄影大
赛”是由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普摄影专业
委员会与山东省微山湖湿地管委会共同举
办，旨在推广科普摄影，弘扬生态文明，
传播湿地文化，普及科学知识。大赛办公
室共收到来自全国的800多幅摄影作品，
最终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
奖4名、优秀奖30名以及评委会推荐奖1
名。 摄影/李姝蒙

撰文/李博文（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普
摄影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鹅鱼对鹅鱼对视视
温情温情四溢四溢

面对疫情，因工作需要将提前返岗的
人员在防护上该怎么做？

日前，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呼吸系
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高级别专
家组组长钟南表示，疫情应该在一周或10
天左右达到高峰。“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
特点，与SARS是不一样的。病毒变异传
染毒力明显增加。这个疾病大多数还是典
型的发烧、乏力，部分出现干咳，少数有
流鼻涕鼻塞，还有少数有胃肠道的症状，
还有个别的有心肌、消化道、神经系统的
问题。”

钟南山强调：大家尽量减少出行。发
热仍然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典型症状。
传人有个潜伏期，发病的潜伏期我们正在
进行更准确的评估，可能是3到7天，一般
不超过14天。如果必须返岗参加工作，应
该重点注意以下事项。

一是要注意办公场所哪些是必须戴口
罩的高危地带，新型冠状病毒，主要通过
空气中的飞沫进行传播。因而空气不流
通，人员密度较大，人员来往较频密的地
方，都是高危地区。按危险程度而言，电
梯间、饭堂/餐厅以及办公室排在前列。

其中，最高危的是电梯间，电梯间是
空气极其不流通的地方，不要太过于迷信
那些“此处已消毒”的纸条。只有一定浓
度的酒精可以溶解冠状病毒外膜，然而酒
精是极其容易挥发的，除非每小时都安排
专人对电梯间进行酒精消毒。否则，贴个
已消毒的纸条纯粹自欺欺人，而且电梯间
的危险是无形的。

钟南山表示，普通的外科口罩并不能
够制止冠状病毒的进入，因为它的颗粒很
小。但戴口罩是有用的，因为口罩可防止
飞沫的传染，而这个冠状病毒主要是附着
在飞沫上，它不会自己飞来飞去的。“因
此搭乘电梯一定要戴口罩，有条件的单位
一定要频繁为电梯间消毒，特别是按钮
区。”

次高危的就是饭堂/餐厅，这些挤满
人排队打饭或就餐的区域，是人流量最
大，密度也最高的区域，且戴着口罩是没
办法吃饭的。

钟南山建议：坐下吃饭的最后一刻才
脱口罩；避免面对面就餐，避免就餐说话；避免扎堆就餐。

第三高危的办公室也是人多的地方，传染的风险不低。
钟南山建议：工作中要佩戴口罩，同事间谈话保持适度距
离；办公室要随时保持良好通风；对门把手、键盘鼠标、文
具、桌面进行必要酒精消毒。

二是要勤洗手。到单位第一时间洗手；吃东西前，先洗
手；到过电梯间、饭堂高危区的，回来洗手；外出回来，马
上洗手；要接触自己面部，特别是鼻孔与眼睛前，先洗手。

三是要科学的酒精消毒，像香水那样洒在自己身上是没有
意义的。关键是对我们手部会接触到的部位与物件进行消毒。
如手机、门把手、电梯按钮、鼠标键盘、自行车把手、工作
证、文具、椅子等，各位看自己实际情况，进行甄别与重点消
毒。且酒精要喷洒覆盖物件，自然晾干即可，不用擦拭。

“现在全国各地启动一级响应，目的就是减少互相感染
的机会。所以大家在工作场合、出外都戴口罩，尽量减少传
染的机会，这些都是非常有效的措施。”钟南山强调，做好
保护措施，这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也是全社会的事情。

2020年的春节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
说，是一个特殊的春节，一个“身体健
康”更显珍贵的春节，因为我们正在全
力以赴打一场硬仗——抗击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但局势
却异常严峻。在这场战斗中，我们每个
人都是一名战士，只不过有的冲锋陷阵
在最前线，有的坚守二线保障后勤，有
的响应号召严阵以待；即使呆在家里哪
儿也不去，也成为最给力的“帮忙”。

疫情发展至今，我们虽然有焦虑，
有担忧，但也不乏安心和信心，这得益
于这场战争中的另一名战士——媒体，
正是它连续不间断地工作为我们提供最
新的疫情资讯、辟谣信息、防护知识，
增强我们的信心和勇气。俗话说“手里
有粮，心里不慌”，防疫信息的即时传
播、公开透明，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及时
为自己装上打击新型病毒的“子弹”，把
由于信息不对等所引起的过度恐慌、错
误信息扩散等不良后果扼杀在萌芽阶段。

媒体是一名战士，它为最新疫情资
讯提供了传播渠道，让更多的人通过电
视节目、新媒体平台获得最新的消息，
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大辐射面提高人们对

疫情的重视程度。各大媒体在电视端、
微信端、微博端等多平台滚动推送最新
进展，连线专家做权威直播；微信“看
一看”置顶热点专题，实时更新肺炎疫
情动态。通过一部手机，不仅能够实时
追踪疫情的发展情况，还可以一键分享
实时数据，实现信息的以点带面。

媒体是一名战士，它为抗击疫情工
作提供了监督平台，为一直以来习惯了
接收信息的人们打开了一扇门，使信息
得以双向流通。1 月 24 日，国务院办公
厅在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面向社
会征集有关地方和部门在疫情防控工作
中责任落实不到位、防控不力、推诿扯
皮、敷衍塞责等问题线索，以及改进和
加强防控工作的意见建议。这项举措保
证了信息的公开透明，为公众吃下一颗
定心丸。

媒体是一名战士，它为社会公众提
供了科学详尽的防控科普知识，同时也
是斩断谣言的一把利剑，及时止损。疫
情出现后，各大科普新媒体平台迅速行
动，制作并发布多形式的科普内容，微
博热搜、微信朋友圈、抖音、快手等平
台上，关于科学防控的文章、视频、动
画等成为高频点击内容，针对儿童、老

人等不同群体的科普内容也纷纷被精准
投放。新媒体平台上，一位戴着口罩把
前来拜年的外孙拒之门外的“无情姥
爷”一时间竟成为“全国模范姥爷”，为
老年人群体上了一堂生动的防护示范
课。短短几天，#我姥爷不要我了#微博
热搜话题阅读量就达到2.5亿。

媒体是一名战士，它为线上医疗平
台的建立和有效应用提供了重要的推动
力量。在这个关键时期，将病人从线下
引流到线上就诊，通过权威发布科学预
防、初步自诊的指导减少不必要的医疗
资源使用；通过远程医疗，减少发热门
诊压力，降低医生感染几率，减缓病人
心理压力，为提前研判，科学预防提供
了重要保障。

媒体是一名战士，它为广大奋战在
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坚定信心，送去温暖
和希望。今年的春晚，6名央视主持人通
过电视、网络媒体向不畏生死的医护人
员及其家人讲述《爱是桥梁》。每当新媒
体平台有最新消息发布时，评论区立刻
被最诚挚的祝福和最深刻的敬意“攻
陷”，那些不能上“战场”的人们，通过
这样的方式，为坚守在一线的英雄“隔
空加油”。

在媒体信息技术不发达的过去，我
们每个人都是大海中的一座座信息孤
岛，碎片的信息，不畅的传播，让我们
难以看清事情的全貌，很难做出正确的
判断和决策。而现在，数字技术的发展
速度早已跨越了想象的屏障，媒体就像
是一根无形的线，把我们每个人串在一
起，我们从中获取信息，也传递信息，
获取能量，也释放能量。在信息共享的
时代，福祸与共已经不是一句空话，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态早已形成。

而此时此刻，正在家中阅读此文的
大家，都在通过各种媒体关注着最新的
动态，期待着疫情的消退。大家也都不
会忘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只要坚定信
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
我们就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我们相信：一切终将过去，总会春
暖花开！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网络科普部工
程师）

疫 情 来 了 ， 媒 体 也 是 一 名 战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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