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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展示科技战疫成效和科技创新
成就，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
识，促进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协调发展，
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和科学普及活动惠及于
民，科技部、中央宣传部、卫生健康委、
中国科协将于8月23—29日共同主办2020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

8月23日，2020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启
动式和主场展示活动将在北京中关村国家自
主创新展示中心举行，邀请有关部门、科学
家、外国专家、学生、社会各界代表出席并
参观科技创新和科普展览，参与现场科普互
动体验活动等。启动式由科技部、北京市人
民政府主办。

结合疫情情况，今年科技周主场将首
次设立云展厅，以网络云展示（网络科技

周）为主，展示内容主要包括科技战疫成
效、科技创新成就、体验美好生活、科技
助力脱贫攻坚、科技周20周年回顾等。

今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以科技战疫为重
点，展示科学技术对战胜疫情的重要支撑作
用和系列成果，展示科学普及在引导人民群
众科学识疫、科学防疫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以创新强国为核心，展示科技创新对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展示科技创新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
活需要、美丽中国建设等中的显著成效；以
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为主线，深入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在全国范围内举办群众性科技活动，展示科
学普及工作和科技活动周20年成效。

此外，2020年全国科技活动周还将在

湖北省武汉市设立分会场，29日将在武汉
举办科技周闭幕式。

作为全国群众性科技活动品牌，全国
科技周活动在安排主场活动和重大示范活
动的同时，也会部署部门、地方同步举办
各类特色科普活动。

今年，全国科技活动周组委会将组织
科技列车怀化行、全国科普讲解大赛、全
国科普微视频大赛、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
演、全国优秀科普作品推荐、科普援藏等
一批重大示范活动。

同时，有关部门根据自身优势和特
点，举办“科研机构、大学向社会开放”

“科学使者进社区 （农村、企业、学校、
军营）”等各具特色的群众性科技活动。

（科文）

2020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将于 8 月 23 日开幕

社 长
总编辑 尹宏群

国家免疫规划覆盖全民，是疾病预
防至关重要的一环。为防止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打下了基础。目前我国有14种
可免费注射的免疫规划疫苗，非免疫规
划疫苗即二类疫苗达30多种，这些要自
费接种。如何促进健康公平可及？让需
要的人都能接种上疫苗？未来疫苗都能
免费接种吗？

在8月13日召开的“疫苗公平与健康
扶贫”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表示，可多方
筹资，选取疾病负担重、效果好的疫苗优
先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在保证公平、兼顾
效率的同时，还要考虑资源可及性、程序
合理等因素。

二类疫苗接种率不平衡

目前，我国免疫规划疫苗由政府免费
提供，全国平均接种率90%以上。非免疫
规划疫苗由公民自费接种，在经济发达地
区接种率较高，在偏远地区、经济欠发达
地区接种率很低。中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
示，各省接种数量相差之多达19倍。

四川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周久顺介绍，
成都、德阳、绵阳等几个经济发展好的城

市，公众愿意自费注射非免疫规划疫苗。
边远贫困地区情况大不相同，不仅运输储
存成本高，自愿掏钱注射的人也少。周久
顺算了一笔账，在成都一支疫苗运输储存
的成本为2元钱，而甘孜州、阿坝州成本
约100块钱。疫苗从成都运输到甘孜州的
石渠县要三天时间，但石渠县只有几千
人，自费注射的人很少。仅算经济账，疫
苗运送到偏远地区非常不划算。

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均收入低，且难以
获得高质量医疗服务。此外，偏远地区接
种分布广，交通不便，接种疫苗成本高。
接种疫苗少，易受传染病侵害，如果家里
一个孩子生病伤残，这个家庭很难脱贫。
中国疾控中心疫苗经济学联合研究中心副
主任方海说，“所有人群都需要疫苗。但
是，由于生活环境、健康状态、经济条件
等因素，越贫穷的地方罹患疾病的风险更
高。经济不发达地区群众更需要疫苗。”

对二类疫苗接种效果研究少

方海告诉科普时报记者，选取接种
的疫苗与当地传染病流行相关。乙肝、
结核等疾病在我国发病率高，经济负担

重，我国免疫规划疫苗就纳入了乙肝、
卡介苗、脊灰、百白破等。在美国、英
国、德国乙脑发病率非常低，这些国家
就不会将乙脑疫苗纳入免疫规划。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注射的宫颈癌疫
苗、流感疫苗、小儿肺炎疫苗、老年肺
炎疫苗、流感嗜血杆菌疫苗、水痘疫
苗、轮状疫苗等，已经纳入了很多国家
的免疫规划。在我国，这些疫苗属于非
免疫规划苗，需要自费注射。

今年1月发表的一项研究结论表明，
我国之所以不将这些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
划，主要原因是经济问题。这些疫苗价格
贵，如果大规模接种，经济压力非常大。

方海介绍，疫苗接种后的成果效应
评价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目前，轮状病
毒导致的腹泻负担、水痘病毒导致儿童
水痘发病，以及成年人的疱疹、流感嗜
血杆菌疫苗和肺炎疫苗导致疾病发病数
和死亡数的研究较少，没法计算这些疫
苗的接种效果。

选择效果好的优先纳入免疫规划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中心主任尹

遵栋告诉科普时报记者，如果将二类疫
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不仅要通过专家
咨询委员会，进行多渠道筹资，还要考
虑疾病、疫苗、政策等其他因素。

据介绍，如果要将二类疫苗纳入免
疫规划，需要先由技术部门提出建议，
向免疫规划专家委员会报告、讨论。目
前，中国疾控中心提供技术支持，卫生
行政部门须与财政等部委协商，经由国
务院批准。

方海认为，一要考虑疾病特征和疾
病负担；二是考虑疫苗是否可及，供
应、价格问题；三是资金人力保障，四
是伦理学是否可接受。

方海建议，由于现阶段资金和财力
有限，可以在非免疫规划疫苗中先挑选
一种或两种疾病比较重、效果好的疫苗
优先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比如流感嗜血
杆菌疫苗、水痘疫苗，在二类疫苗市场
上应用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但跟发达
国家地区已经纳入免疫规划项目相比，
差距比较大。资金可考虑由中央资金转
移支付、当地筹集、慈善机构、企业支
持等。

逐 步 将 二 类 疫 苗 纳 入 免 疫 规 划
□ 科普时报记者 项 铮

在经济不发达地区，非计划免疫疫苗接种率很低，而他们更需要接种疫苗减少传染病
流行。如何促进健康公平，巩固健康扶贫成果？专家建议——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年，是实现迈进创新型
国家行列目标的决胜之年，也是全国科技
活动周举办20周年。

由科技部、中央宣传部、卫生健康
委、中国科协共同主办的2020年全国科技
活动周将于8月23开幕。日前，多位两院
院士、知名科普专家为今年的科技活动周
宣传助阵，纷纷祝福并寄语这场全民科普
盛宴。

“今年是全国科技活动周举办 20 周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20年来为普及科学知
识和传承科学精神作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
贡献，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中国工程院
院士、神舟号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表示，
希望今年20周年的科技周线上线下都能办
出特色，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
长张伯礼表示，今年科技周以线上展示为
主，精心筹备的线上云展厅让公众足不出
户就能体验到丰富有趣的展品，尽情遨游
在科学的世界，必然会带来一个不同寻常
的网络科技周之旅。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忠和表示：“20
年来全国科学活动周成为影响范围最广、
参加人数最多的一个科普活动。我国公民
的科学素质从 2001 年的 1.4%上升到 2018
年的8.47%，全国科技活动周起到很重要
的引领作用。科技活动周的各类科普活
动，对提升国民素质、弘扬科学精神、营
造科学氛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核反应堆及核电工程
专家叶奇蓁表示：“科技周活动对我们广大
科技工作者、青少年起到了普及科学精神、
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的作用，使我们能够更
好地用科学的办法思考问题、理解问题。祝
贺20周年的活动取得很好的成效。”

“创办20年以来，科技周活动已经成
为参与人数最多、覆盖面最广、影响最大
的群众性科技活动。”联合国“卡林加
奖”得主、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名誉
理事长李象益表示，每年举办的科技周为
提高公众科学素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科
技周的创办对于提高公众科学素养有着重
大的意义。从科学普及和传播方面来看，

最早是科学家向公众的单项传播，可以说
公众是一个被科学家传播科学的受体。随
着科学普及和传播的不断发展和社会功能
的演变，可以说进入了一个科学家和公众
互动的阶段，这就意味着公众理解科学时
代的到来，所以说全国科技活动周的创
办，揭开了公众理解科学的新纪元。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
馆原馆长王渝生表示，第一届科技周的主
题为“科技在你身边”，十分接地气，跟
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关系密切。2002年
的科技周主题为“科技创新强国”，有意
识地把全国科技活动周与建设科技强国的
目标联系在一起。2003 年，正值非典疫
情，科技周的主题则是“科技战胜非
典”。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部联合中宣
部、中国科协等单位主办全国科技活动
周。在全国科技活动周的带动和 2002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普及法》的诞生背
景下，经过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协从2003
年开始设立了“中国科普日”，时间定为
九月份的第三周，以便更多青少年和在校
学生参加。2018年，中国科学院也开始举

办“中国科学院科学节”。“科技部、中国
科协、中国科学院这‘三驾马车’并行，
使得我国的科普宣传、科技创新上了一个
更高的台阶。”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科学传播中心
首席科学家、北京天文馆名誉馆长朱进表
示，20年来，科技周已经让高大上的科学
变得接地气，不仅普及了科技知识，更让
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思想植根在人
们的心中。祝福全国科技周越办越好，能
够为提高公众科学素质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欧阳
明高也为科技周“打 call”：“预祝全国科
技活动周越办越好！”

全民科普盛宴举办 20 周年

院 士 专 家 寄 语 助 阵 全 国 科 技 活 动 周
科普时报讯（记者 李苹） 8月15

日，中国科协在第二十二届中国科协
年会闭幕式上，发布了 10个对科学发
展具有导向作用的前沿科学问题和10
个对技术和产业具有关键作用的工程
难题。

10 个前沿科学问题为：冠状病毒
跨种传播的生态学机制是什么？引力
波将如何揭示宇宙奥秘？地球物质是
如何演化与循环的？第五代核能系统
会是什么样子？特种能场辅助制造的
科学原理是什么？数字交通基础设施
如何推动自动驾驶与车路协同发展？
调节人体免疫功能的中医药机制是什
么？植物无融合生殖的生物学基础是
什么？如何优化变化环境下我国水资
源承载力，实现健康的区域水平衡状
态?如何建立虚拟孪生理论和技术基础
并开展示范应用？

10 个工程技术难题为：如何开发
新型免疫细胞在肿瘤治疗中的新途径
与新技术？水平起降组合动力运载器
一体化设计为何成为空天技术新焦
点？如何实现农业重大入侵生物的前
瞻性风险预警和实时控制？信息化条
件下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如何防范重大
电磁威胁？硅光技术能否促成光电子
和微电子的融合？如何解决集成电路
制造工艺中缺陷在线检测难题？无人
车如何实现在卫星不可用条件下的高
精度智能导航？如何在可再生能源规
模化电解水制氢生产中实现“大规
模”“低能耗”“高稳定性”三者的统
一？如何突破进藏高速公路智能建造
及工程健康保障技术？如何突破光刻
技术难题？

在推进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进程
中，不断提出、判别科技重大问题及
其优先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
科协发挥科学共同体在学术上的引领
作用，引导科技工作者面向世界前
沿、把握国家战略需求、研判趋势、
识别重大问题，找准关系根本和全局
的重大科学问题。自2018年以来，中
国科协组织全国学会及学会联合体开
展重大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征集
活动并向公众发布，三年共评选、发
布了100个难题。2020年的征集发布活
动共征集到103家全国学会、学会联合
体、企业科协提交的490个问题难题，
1.88万余名院士、专家、一线科技工作
者参与。

据悉，中国科协将以重大问题发
布强化学术引领，承担科技共同体的
价值使命，坚持尊重科学家对科学前
沿的敏感性和探索精神，重视发挥跨
界学术交流孕育创新的积极作用，逐
步形成“中国科协引导、全国学会主
导、知名科学家领衔、科技工作者广
泛参与、联合国际科技组织支持”的
科技重大问题凝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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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湖北省
孝感市福广路特勤消
防救援站，不少在家
过暑假的小朋友在家
长的带领下，来到这
里参观消防安全科普
教育馆。这场亲子科
普活动以寓教于乐的
趣味游戏，让小朋友
和家长们潜移默化地
学到消防安全知识，
有效提高他们的应急
避险与逃生自救能力。

视觉中国供图

消防科普消防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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