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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设立了要闻、新知·解读、科学·传播、
自然·生态、书香·文史、休闲·消费、健康·情感、教
育·智慧等八大板块内容，涵盖科普所涉及的主要领
域。下一步，《科普时报》将重点发力青少年科普（进校
园）、中老年科普（进社区）、重点行业科普、重大科技
成果科普等四个领域，竭力打造《科普时报》科普全媒
体平台的品牌美誉度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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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是 一 场 ‘ 永 恒 的 猫 鼠 游
戏’。”

9月25日，在2021中关村论坛第
二届全球科学与生命健康论坛上，中
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这样形容病毒变
异与人体免疫系统的关系。针对疫苗
的防疫效果，高福坦言：“疫苗在防
感染上差了一点，防发病上又差了一
点，防传播也不能防住全部，但在防
重症、防死亡有明显效果。”

“无论是研发技术路线、疫苗品
种数量、品种类型丰富程度还是研
发进度上，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均处
于全球第一方阵。”会上，科技部副
部长张雨东表示。

新冠病毒大流行是一场
“灰犀牛”事件

高福说：“新冠病毒大流行不是
‘黑天鹅’，而是一场‘灰犀牛’事
件，我们几年前就知道冠状病毒将
给人类带来很大挑战。”

在2019年的一份报告中，高福曾
提醒流感和冠状病毒将给人类带来大
流行。“但当时人类并没有准备好。”高
福还称，虽然新冠病毒被叫做COV-
ID-19，但很可能20年前、30年前甚
至50年前，它已经在某个地方藏匿着。

当前，国内疫情形势总体平稳
但仍然存在疫情输入和局部流行的
风险。与此同时，新冠病毒变异持
续累积导致传播力不断增强，未来
新冠肺炎可能会有“流感化”趋
势。疫苗作为控制传染病最有力的
技术手段，是应对疫情常态化防控
最有效的措施。

疫苗的防御效果不言而喻，张
雨东对外披露：截至目前，我国已
有 5 类 24 个新冠疫苗进入临床试验
阶段，并向全球100余国家及地区提
供了超5亿剂新冠疫苗。

应对突变株的新重组蛋白
疫苗正在研制中

中科院将新冠疫苗研发作为抗疫
科技攻关的重中之重，确定了灭活病
毒疫苗、重组蛋白疫苗、腺病毒载体
疫苗、mRNA 疫苗和 VSV 载体疫苗
等多种技术路线同时并进的策略。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亚平透露，
联合研发的灭活病毒疫苗已经在去年
取得了国家药监局的有条件上市许
可。今年3月10日，中科院研发的重
组蛋白疫苗在中国国内获批紧急使
用，成为国内第四款进入临床的新冠
疫苗，也是国际上第一个获批临床使

用的新冠重组疫苗。近日，该疫苗三
期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已经完成，显
示了良好的保护效果。

针对新冠病毒突变频发和免疫
逃逸能力增强，中科院正研制应对
新冠突变株的新一代重组蛋白疫
苗。同时持续加强病毒疫苗研发相
关的基础研究，已经部署了“下一
代疫苗研发新技术”项目，着力研
究长效免疫记忆形成机制相关的科
学问题，支撑冠状病毒长效疫苗研
发的技术创新。

加强第三针免疫效果更广谱

对于人们一直关心的新冠疫苗
加强第三针是否必要的问题，中国
科学院外籍院士、北京大学生物医
学前沿创新中心主任谢晓亮在 2021
中关村论坛全体会议上肯定了它的
重要作用。

谢晓亮建议，如果条件允许，
加强第三针疫苗最好在接种第二针6
个月之后打，人的免疫系统对病毒
是有记忆的，当接入加强第三针疫
苗时，人体血液的综合抗体马上就
得到显著提升，并且可以维持至少9
个月的高水平。

“变异株的出现已经让大半的疫

苗中和抗体失效，但这不意味着疫
苗完全失效，另外一半仍有效，只
是效力有所降低。”谢晓亮称。

据谢晓亮提供的数据显示，第
二针疫苗接种者的血液中综合抗体
滴度在几个月内明显减弱，但体内
的免疫记忆力仍未丢失。如今，疫
苗对广泛流行的德尔塔变异株抗疫
能力降低，造成突破感染，但接种
加强第三针即使在第二针灭活疫苗
12个月以后仍能在7天之内唤醒免疫
剂有效抗御德尔塔变异株。

会上，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
究所免疫治疗研究组长彭华也介绍
了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重组融合蛋
白新冠疫苗 （V-01） 在加强针方面
的最新研究成果。她表示，针对野
生株和德尔塔株，I期成年组和老年
组受试者在加免V-01加强针后，假
病毒中和抗体提高了 10 倍以上。
V-01能有效对抗各种变异株，对老
年人群具有同样免疫效果，第三针
加强免疫后保护效果更广谱。

谢晓亮透露，针对变异株，他
所在团队目前已研发出一个全谱、
足以抵抗所有现存主要变异毒株的
单个抗体药物，同时也能有效应对
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变异株。

疫苗是应对新冠“灰犀牛”的最有效手段
□ 科普时报记者 史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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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春节，电影《流浪地球》横空出世，开启“科
幻电影元年”。如今时间已过去近两年，在政府引导和科
技赋能下，科幻产业已经呈现出科幻+影视、科幻+游
戏、科幻+旅游、科幻+科技、科幻+科普等创新业态。

然而，我国科幻产业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流浪
地球》的后继者何时到来？该如何建立和培育中国自己的
科幻IP？2021中国科幻大会期间，“中国科幻IP生态培育
与产业布局”论坛聚焦了这一问题。

电影是科幻产业“破圈”利器

科幻电影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2020年“科幻十条”
的出台，为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动力。

《流浪地球》 让科幻在中国从小众文化完成“破圈”，
也被称为电影工业化的成功。著名编剧、导演张小北呼
吁，科幻电影不仅是大投资、“重工业”，只有在中低成本
范畴内找到另一条道路，降低试错成本、填补市场空白，
让各种量级的科幻电影并行发展，才能培养起中国观众对
这一类型片的观影预期，从而进一步探索如何在科幻语境
下讲好中国故事。“如果有足够的作品产出，5-8年就足以
完成国内科幻类型片的市场建构。”

“走出中国科幻电影的独特道路，就要挖掘包括历史
积累和现代科技成就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这既能丰富中
国科幻电影的文化内涵，又能体现国家的科技和文化实
力，承担起‘文化出海’的重任。”保利影业董事长李卫
强透露，描绘中国探月工程、讲述老中青三代航天人故事
的国家重大航天工程题材影片《中国探月》等影片正在制
作中。

科幻IP产业链是以电影这一“破圈利器”为引领、多
元产品为延展而形成。由于科幻作品的受众与游戏重度玩
家重合度高，因此科幻 IP 的游戏改编具有先天性优势。

“但大 IP 的游戏化也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历史上 《E.
T.》 游戏改编的失败甚至导致了整个美国游戏行业的崩
溃。”中国传播大学未来影像中心、动画学院副教授，游
戏设计专家黄石表示，游戏本身的质量重于一切，IP只能
起到引流作用，最终还是要靠游戏的可玩性决一胜负。

驱动科普发展应是责任和担当

目前，国内很多科幻影视的文本往往没有明确、严密
的内在逻辑，科幻元素只起到“镶边”作用，与剧情的结
合缺乏深度。而另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是，科幻作品的艺
术性与科学性如何平衡？

知名科幻作家星河认为，科幻影视的制作团队往往会
聘请专业领域的权威作为顾问，为剧情的科学性提供基本
保障。但有时过于严谨的考据反而会束缚艺术创作，例如

“超光速”等经典科幻设定其实并不现实。“建议科学家可
以参与作品的早期框架把控，帮助作品避免一些‘硬
伤’，而不是深入到具体情节的设置中去。”

当下，我国科幻产业基本遵从了 1.0 文学和想象力消
费到 2.0 影视和视听消费，再到 3.0 高科技和沉浸体验消
费的发展规律，整个产业分科幻文化内容、科幻科技支
撑、科幻旅游演出、科幻场景营造、科幻运营服务五大
门类。

“未来，科幻产业的发展路径将围绕科幻 IP 创意和国
际传播方向、科幻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方向、科幻场景营
造和城市更新方向来展开。”北京联合大学新闻与传播系
副教授金韶表示，这些路径的叠加最终是为了打造充满未
来感的科幻城市，让其去承载更多的科幻、科技和科普的
内容，而这也正是科幻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之一。

（2021中国科幻大会更多报道见3版）

﹃
地
球
流
浪
﹄
两
年
了
，
中
国
科
幻I P

将
去
向
何
方

□□

科
普
时
报
记
者

毛
梦
囡

国庆长假期间，许多小朋友在家长的陪伴下来到江苏扬州科技馆，体验科技
的神奇与魅力，丰富假期生活。

图1：小朋友在江苏省扬州科技馆体验“天文望远镜”。

图2：小朋友在江苏省扬州科技馆体验三原色。
图3：小朋友在江苏省扬州科技馆体验“反射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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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长期，是万千国人逛吃逛
吃的“长假黄金周”，同时也是全球
科研工作者关注的“诺奖黄金周”。
从 10 月 4 日到 7 日，2021 年诺贝尔
奖“盲盒”陆续开启，各项大奖

“名花有主”，而全球科学界则一如
既往地展开热议，既有“实至名
归”的祝贺，也有一些“爆冷”惊
叹。与以往稍有不同，科学界对今
年诺奖的评论中，“冷门”“边缘”
成为高频出现的关键词。

生理学或医学奖更贴近
生活

作为今年诺贝尔奖的首揭奖
项，生理学或医学奖在 10 月 4 日揭
晓之前，很多人都以为这一奖项会
颁给 mRNA 新冠疫苗背后的科学
家。然而，2021 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没有授予这一“热门”，而是给了两
位发现人类如何感受身体疼痛和愉
悦的美国科学家戴维·朱利叶斯和阿
德姆·帕塔普蒂安。

众所周知，人类对温度和触碰

的感知能力对生存至关重要，这种
能力支撑了人类与周围世界的互
动。能够感知温度和触碰的神经脉
冲是如何产生的？今年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的两位得主就是帮助人
类洞悉了其中的机理。

朱利叶斯首次发现了对辣椒素有
反应的特定受体，该受体负责人们对
物理热量的反应感到疼痛，这种对辣
椒素敏感的蛋白被命名为 TRPV1。
TRPV1的发现使人们了解到温度差
异如何在神经系统中诱发电信号，该
发现还引领了其他对温度敏感受体的
研究之路。此后，朱利叶斯和帕塔普
蒂安分别独立利用化学物质薄荷醇发
现 了 一 种 能 被 寒 冷 激 活 的 受 体
TRPM8。这一突破导致了对人体许
多其他温度传感器的发现。

“这确实解开了大自然的奥秘之
一，”诺贝尔委员会秘书长珀尔曼教
授说，这实际上对我们的生存至关
重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深
刻的发现。

朱利叶斯和帕塔普蒂安的工作

还有助于理解与感知温度或机械刺
激相关的许多其他的生理功能。相
关成果正在被用于开发治疗慢性疼
痛等疾病的疗法。

有媒体撰文称，两位获奖者在
外周感知分子机制的研究中做出了
系统性、里程碑式的贡献，此次获
奖实至名归。他们的获奖再次表
明，卓越的基础科学需要时间积累
和好奇心的驱动，而这些正是中国
科学家们积极努力的方向。

物理学奖关注了“边缘
地带”

10 月 5 日，诺贝尔奖开奖进入
第二天。相较于生理学或医学奖没
有花落“热门”候选，2021 年诺贝
尔物理学奖继续 “爆冷”，没有颁
发给呼声较高的粒子物理、凝聚态
物理以及天体物理等领域，而是给
了复杂系统研究。

美 籍 日 裔 科 学 家 真 锅 淑 郎 、
德国科学家克劳斯·哈塞尔曼和意
大利科学家乔治·帕里西荣膺 2021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以表彰他们
为我们理解复杂物理系统所作出
的开创性贡献。其中，一半奖金
授予真锅淑郎和哈塞尔曼，以表
彰他们“为地球的气候进行物理
建模，量化其可变性并可靠地预
测全球变暖”；另外一半奖金授予
帕里西，以表彰他“发现从原子
到行星尺度的物理系统内的无序
和波动的相互作用”。

诺奖官网称：“今年获奖的三位
科学家深入研究了混沌现象和明显
的随机现象。真锅淑郎和哈塞尔曼
的相关研究为我们了解地球气候以
及人类如何影响它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而帕里西因其对无序材料和随
机过程理论的革命性贡献而获奖。”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兰岳恒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复杂系统研究领
域在物理学中属于“边缘地带”，而
这也说明国际上越来越认识到复杂
系统研究的重要性，体现出科学界
对复杂系统研究的认可。

（下转第2版）

如同拆盲盒 2021 年诺贝尔奖频频“爆冷”？
□□ 科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