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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讯（记者陈杰）关于喝酒有
益还是有害的争议一直存在，很多研究也
得出不同的结论，让公众无所适从。近
日，《柳叶刀》发表一项全球疾病负担的
最新分析，指出年轻人比老年人面临更高
的酒精消费健康风险。

研究人员基于 2020 年的 GBD 数据
（1990 年至 2020 年期间收集的 204 个国家
和地区 15-95 岁及以上男性和女性的数
据）分析认为，2020年约有10.3亿男性和
3.12 亿女性的酒精消费量达到有害程度。
在每个地区，酒精消费量达到不安全程度
的人群中占比最大的是15-39岁男性，对
于这一年龄组人群来说，酒精消费没有任
何健康益处，还会造成许多健康风险。
60%的酒精相关伤害发生在这一年龄组人

群中，包括机动车事故、自杀和凶杀。
研究认为，尽管男性和女性与酒精消

费相关的风险相似，但年轻男性是有害酒
精消费水平最高的群体。这是因为与女性
相比，男性酒精消费人群的比例更大，他
们的平均酒精消费水平也明显更高。

研究还对健康饮酒量给出参考值，对
于15-39岁的年轻人而言，建议的酒精量
是每天 0.136 标准杯，超出该值可能会带
来健康风险。对于15-39岁的女性，这一
数值略高，为 0.273 标准杯。对于没有任
何潜在健康问题的40岁及以上的成年人来
说，少量酒精消费可能会带来一些健康益
处，如降低罹患缺血性心脏病、中风和糖
尿病的风险。总的来说，对于40-64岁的
人群，安全的酒精消费水平范围是从每天

大约半杯标准杯到几乎两杯标准杯。对于
65岁以上的人群而言，每天饮用略多于3
杯标准杯就达到了酒精消费造成健康风险
的水平。

作者认为，即使采取保守的方法，用
最低的安全消费水平来制定政策建议，也
意味着建议的酒精消费水平对年轻人群来
说仍然太高。基于目前可用的证据，可以
支持基于不同年龄和地区制定酒精消费
指南。

很显然，这一研究要传递的信息很简
单，那就是年轻人不应该有酒精消费。虽
然让年轻人戒酒可能是不现实的，但研究
确实认为传达最新证据很重要，有助于每
个人都可以对自己的健康作出明智的
决定。

饮酒带给年轻男性的健康风险更高

近日，西藏拉萨一家长带孩子去参观天文馆。小朋
友发现，馆内一个航天演示视频有多处错误，比如把长
征三号的影像标成了长征五号；长征五号的分离顺序也
是错的，把长征五号当成了两级火箭。小朋友被这些明
显的错误气到“暴走”，视频放上网引起热议。“中国军
工”公众号回应：小朋友纠正得对。

这事挺好笑，但也引起我们的反思：天文馆里出错
的视频，想必不是第一天播放；前来参观的人，大概也
不乏专业人士，为何诸多错误没人指出，一直到孩子

“发飙”才得到关注呢？
科普“翻车”，很尴尬。科普内容出错，或是因为

汇编者缺乏相关素养，没掌握行业的初级知识，就东拼
西凑，匆匆成文结题；亦或由于制作过程中的科学把
关、审核校检环节流于形式。如果各个环节重视质量审
查，科普内容会少犯很多低级错误。

科普质量何以保障？规范流程管理固然重要，科学
顾问的参与和把关也不可或缺。上海自然博物馆陈列的
近500块中英文展板内容，涉及天文、地质、生物、人
文等学科，都是由时代楷模钟扬组织专家精心编写的。
他们字斟句酌、反复推敲，通常一天只能讨论出十几块
展板。例如，非洲展区的金合欢——非洲稀树草原上的
哨刺金合欢为了防止自己被动物啃食，长满10厘米的
刺，但挡不住长颈鹿；刺里有蜜，吸引了蚂蚁来居住，
当家园受到侵扰，倾巢而出的蚂蚁可以赶走长颈鹿。如
何形容这种相生相克的关系？钟扬想到了《菊与刀》，
于是有了标题“金合欢的‘剑与蜜’”。

出版过数百万字科普作品的天文学家卞毓麟认为，
整个科学传播链条中，科学家是关键的“发球员”。曾
几何时，茅以升、高士其等老一辈科学家，都热衷于科
普创作。但如今有多少专家愿意走到一线，为科普场馆
撰写资料？

谈到这，笔者与这位“愤怒的小朋友”很有共鸣。
这些年工作之需，也去过不少大大小小的科普场馆，确
实见过有些地方的展板不讲究，内容之粗疏，品质让人
不敢恭维。

这些年，很多调查反映科研人员普遍不愿意做科
普。与此同时，有科学功底、对某个领域有较深研究的
科普作家也是凤毛麟角。诸多因素导致了如今的科普内
容虽多，但同质化严重，专业水平欠佳，很难形成权威
准确、生动活泼的科普资料，甚至出现上述科普资料出
错的尴尬情况。

或许是习惯了科普场馆的这种现状，很多人也就懒
得较真；或许习惯了没人较真，科普场馆也就无所顾虑
地使用那些水平参差不齐的内容。直到这位小朋友的童
言无忌提醒我们：这样的状况并不正常。

科普场馆是科普的重要一环——它是孩子们去的地
方，是孩子们增长知识、接受科学启蒙地方。而对少年
儿童的科普恰恰是最难的——它很难单纯地用书面文字
来传递知识，更多要依靠图片、视频这样的载体，这就
尤其要求编写者有深入浅出的功力。少儿科普，看似浅
显，实则专业，底线不能出错。

所以，小朋友的“愤怒”也启发我们，跟科普场馆
较真十分有必要。也欢迎更多小朋友来给科普场馆“找
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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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想不到，走路摇摇晃
晃、外貌憨态可掬的企鹅，曾经翱
翔蓝天。但如今，有“海洋之舟”
美称的企鹅，却在水中自由灵活。

作为地球上最具代表性和独特性
的鸟类之一，为什么企鹅会抛弃蓝
天，再一次适应海洋生态系统？它们
又是如何成功生存在地球上最极端的
环境中？近日，我国科学家领衔的中
外联合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的方
式，重建了企鹅的起源与演化过程。
相关研究成果于7月19日发表在《自
然·通讯》上。

6500万年前诞生于古西兰

“企鹅拥有高度适应海洋环境及
南极等极端环境的特征。”论文共同
第一作者、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
院的周程冉博士告诉科普时报记
者，大约6000万年前，企鹅失去了
飞行能力，转而具备了鸟类中最强
的潜泳能力。

大约6500万年前，企鹅的祖先
出现在古西兰地区，后续逐渐扩散
到了古陆桥附近。大约在4000万年
前，连接南极和南美两块大陆之间

的陆桥终于断开，陆桥残存部分成
为今天的南极半岛。到了大约1400
万年前，现代企鹅的共同祖先出现
在了古南美洲。它们向南极洲扩
散，并首先在南极半岛和南极大陆
分化形成了王企鹅属，之后，其他
现代企鹅分支也先后出现。

在距今大约260万年前，第四纪
冰期的到来使企鹅发生了快速演化事
件，导致其在较短时间内分化出大部
分的现生物种，分布范围覆盖了南极
洲和南半球其他各主要大陆的南部海
岸，基本奠定了今天的物种格局。在
这个过程中，逐渐增强的南极绕极流
很可能为企鹅的传播提供了重要助力。

集齐74种形态及地理数
据，解开“家谱”之谜

如今，地球上共生存着24种企
鹅 （含亚种等），分属于王企鹅属、
阿德利企鹅属、环企鹅属、小蓝企
鹅属、冠企鹅属和黄眼企鹅属 6 个
分支。纪录片《帝企鹅日记》中的
帝企鹅就属于王企鹅属，也是唯一
出生在南极最严寒的冬季的企鹅。

企鹅对环境变化非常敏感，近

代已有 3 种企鹅灭绝，且约有一半
的现存企鹅物种处于濒危或者近危
的状态。近些年，企鹅的种群数量
受生境退化、环境污染、过度渔业
捕捞等因素的影响而锐减。

此次科学家们收集了包括化石
物种在内，几乎所有已知74种企鹅
的形态及地理等数据。

“这是首次在全球范围内公开所
有近代企鹅物种的高质量基因组。”
论文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丹
麦生物多样性基因组研究中心博士
后特蕾莎·科尔介绍说，研究融合了
系统基因组学、古生物学、形态学
与行为学等手段，综合了灭绝物种
类群和现生类群的比较分析，终于
厘清了企鹅成员之间的演化关系，
重建了企鹅的演化历史。

论文通讯作者、浙江大学生命
演化研究中心张国捷教授称，通过
这些数据，有机会全面揭示企鹅这
一大类群的物种形成和灭绝过程。

内外因素结合，共同推动
扩散与分化

当我们站在演化的时间尺度上

去观察企鹅，就会发现企鹅形体型
逐渐趋向小型化，喙、四肢等形态
特征逐渐转变为更适合海洋环境的
特征。另外，企鹅的物种数目由于
冰期事件的影响，也与温度呈现了
相反的变化趋势。

“传统上认为热带或温带生物相
对极地生物会有更快的演化速率，
但帝企鹅等高纬度企鹅具有比低纬
度企鹅更快的演化速率。”周程冉解
释说，这说明南极环境引起的压力
与历史气候波动等因素，共同推动
了企鹅的扩散与分化，也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高纬度物种对极地环境
的适应。

论文共同第一作者、深圳华大
生命科学研究院的生物信息分析师
方妙全告诉记者，研究还找到了如
体温调节、味觉偏好、肢体发育、
骨骼生长和免疫系统等企鹅适应特
殊环境的相关重要基因。

一系列重要的功能基因与企鹅
形态、生理等特征的形成息息相
关，也是因为有环境及企鹅自身因
素的共同作用，才塑造出了今天的
企鹅。

憨 憨 企 鹅 为 何 弃 蓝 天 择 海 洋
□□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未来，这些产业将颠覆我们的认知
□□ 科普时报记者 陈 杰

责编：陈 杰 美编：纪云丰

编辑部热线：010-58884135

发行热线：010-58884190

印刷：新华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厂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97 号
中国科普网微信公众号

“未来20年，有哪些传统行业将
因为前沿科技发展而产生重大变革？”

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在
科普中国联手知乎推出的“向科学要
答案”专题活动上，抛出这一问题，
瞬间便霸榜成为热点话题，各行各业
专家学者也予以积极回应。

在农村，种地看不见人；得了疾
病，一次基因扫描，就可以针对性地
研制基因修复药物；酒店变成无人自
助服务，商铺换成机器人上班；衣服
可以再造衣服，实现 100%低碳回收
……在知乎，医学、纺织以及人工智
能等行业的答主对相关产业未来20年
的展望，也成为话题下的高赞回答。
科技在未来如何颠覆我们的产业认知？

精准医学未来可期

“科技发展肯定会助推医学领域
迎来重大突破！”极萨学院联合创始
人冷哲告诉科普时报记者，医学从诞
生之初到现在经历了很多变化，从最
初的传统医学到现代的循证医学，医
学有了长足的进步。而面向未来，精
准医学则会成为整个医学行业产生重
大变革的推动力。

传统医学主要依靠于经验的传
承，而经验的最大问题在于其局限
性。随后是循证医学的出现，其核心
是在临床实践中以客观的科学研究结
果作为证据，制定患者的治疗方案，
为的是克服传统医学凭借经验的弊端。

当然，这并不是说循证医学就没
有问题。冷哲说，循证医学所注重的
证据大部分来源于大队列数据的验
证，而这些证据在面临某一个个体的
时候，可能会因为强调普遍性和忽略
个体特殊性，过分依赖统计学分析而
降低了疾病的深层机制和临床共识的
权重。

近些年，科学家们不断以各种方
法来尝试解决这一问题。随着人类基
因组计划的完成，包括基因组学、转
录组学和蛋白组学的飞速发展，医学
领域终于有了一个全新的思路——精
准医学。

冷哲说，精准医学所倡导的是针
对每个患者的个体特征定制治疗方
案，根据特定患者对特异性疾病的易
感性、特异性疗法和预后进行亚群分
类，从而采取相应的预防、治疗、干
预措施。“要强调的是，精准医学并

没有推翻循证医学，而是循证医学的
细化。”

精准医学尝试从基因组学等角度
来揭示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规律，把很
多看起来症状类似的病人从基因层面
进行更为精准的细分。从基因角度对
药物的安全性和疗效进行评估，从而
获得对个体更加确定的疗效，超越机
械式看指南治病的方法。

“目前精准医学应用最多的领域还
是在癌症的靶向药物选择方向。”冷哲
说，精准医学的未来不会局限于针对
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疗法，甚至可能
出现针对不同的人开发不同的药物。
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成熟，未来不排
除那种在科幻电影中出现的一次基因
扫描，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做出基因修
复药物的情景。

纺织产业不再“夕阳”

“公众的印象中，纺织业就是劳
动密集的产业，是大量产业工人巡视
纺织机器或踩着缝纫机，重复着单一
动作的夕阳产业。”纺织品化学工程
师姚蔚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其实纺
织的产业链极长，从纤维纺丝涉及的

材料学、化学、化工学，到纺织涉及
的纺织学、机械自动化、数学，再到
成衣制作涉及的服装工程、服装设计
等等，需要糅合多个学科知识才能做
成一件普通衣服，而其中任何一个学
科的高精尖发展最终都会随着产业化
反馈到人们所穿衣服上。

你能想到，炎热的夏天人们感冒
是因为穿着造成的吗？夏天室外高
温，室内开着空调很凉快，人们在骤
冷骤热的环境中进出，穿着不变就很
易容就感冒。

姚蔚铭说，将来随着相变微胶囊
技术的成熟，人们的衣服就可以拥有

“相变恒温”功能。“我们可以将37.5℃
的相变材料做成微胶囊形式，添加到
任何一种面料材质的衣服上，减少夏
天在室内户外穿梭时骤冷骤热的不适
感，让衣服穿着起来更加舒适。”

夏季，服装防晒也是一种刚需，
但是防晒衣很大的问题并不是防晒效
果如何，而是穿起来太闷。防晒衣的
防晒原理是吸收太阳光中的紫外线，
但这些被吸收的光能会转化成热能，
让本来就裹覆全身的防晒衣更加闷热。

（下转第2版）

暑假期间，许多中小学生来到位于上海市静安区的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参观红色旧址，学习红色历史。

左图为7月19日，学生和家长在中共二大会址纪念
馆内参观。

右图为7月19日，一名小学生在中共二大会址纪念
馆党章专题展厅内参观。

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红色展馆红色展馆 暑期课堂暑期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