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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科技创新、、科学普及科学普及

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

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

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没没

有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普 遍 提有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普 遍 提

高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

高素质创新大军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难以实

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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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自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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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海百合化石、千年阴沉木、灰鲸骨骼、鲸鲨、北
极熊等标本组成的展示墙，揭开地球46亿年生命故事
的序幕；采用场景、多媒体和互动装置等展示手段，引
导公众聆听绿水青山的召唤……通过差异化发展，围绕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这一主题，浙江自然博物院
杭州馆、安吉馆形成合力。

浙江，作为“两山”理念诞生地、全国首个生态
省，生态科普惠民已成社会风尚。“博物院累计有20多
万件藏品，往年两馆年均客流量近300万人次。”浙江
自然博物院院长严洪明表示，博物院致力于生态文化的
传播，帮助公众从馆舍天地迈向大千世界。

闹市中的“野外”探险

拍下面部图像，计算机会推演出你“从猿人进化至
今”的影像；穿行于地球“内部”，感受岩浆流淌的视
觉冲击；一室之内看遍浙江大地的特色景观……在浙江
自然博物院杭州馆内，游客可完成一次穿越时空的旅
行。

地处市中心，2009年建成开放的杭州馆，由地球生
命故事、丰富奇异的生物世界、绿色浙江等五大展区组
成，以“地球及生命诞生与发展”为主线，再现了生命
大爆发、鹦鹉螺海洋、鱼类时代、蕨类森林、恐龙世
界、哺乳动物时代至人类登上生命舞台等复原场景。

讲解人员告诉科普时报记者，城市不只是有钢筋水
泥，也有壮美自然，游客移步换景，仿佛穿梭于电影场
景。“有的游客会自己开发参观路线，体验堪比探险。”

“主线故事之外，绿色浙江展厅则让游客将目光投
向脚下的浙江大地，通过穿越海岛、湿地和山地等生态
场景，领略浙江美丽的景观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浙
江自然博物院科普服务部副主任徐昳昀表示，除了供游
客参观，目前杭州馆共设有八大类科普活动，涵盖80
多项，每年举办活动超500场次。博物院去年发起了线
上征集，精选深受网友、市民欢迎的主题活动，科普活
动今后将更加精品化。

深入践行“两山”理念

区别于杭州馆对“自然·生命·人”纵深层次的叙
事，定位为“休闲体验”的浙江自然博物院安吉馆以生
态馆、地质馆、海洋馆、贝林馆等专题展为特色，在广
度上与杭州馆形成互补。

“安吉馆的建设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的现实诠释，场馆基本保持选址地块的真山真水，打
造‘自然中的博物馆’。于2018年底试开馆，半年内客
流量即突破百万人次。”严洪明介绍道。

“从高山冻原到滨海湿地，从北美灰狼与驼鹿的捕
食关系到美洲河狸与食叶甲虫的共生关系，通过生态馆
内的十余种生态系统场景都能看见。”讲解人员介绍，
场馆运用多媒体互动装置，尝试将自然的呼声呈现给游
客，加深观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同感。

值得一提的是，安吉馆在国内自然博物馆界首设的
自然艺术馆展厅匠心独具，在墙面设有若干喇叭状试听
装置，供游客聆听来自自然界的声响——风声、鸟鸣、
泉涌，颇为治愈。

“即便受疫情影响，2020 年两馆接待观众仍超 110 万人次，讲解
6867场次，博物院也在探索疫情环境下的参观模式，发挥数字优势，打
造优质线上内容。”严洪明表示，位于“两山”理念诞生地，安吉馆将
发挥文旅融合的优势，打造科普研学项目品牌，争创长三角地区“研学
游”特色基地。

陈 磊

3月24日，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
所网站消息显示，由该所及中国科学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研究人员
组成的团队，在云南盈江发现一剧毒蛇新
种——素贞环蛇。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对环
蛇属物种进行命名，相关研究成果于近日
发表在国际著名分类学期刊Zookeys上。

环蛇属物种隶属于眼镜蛇科，为著名
的神经毒类剧毒蛇。研究人员第一次注意
到盈江的这种环蛇，源于2015年一次蛇伤
人的偶然事件。据伤者回忆，盈江的这种

“银环蛇”咬伤后局部疼痛明显并伴有伤
口周围皮肤发黑，与被银环蛇咬伤局部无
明显痛感、不红不肿等临床表现不同。由
此，研究人员注意到盈江的环蛇与银环蛇
可能不是一个物种。

自2016年以来，研究团队在盈江县沿

着省道对爬行动物进行野外科考时，遇到
了几条“银环蛇”。这些环蛇在外部形态
上与中国华东地区分布的银环蛇比较接
近。但在进行广泛且详细的样本形态比较
和分子系统发育研究后发现，它们在外部
形态、牙齿特征、半阴茎形态等方面与其
他已知物种有明显区别，具有独立的演化
地位，应当视为独立的物种。最终，科研
人员采用中国传统神话故事《白蛇传》中
的人物白素贞来命名这一新种。

据介绍，素贞环蛇是自然界中相对接
近“白蛇”形象的物种。其成体和亚成体
头背均一黑色；体背以黑色为主，具备
26-38条白色窄横纹，窄横纹仅覆盖1至2
枚脊鳞；体腹面均一白色；尾腹面白色，
无斑或者仅沿中线分布有棕色细点；体背
黑色略侵入腹面，腹鳞两边黑色部分窄于

最外侧背鳞的一半。尾较长，尾长与体长
比值 0.14-0.15。半阴茎达第 7 枚尾下鳞；
靠近基部的位置具发达的大刺，形状类似
毒牙；大刺尖端明显角质化，与大刺其他
部分无明显边界；副毒牙仅具3枚。

素贞环蛇已知分布在云南省盈江县，
以及缅甸北部克钦邦，具有强烈的神经毒
性。在已知的两例素贞环蛇咬伤病例中，
被咬伤者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

科研人员建议，所有环蛇属物种分布
区域 （华东地区和华中地区的长江以南区
域，全部华南地区，西南地区的贵州南
部、云南西部及南部、西藏墨脱县） 的蛇
伤治疗机构应普及呼吸机。此外，考虑到
素贞环蛇的毒液成分与组成可能与银环蛇
差异较大，使用银环蛇抗蛇毒血清治疗时
需重新评估效果和用量。 （科文）

云 南 盈 江 发 现 剧 毒 蛇 新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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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居庸关长城脚下，
S2线和谐号列车穿越芬芳花
海，驶进春天，一幅唯美醉
人景象，也成为北京绿化建
设成就的生动写照。

近年来，北京市加大了
公路、铁路、河道沿线的绿
化景观提升，打造了一条条
生态绿廊。随着北京市郊铁
路怀密线沿线绿化建设不断
推进，北京也将迎来第二条

“开往春天的列车”。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何

建勇 摄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这句话用来形容正在进行的三星遗
址考古很是贴切。

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
目工作进展会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
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
此次考古发掘主要围绕三星堆遗址
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展开，金
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青铜神
树、精美牙雕残件……这场令世人
为之沸腾的考古发掘，已经出土重
要文物500余件，“上新”的数量和
质量都很惊人。

“值得关注的不仅仅是精美
的 出 土 文 物 。” 三 星 堆 “ 祭 祀
区”考古发掘专家组组长、中国
社科院学部委员王巍表示，此次
三 星 堆 考 古 作 业 可 以 “ 精 细 发
掘”一词来形容，秉持了精细发
掘理念、采用的多种现代科技手
段、构建的考古发掘现场预防性
保护新模式，而这些都为今后考
古发掘和研究树立起了一个新的
标杆。

多学科融合聚力

三星堆是古蜀先民创建的古蜀
国都邑，位于今天的四川省广汉市
西北的鸭子河南岸。1986年，我国
在三星堆“祭祀坑”进行了第一次
集中的考古工作，出土了千余件文
物。这一次，考古工作者连续发现
了多达 6 座三星堆文化的“祭祀
坑”。考古范围从2个坑增加到了8
个坑，研究者就能较为完整地掌握
宗教祭祀场所的全貌。

数十年间，每一次三星堆的挖
掘研究，都会引起人们对它神秘历
史的好奇。而时至今日，三星堆背
后的未解之谜仍旧引人入胜。

据了解，此次三星堆考古发掘
工作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
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理念，协
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国内
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参与，形成考
古、保护与研究联合团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

员、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长雷雨表
示，这是一个由国内34家单位共同
参与的考古发掘工程。它不再是
1986 年仓促的“抢救性发掘”，而
是一次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
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科学作业。

“多机构、多学科聚力起到良好的
效果，充分展现了我国新时期考古
理念和考古技术的新进步。”

这些团队中，既有北京大学、
四川大学、上海大学、社科院考古
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高
校文博单位、考古研究院 （所），
也有动物学、植物学、环境学、冶
金学等在内的多学科交叉创新研究
团队不时在现场忙碌。

“从人员编制、专家建构到设
施设备配置及具体工作操作这一系
列流程，在流程的各个环节，都有
文物保护人员参与其中，为出土文
物‘保驾护航’。”三星堆遗址考古
发掘现场负责人冉宏林表示，多学
科融合，多团队合作也是一大特
点，不同单位的多学科研究人员不

仅参与考古发掘，还参与多学科研
究方案的设定、样品的采集等，避
免出现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研究两张
皮的不利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文物有被
烧过的痕迹，现场还引入消防力量，
尝试解释当时火烧的温度、位置等。

“黑科技”轮番助阵

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
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很多亲临
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的专家都不禁
感叹，“黑科技”加入让发掘现场
太过震撼。

“此次考古发掘运用了很多新
的技术和设备，把原先的田野考古
发掘变为了实验室考古发掘，相当
于 把 整 个 发 掘 现 场 搬 进 了 实 验
室。”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孙华举例道，“在恒温恒湿的玻璃
方舱内，通过电子显微镜、三维激
光扫描和三维摄影建模等，就可以
不间断地发掘、发现、记录那些细
小的遗存现象。” （下转第2版）

科 技 助 力 ， 三 星 堆 大 规 模 “ 上 新 ”
□□ 科普时报记者科普时报记者 陈陈 杰杰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百年的光辉
历程。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是为中华
民族的解放英勇奋斗的一百年，是为
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努力奋斗
的一百年，也是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
不懈奋斗的一百年。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中华民族的独立，就没有社会主义
新中国，也就没有我们今天蓬勃发展
的科技事业。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最早的一
批党员中，相当一部分人具有近代
科学技术背景或较早接受了民主、
科学的思想，他们对于在中国发展
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比其同代人理解
得更深切更全面。陈独秀 1919 年在

《新青年》 第六卷第一号发表 《本
志 罪 案 之 答 辩 书》， 大 力 宣 扬

“德先生”（Democracy，民主） 和
“ 赛 先 生 ”（Science， 科 学）。 他
说 ：“ 我 们 现 在 认 定 只 有 这 两 位
先 生 可 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
上 、 学 术 上 、 思 想 上 的 一 切 黑
暗。”毛泽东 1926 年在 《国民革命
与 农 民 运 动》 一 文 中 提 醒 全 党 ：

“农民问题本来包括两个方面的问
题：即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
等人为的压迫问题，与水旱天灾、
病害 虫害、技术拙劣、生产减缩

等天然的压迫问题。前一问题固然
是目前的紧急问题，同志们的注意
力自然都集中在这里面。但后一问
题也是非常之严重，我们不能不积
极地注意。要解决后一个问题，需
要着全国的革命的政权与科学的方

法，不是即刻能办之事，但时期也
就快要到来了，我们应得预先准
备。”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就已
经开始把红军迫切需要的军医、军
工和无线电通信等技术工作，以及
在青年和民众中所能进行的科学知

识教育工作列上自己的议事日程。
说到党在早期的无线电通信工

作，我们必须介绍一位早年的中共
党员李强 （1905-1996），他是江苏
常熟人，早年毕业于南洋学堂土木
工程专业，1925 年“五卅”运动中
成长为学生运动领袖。1925 年 6 月
入团，8月转为中共党员，后回乡创
立了常熟第一个党组织，并为上海
工人运动成功研制炸药。1927 年

“四·一二”政变后，到武汉任中央
军委特科特务股股长。中央机关撤
到上海后，担任中央特科通讯科科
长，1928 年 11 月因情报通讯革命工
作需要，周恩来指示他研制无线电
电台，1929 年春他自制了中共历史
上第一部地下电台，培养了中共历
史上第一批无线电人才。

（下转第2版）

中国共产党早期科技实践的“星星之火”
□□ 王渝生

开往春天的列车开往春天的列车

编者按：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时！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为
了重温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回顾党领导下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本报从即日起开设“奋斗百年路”专栏，用述评、通讯、图片等多种
形式，挖掘党史、科技发展史的某个经典片段或瞬间，讲述红色科学家鲜
为人知的感人故事，展现科技界矢志报国、自立自强的伟大精神。让我们
在回望百年路中汲取继续前行的智慧和力量。

左图为抗战时期延安的无线电器厂，右图为毛泽东1944年在延安为
李强题词。 （图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