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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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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世界卫生组织监测数据显示，儿童新冠病毒
感染病例的占比逐渐增加，5岁以下儿童确诊病例
占比从 2020 年 1 月的 1.0%升高至 2021 年 7 月的
2.0%，5岁至14岁确诊病例的占比从2020年1月的
2.5%增长到2021年7月的8.7%。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11月5日，在中国长城儿科呼吸论坛上，中华

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主任委员王天
有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德尔塔
变异株使儿童新冠肺炎病例猛增，已严重威胁儿童
生命与健康；二是儿童接种疫苗比成年人更晚，因
此儿童发病率在短期内可能出现上升趋势；三是儿
童天性爱玩，不能长时间佩戴口罩，容易因懈怠导
致接触病毒而感染。

“随着儿童病例的增多，儿童感染者可能成为
新冠病毒社区传播的一个重要传染源。”王天有表
示，“不过，由于我国防控措施严格，儿童确诊病
例占确诊人数的比例要比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
低；另外，儿童整体情况发病率比较低，临床症状
也比成年人轻。”

目前，加拿大、美国，以及欧洲多国陆续批准
在 12-17 岁的儿童和青少年紧急接种新冠病毒
mRNA 疫苗，我国也已经批准 3-17 岁儿童按照梯
次逐步推进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接种。

10 月 30 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发布会上，国
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表示，新冠病
毒灭活疫苗在3—11岁人群中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
与 18 岁以上的人群没有显著性差异，综合考虑我
国疫苗生产能力、接种能力、临床试验情况和防
控工作实际，我国将疫苗接种目标人群由 12 岁以
上调整为 3 岁以上。吴良有表示，积极引导 3—11
岁适龄无禁忌人群“应接尽接”，力争12月底前完
成全程接种。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名誉主任委员、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主任申昆玲称，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后常
见的不良反应与其他疫苗接种后常见不良反应类
似，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不良反应是轻微的，主要
为局部的疼痛、红肿，全身反应很少，极少数儿童
可能会有发热等表现，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注意
休息，多在接种后1—2天内可缓解，必要时可就医
给予对症处理。申昆玲说，适龄儿童进行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需根据疫苗说明书实施。

专家建议，更多关于儿童疫苗接种的问题，可
以参考近期发布的《儿童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专
家共识》和《儿童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20问》。

申昆玲还强调，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非药物干
预的防控措施是有效手段。“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儿
童，都要勤洗手，保持手卫生。进入密闭、公众场
所和人群密集场所时，要佩戴口罩，同时要保持社
交距离。”申昆玲提醒，“由于儿童依从性不高等问
题，儿童戴口罩时家长要注意经常观察，勤换孩子
的口罩。”

专家还提醒，秋冬季节，除了预防新冠肺炎，
也要注意预防流感和因感冒引起的发烧。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呼吸科主任徐
保平也表示，“上呼吸道感染有一个自然病程，大部分孩子可以在家
观察，通常3-5天就会好转。如果孩子出现危急情况，比如精神不
好、无法进食等症状，可到医院就诊，并注意防止交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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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生物学家为观众讲述瘫痪的
年轻人如何通过“意念”写字，材料
科学家畅谈未来电子皮肤怎样守护人
类健康并替代手机……11月6日，多
位全球顶尖科学家在2021年腾讯WE
大会上，以全景VR的方式与观众分
享了脑机接口、电子皮肤、十分钟快
速钟充电技术等多个科学领域的最新
突破。

当十分枯燥的科学话题变成有趣
的故事，当最新的前沿科技成果已经
渗透我们的生活，当脑洞已经承载不
了科学家对未来的设计和畅想时，我
们的世界会是怎样？

脑机接口已从科幻进入现实

科幻作品中，人脑连接网络获取
各种技能的场景让不少人神往。当
下，现实生活与网络世界的融合也越
来越紧密，脑机接口正从科幻走向现
实。

如何借由这项技术让那些因肢体
或发声肌肉受损而无法打字或说话的
患者，恢复与世界的交流和连接，成
为斯坦福大学克里希纳·谢诺伊教授带

领团队的重点研究方向。他们首次破
译了与手写笔记有关的大脑信号，进
而将人脑中的写字意念转为屏幕中的
一行行字句，准确率已经超过 99%，
这一技术将帮助无法行动和说话的

“闭锁综合征”患者更好地交流。
谢诺伊表示，放眼未来几十年，

与人脑的对接会是科研重点领域之
一，通过连接大脑去帮助瘫痪或有其
他疾病或损伤的病人，有可能彻底改

变整个医学体系。“未来这一技术能
够治疗多种神经损伤和疾病，方法就
是对几千甚至几百万个神经元进行记
录，比如人工视网膜芯片能帮助失明
的人重见光明、人工耳蜗则可以通过
刺激耳蜗周边不同的区域来重建患者
听力。”

脑机接口的原理，是在某种程度
上让脑信号与计算机信号互动。谢诺
伊表示，他们现在的研究重点就是读

取大脑信号，比如大脑如何让肢体移
动或者让人能够看到和听到等等。

对于脑机接口技术的下一步发展方
向，谢诺伊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植入
大脑的芯片不再需要连接器与电脑相
连，而是通过无线的方式连接其他设
备，从而极大改善安全性；通过意念打
字的速度将会加快，使用便利性也将进
一步改善；把外部信息返写入大脑将更
具研究前景，目前已有相关研究人员在
做这方面的研究，未来肯定会出现“意
念讲话”等全新沟通模式。

谢诺伊坦言，技术已经不是脑机
接口走进实现的最大痛点，商业模式
才是最大的挑战。“目前脑机接口的
解决方案已经可做到几千美元的低成
本，但太过昂贵的脑外科手术或许是

‘拦路虎’。”

元宇宙，不仅可看可听，
还可感

“如何让‘冷冰冰’的电子设
备，变得如人体组织一般与人类身体
兼容？”

（下转第2版）

世界顶尖前沿科技也如此有“生活范儿”
□ 科普时报记者 陈 杰

向“癌症最少”的国家取经？

我们讲如何防癌，最好的办法，
当然就是向癌症最少的国家学习。癌
症发病率最低的是哪些国家呢？我曾
经做过调研，大家猜的国家千奇百
怪，芬兰、日本、新加坡、不丹、缅
甸、刚果……什么都有。

最多的答案是：新西兰和丹麦。
一提到这两个国家，大部分人的

脑海中都会浮现出美丽的自然风景。
不难想象，新西兰和丹麦之所以癌症
发病率低，最主要原因是这两个地方
环境非常好，无论空气还是水，都没
有什么污染，更没有我们痛恨的PM
2.5 （细颗粒物）。另外的原因还包括
爱吃天然食品，爱吃海鲜，不爱吃红
肉；政府对食品监管很严，没有什么
有毒食品；生活节奏慢，压力小，心
情好。最后，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
新西兰和丹麦盛产鲨鱼油、红橄榄、
龙须草等享誉世界的优质保健品。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研究发现，它

们都能有效预防癌症。
嗯，当你频频点头，并准备开始

记笔记时，我要给你当头一棒：你相
信以上这些鬼话了吗？事实上，新西
兰和丹麦都属于世界上癌症发病率最
高的国家，新西兰排在第二，丹麦排
在第五。可以想象，现在很多读者内
心是崩溃的……本来都相信我说的话
了，结果发现被忽悠了。

虽然我们都觉得中国癌症患者多，
但事实上，世界上癌症发病率最高的国
家几乎全是发达国家，包括北美、西
欧、大洋洲国家，还有亚洲的日本和韩
国。这些国家或许是很多人心目中理想
的移民目的地，它们自然环境更好，食
品更安全，生活压力更小。这些都没
错，但并不代表你去了就能摆脱癌症。

最大的风险——活得太久？

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这么一种趋
势：身边的癌症患者越来越多。这不
是幻觉：中国的癌症发病率一直在持
续增长，现在每年有400多万人被诊
断出癌症，相当于每分钟就有8位新
的癌症患者出现。

为什么会这样？有人归结于环境
污染，有人归结于不健康的饮食习

惯，有人归结于生活压力大……这些
和癌症都有一些关系，但是新西兰和
丹麦的例子告诉我们，还有更重要的
致癌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呢？是活
得太久！癌症最大的风险因素，不是
别的，而是年龄。

并不是说年轻人不会得癌症。事
实上，即使刚出生的婴儿都有可能得
癌症。但整体来看，癌症是老年病。
寿命越长，患癌风险越大。从相关癌
症发病率随年龄变化的曲线图分析可
以看出，无论男女，从 45 岁左右开
始，患癌概率就逐步提高，到了60岁
以后，更是直线上升。去医院肿瘤科
转一转就会发现，大多数患者都在60
岁以上。科普圈有一句名言：人只要
活得足够久，早晚会得癌症。

发达国家医疗条件好、平均寿命
长，因此癌症多，一点儿都不奇怪。
说白了，当其他疾病都杀不死我们的
时候，癌症就跑出来了。

又有人说，古代人不看电视、不玩
手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的环
境山清水秀，吃的食品也绿色天然，所
以古代人不仅长寿，而且不得癌症。其
实，这种说法也毫无科学依据。

唐代杜甫有一句名诗：“人生七

十古来稀。”这句诗字面意思就是
说，70岁高龄的人，从古以来就很少
见。但在 2020 年的中国，70 岁以上
的老人已经快一个亿了，一点儿也不
稀少。杜甫活到现在的话，只能说

“人生一百古来稀”。
统计显示，无论世界上哪个地

区，人均寿命达到40岁以上都是现代
医学发展以后才实现的，是最近100
多年间的事情。

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随着现代医学和科学在中国的迅
速发展，老百姓才普遍享受到了清洁
饮用水、疫苗、抗生素等资源，人均
寿命才随之大幅提高。短短几十年间，
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从40多岁一下子提
高到了76岁，在很多大城市更是突破
了80岁，上海居民已经超过了83岁。

而伴随着中国人预期寿命的急剧
增长，癌症发病率也开始迅速提高。
北京和上海的人均预期寿命居于全国
前列，癌症发病率也处在全国前列，
这绝不是偶然。如果未来大家真的能
活到 120 岁，甚至 150 岁，得癌症基
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请注意：这不
等于会死于癌症）。

（下转第2版）

关于癌症的认知，为什么科学败给直觉
□□ 李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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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11月9日是全国消防日，各地积极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增强人们的消
防安全意识，提高应急避险能力。

图1为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实验幼儿园的孩子们在体验消防设备
的使用。 新华社发 胡攀学 摄

图2为江苏镇江句容市华阳中心小学学生在消防救援人员的指导下学习使用
灭火器。 新华社发 钟学满 摄

图3为河北省邢台市第七中学学生在消防员的指导下了解如何使用消防器
材。 新华社发 张 驰 摄

消防安全宣传进校园消防安全宣传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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