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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科技与文化的融合

上海自然博物馆实现流量变“留量”
□□ 岑 盼 科普时报记者 王 春

作为2020年全球最重要的公共
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每一个
人的心。在科学研究方面，分离新
冠病毒、破解病毒基因序列、确定
平均潜伏期、确定传播方式则成为
2020年最重要的科学发现。

奠定疫情防控科学基础

从2019年底到2020年初，新冠
肺炎在武汉流行。在最早的三周
中，从确定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到武
汉封城，前后约21天的时间里，我
们就取得了四大科学发现。

2019年12月30号，武汉市卫健
委确定其为不明原因肺炎疫情；
2020年1月7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率先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1月
10号，诊断试剂被派往武汉，用于
临床诊断。从确定不明原因肺炎疫
情、到分离病毒、到诊断试剂，只
用了一周多的时间，这创造了人类
认识一种新传染病的最短时间纪录。

很多人不明白，破解病毒基因序
列有什么意义？实际上，病毒基因序
列是我们认识一种病原体最重要的生
物特征指标——有了基因序列，就可
以生产诊断试剂；有了基因序列，就

可以研制预防疫苗。因此，上述四大
科学发现，奠定了中国乃至世界控制
新冠肺炎疫情的科学基础，也是中国
科学家为世界控制新冠肺炎疫情作出
的最重要的贡献。

疫情防控“中国榜样”

在这场必须打赢的抗疫战斗
中，中国科学家跑出了中国速度。
在武汉疫情得到控制以后，我国又
陆续出现了几起聚集性的疫情，比
如北京新发地市场、大连、青岛、
新疆喀什等地。在控制这一系列疫
情的过程当中，我们采取了早发
现、早隔离、早治疗；根据传染病
传播规律，在发现感染者以后，进
行流行病学调查，确定密切接触
者，并对密切接触者进行管理；采
用核酸检测的方法来确定疫情的规
模，发现早期的感染者；治疗病人
等四个方面的主要措施。

在北京新发地市场疫情中，从第
一例病例报告到确定、锁定源头，前
后只有16个小时。随后，北京市疾控
中心和相关的部门很快对北京新发地
周围进行了调查；北京市成立了防控
指挥部，对新发地进行了封闭管理。

新发地是北京一级分流批发市
场，每天有几十万人进出，涉及到
全国各地。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是
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所谓的“流
行病学调查”，就是对感染新冠肺炎
的病人进行“查上家、追下家”，谁
感染了他？他又有可能传染给谁？

北京新发地疫情从6月11号报
告首例病例，到7月5号最后一例新
诊断的病例报告，前后经历了 25
天。新发地的疫情响应，应该说为
全国乃至世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提
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一流响应查堵源头

近来，全国多地又发生了零星
散发的病例。这种再次发生的疫
情，病毒一定“有来头、有源头”。

病毒一般有几种来源：一是从
境外回国的人员当中可能有感染
者，把这些感染的人管住了，就能
够控制住疫情；二是目前在医院接
受治疗的病人；三是境外输入的物
品，这些物品在夏季的时候主要是
冷链运输的物品，进入冬季以后，
所有从境外输入的物品都有可能带
有病毒，都有可能造成人的感染；

四是某些研究病毒的实验室里面有
病毒，如果实验室安全措施不到
位，造成工作人员感染，也会造成
疫情的扩散。

从这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新冠肺炎疫情的再次发生，要么是

“人传人”造成的，要么是“物传
人”造成的。

针对“人传人”的情况，我们
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的体系，相关的
一系列措施已经非常完善了；进入
冬季以后，“物传人”也是主要的风
险点。所以，海关是我们把住国门
的第一关，但海关也不能完全杜绝
病毒的进入。为了防范这些病毒，
我们还可以定期地在整个运输链上
进行检测，并对从业人员进行应急
疫苗接种，防止他们感染。这些措
施都能够帮助我们把疫情控制在一
个最低的水平。

（作者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
病学首席专家，本文来自作者在“2021
年科学跨年之夜”活动上的演讲。）

抗击疫情中的四大科学发现
□□ 吴尊友

起源之谜、生命长河、演化之
道、大地探珍、生态万象……作为上
海科技馆分馆的上海自然博物馆数十
个展区陈列了来自七大洲的11000余
件标本模型。新馆开馆五年来，累计
开展教育活动 9 万场，受众 152 万人
次，平均每年的客流量达 200 多万，
是中国最受欢迎的自然博物馆之一。

“上海自然博物馆的成功，得益
于场馆积极探索与大数据、共享和
高质量这三个关键紧密结合。”上海
科技馆馆长王小明表示，这种跨界
融合用数字技术重构了场馆的知识
体系，即：教育在重构，藏品在重
生，研究在重塑，历史在重现。场
馆 还 要 以 新 理 念 、 新 措 施 、 新 突
破、新成效，迎接新发展阶段。

寻求科技与文化融合，在展示教
育、学术科研方面创新与转型，上海
自然博物馆已然探索出数字化时代科
普场馆发展的一条新路。

技术赋能

漫步馆内，不仅会收获一场视觉

盛宴，还会产生多重思考。迁徙、追
逐、哺育……非洲象、狮群、长颈鹿
和羚羊们在1300平方米的步入式复原
场景内，逼真再现生机勃勃的非洲大
草原。超清动态影像与经典手绘背景
画动静结合，讲述了从旱季到雨季、
从晨光到日暮、悲壮而温情的非洲原
野。增强现实技术使得观众在展区现
场靠近陈列标本时，可使用智能手机
观赏到马门溪龙、风神翼龙的“复
活”，领略其在移动终端上“动”起
来的奇特画面。南极、北极、青藏高
原三个极端环境在博物馆内同一个空
间里展现，秦岭一带不同海拔分布的
动物在对应高低的树杈上活灵活现
……

对于博物馆的精心布局，王小明
如数家珍。他介绍，馆内的布局策划
前后花费了约八年时间，运用数字化
技术给观众带去沉浸式的体验，是博
物馆不断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而将
不同时空的物种系统化地展现在同一
区域内，会给观众带来直观的比较，
比较产生问题，产生问题促进解决问
题，这是教育流程的具象化体现。王
小明强调：“博物馆的每一寸空间都
应该是质疑的空间。”鲨鱼称霸海洋4
亿年，如今却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
我们能为它做些什么呢？“娃娃鱼”
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两栖动物，因其
叫声像娃娃啼哭而得名，你知道它的
真名吗？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内，诸如

此类的小问题随处可见。博物馆并非
枯燥无趣地向参观者输送知识，这样
的留白与疑问给观众带去了思考的空
间。

“依托于数字化技术，科学和艺
术应该在博物馆内发起联动，所有的
布局和策划都基于精巧的构思，这不
仅是每一个博物馆原创性概念和模式
的独特彰显，也会给予观众不同维度
的思考。”王小明说。

跨界融合

并非局限于博物馆的空间之内，
上海自然博物馆还利用游戏、影片、
科普大讲坛等模式，架起了知识资源
与普通大众的桥梁，致力于将原本割
裂的教育空间和受众群体聚合起来，
既变“流量”为“留量”，也进一步
延伸了博物馆的教育意义。

（下转第2版）

日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的“洞察号”终于探测到火星内部了，并发
现了火星壳可能有三层。这是科学家首次直
接探测到地球以外行星的内部，将帮助研究
人员阐明火星的形成和演化。

这是“洞察号”的一个重大发现。洞
察号于2018年在火星着陆，目标是探索火
星的内部结构。“洞察号”着陆器降落在
火星赤道附近的埃律西昂平原上，它利用
一个非常灵敏的地震仪来监听火星下涌动
的地质能。迄今为止，这项任务已经探测
到超过480次火星震。火星震不如地震来
得多，但比月震多。

和地震学家在地球上的做法一样，研

究人员在利用火星震绘制火星的内部结
构。火星震的能量通过两种波在地下传
播，通过测量这些波的运动差异，研究人
员便能计算出火星核、火星幔、火星壳的
起点和终点，以及它们的大概构成。那些
基础的地质层可以揭示火星在几十亿年前
太阳系诞生的炽热环境下是如何冷却并形
成的。

地球的大陆地壳基本可以分成不同岩
石组成的不同亚层。虽然不确定，但研究
人员曾怀疑火星壳也是分层的。如今，

“洞察号”的数据显然证实了这一点。
三层的火星壳最符合地球化学模型以

及有关火星陨石的研究。研究人员认为，

火星壳的厚度不是 20 千米就是 37 千米，
取决于它究竟是两层还是三层。火星壳的
厚度可能在不同的位置不一样，但平均厚
度可能不会超过70千米。地球海洋下的地
壳厚度大概在5千米到10千米之间，大陆
下的地壳厚度大概在 40 千米到 50 千米之
间。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科学家计划公
布在火星更深处采集的数据，这些测量数
据最终会揭示关于火星核和火星幔的信
息。

除了监听火星震以外，“洞察号”的
另一个重大科学目标是利用名为“鼹鼠”
的探针来探测火星地下的热流。（科文）

火 星 居 然 是 个 “ 夹 心 蛋 糕 ”

从2020年底到2021年初，我国出现影响全国大部
分地方的寒潮天气，从北方开始经历了一波强劲的降
温，一直影响到南方大部分地区。到1月6日，北京甚
至出现零下19.6℃的低温，这是1966年以后的最低数
字。冷冰冰的数字体现在日常生活上，就会变成只敢
露出两只眼睛的着装，变成背对着凛冽的寒风艰难地
前行，在全身筛糠一样颤抖的时候，让人不觉产生这
样的怀疑：说好的全球变暖呢？

今年的寒冬，其实恰恰部分源于全球变暖，是不
是很反常识？这种反常的现象，和一种极地涡旋的气
候现象有关，极地涡旋是一种发生于极地，介于对流
层与平流层的中上部、持续性长且规模大的气旋 。这
种涡旋在极夜的时候最为强大，因为此时的温度梯度
最大，但随着持续缩减，到夏季甚至会消失。

最早记载极地涡旋现象的文献出现于1853年。在
北半球的冬季，这种现象会导致突然性平流层暖化。
1952年，在海拔高度超过20公里的无线电探空仪观测
中发现了这种现象导致的平流层暖化。在2013后的北
美冬季，新闻和天气媒体中经常提到这种现象，使得
该术语推广成为对于极低温寒潮的解释。

此外，极地涡旋是影响气候的重要因素，它是大
气高层的紧密旋转气流。漩涡可以将极地温度极低且
密度较大的空气，一直通向上空的平流层，就像无形
的弹力绳“束缚”着冷空气，把冷空气限制在北极地
区。不巧的是近30年，全球变暖越来越显著，这导致
海冰减少，反射减弱，吸收更多太阳热力，海冰进一
步减少的恶性循环，所以出现了非常反常识的现象，
北极升温幅度接近其他地区平均升温幅度的三倍。北
极比赤道暖化更快也就意味着两者之间的温差正在减
弱，大气环流也因此受到影响。继而，它减弱了极地
涡旋和西风急流，使西风急流较为波动，有利于北极
冷空气南侵。

所以在过去40年，极地涡旋的偏弱的趋势在逐渐
明显，在近年来终于愈发明显地出现分裂。在最严重
时分裂为杂乱无章的数个，并南下到北半球中高纬地
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2010年代，美国东北部的
冬季变得更加严酷，这和近几天北京的体验比较类似。

极地冷空气南下通常两个走向，欧亚或北美。今
年，冷空气轮到了偏向欧亚地区，而欧亚大陆冬季温暖气
候主要由北大西洋吹向大陆的暖湿气流维持，西风的减弱
又导致南北向的气流运动缺少阻塞，有利于冷空气的南
侵，这就是今年中国出现强寒潮的背景。除了极地涡旋减
弱导致冷空气南下的大环境，发生于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拉
尼娜事件，对这个尤其寒冷的冬季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2008年我国的雪灾也是由该气象事件引起。

拉尼娜现象源自东南信风吹走了太平洋东部被晒
热了的表层海水，导致底部寒冷的海水上翻，赤道太
平洋中部和东部海洋表面温度的大尺度降温，并影响
热带大气环流，进而影响风和降雨量。它对天气和气
候的影响通常与厄尔尼诺现象相反，对中国来说，增
加冷冬出现的概率。可以说厄尔尼诺对应中国的暖
冬，拉尼娜则对应冷冬。

2020年10月末，世界气象组织便宣告了一次中等到强级别的拉尼
娜现象形成，这次的拉尼娜现象延续到了2021年，并在今年冬季迎来
了峰值。这次拉尼娜现象对我国南方的影响较大，降低了持续性雨雪
冰冻的可能性，但是也影响了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和强度，导致南方难
以阻挡冷空气的南下。

可以说，北方极地涡旋减弱和南方拉尼娜现象兴盛的两个因素互
相影响，导致2021年开局全国范围的降温，并且这是由变暖导致的冷
冬。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普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科幻创
作研究基地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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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说科普

编者按：日前，媒体对国内一些自然博物馆坐拥大量资源却门可罗雀的
现象进行了报道，一时间科普场馆的生存和发展备受关注。与此同时，我们
也注意到，在困境中一些自然博物馆大胆探索“破圈”之路，并成功吸引观
众走进场馆享受科普盛宴。为破解科普场馆发展难题，推动科普场馆更好地
为公众服务，本报特开设“走进自然博物馆”专栏，介绍和展示国内数家自
然博物馆的典型做法，以期提供借鉴和启示。

新年伊始，“中国
手工造纸的技·艺”主
题展览在中国科技馆
举办，展览以纸及造
纸 技 艺 为 中 心 ， 分

“技之源”“匠之心”
“艺之本”“纸之用”
“纸来折往”五个展
区，全面展示了我国
手 工 造 纸 的 工 艺 知
识、科技内涵、传承
人物和纸艺创新的成
果。观众可以通过折
纸数理学中的艺术，
思考折纸背后的数学
知识、科学原理、工
程应用、艺术美感，
感受科学精神与人文
艺术的碰撞。图为小
观众在参观“中国手
工造纸的技·艺”主题
展览。

图1由中国科技馆
郑蓓蓓摄，图 2、图 3
由科普时报记者周维
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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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自然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