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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讯（记者史诗）近日，农业
农村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重点管理外来
入侵物种名录》，包含 8 个类群 59 个物
种。其中，草地贪夜蛾首次在列。这种在
玉米芯上大快朵颐的“幺蛾子”，为何成
为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

草地贪夜蛾是一种起源于美洲，破坏
作用极大的外来入侵物种。“它是多食性
害虫，最喜欢以玉米、水稻、谷子、小
麦、高粱、甘蔗等禾本科植物的幼嫩心叶
和果穗为食，但也会取食棉花、甘薯、马
铃薯、花生、甘蓝等作物或蔬菜。”中国
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农业昆虫研究
室主任王振营告诉科普时报记者，高龄幼

虫 食 量 特 别 大 ， 能 让 玉 米 减 产 20% 到
72%，“发起狠”来可以让玉米绝收。

草地贪夜蛾外号“行军虫”，一晚上
随气流可迁飞 100 至 500 千米。相关记录
显示，成虫借助气流，在30小时内可以从
美国密西西比迁飞到加拿大。它还能在
11℃至30℃气温环境下生存和繁殖，一头
雌蛾一生最多能产2000粒卵。

草地贪夜蛾超级能吃、能生、能飞，
决定了它们一旦入侵就可以迅速称霸一
方。2019年1月，草地贪夜蛾首次入侵我
国云南，仅用8个月，就从云南入侵到了
全国其他25个省份。草地贪夜蛾已成为我
国常发性重大农业害虫，对我国生态安全

和生物安全，特别是玉米安全生产构成严
重威胁。

如何降低草地贪夜蛾的杀伤力？王振
营介绍，一方面，采用高空诱虫灯、性诱
捕器以及食诱剂等理化诱控措施，诱杀成
虫或利用性诱剂干扰雌雄交配，让雌蛾繁
殖的后代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可以大量
繁殖释放寄生蜂、益蝽以及绿僵菌、白僵
菌及苏云金杆菌等草地贪夜蛾的劲敌，使
它们大量“减员”。

“此外，我们建立了严密的监测预报
网，并针对草地贪夜蛾专门推荐了20多种
高效低毒化学和生物农药，交替使用，使
它们‘损兵折将’。”王振营说。

严管外来入侵物种 草地贪夜蛾榜上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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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跨年，从科普传播去伪存真开始
□ 科普时报记者 陈 杰

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
互联网，发表了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其中点赞航天成
就。贺词中提到：神舟十三号、十四号、十五号接力腾
飞，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我们的“太空之家”遨游苍穹。

载人航天工程是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庞大、系统组
成最为复杂、技术难度和安全可靠性要求最高的航天重
大工程。2022年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30周年。三
十而立的载人航天工程用连战连捷、任务全胜的优异战
绩，在探索浩瀚宇宙的新征程上跑出了中国航天的“加
速度”。

一年中，该工程通过长征二号F、长征五号B、长
征七号三型运载火箭，分别执行载人飞船、空间站舱
段、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先后成功实施了天舟四号货运
飞船、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
舱、天舟五号货运飞船、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6次发射
任务，并完成了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和神舟十四号载人
飞船返回任务。

2022年4月16日9时56分，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
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
叶光富顺利出舱。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是中国空间站关
键技术验证阶段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飞行任务。在轨
飞行期间，航天员乘组先后进行了2次出舱活动，开展
了多项科学技术实（试）验。任务间隙，航天员还进行
了2次“天宫课堂”太空授课，以及一系列别具特色的
科普教育和文化传播活动。

2022年6月5日10时44分，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发
射升空。航天员陈冬、刘洋、蔡旭哲先后进行3次出舱
活动，完成空间站舱内外设备及空间应用任务相关设施
设备的安装和调试，开展了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
试验。任务期间，他们在轨迎接2个空间站舱段、1艘
载人飞船、1艘货运飞船的来访，与地面配合完成了中
国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组装建造，与神舟十五号航
天员首次完成在轨交接班，见证了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
会对接最快的世界纪录等众多历史性时刻，还进行了1
次“天宫课堂”太空授课。2022 年 12 月 4 日 20 时 09
分，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
着陆。

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 23 时 08
分发射升空。在为期半年的任务中，航天员费俊龙、邓
清明、张陆将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
装、调试、维护维修、组合体管理、空间科学与技术实
（试）验等各项任务。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
以来的第27次飞行任务，也是进入空间站阶段后的第4
次载人飞行任务。此次发射成功标志着空间站关键技术
验证和建造阶段规划的12次发射任务全部圆满完成。

2022年，中国空间站在轨完成了三舱“T”字基本
构型，首次实现2个乘组6名航天员太空会师，神舟十
五号与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工程将转入
应用与发展阶段。

1992年9月，中央决策实施载人航天工程，并确定
了我国载人航天“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发射
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试验性载人飞船工程，开展
空间应用实验；第二步，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空
间飞行器交会对接技术，发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的、短期有
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空间站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建成和运营
我国近地载人空间站，掌握近地空间长期载人飞行技术，具备长期开展
近地空间有人参与科学实验、技术试验和综合开发利用太空资源能力。

2023年，我国将继续开展空间站运营阶段各项任务，中国载人航
天永远值得期待！

辞旧迎新，科学跨年无疑是一道
最别致的风景。

2022年12月31日，主题为“复兴
路上的科学力量”的中国科学院2023
年跨年科学演讲开启。这场超过15个
小时的科学盛宴，吸引了全网超过
2500万人次的网友涌入直播间观看。

除了有豪华阵容的精彩演讲，跨
年活动的圆桌论坛环节，还邀请了科
普大咖，一起鉴定网络热门科普视频
的真假，共议科学知识传播。美人鱼
是否真的存在？历史上真的有时空穿
越者吗？量子双缝干涉实验真有那么
诡异吗？新的一年，就让我们擦亮眼
睛，跟随专家，把网络上传得扑朔迷
离的“科普”作品看得真真切切、明
明白白。

优质内容不必非黑即白

一件曾经进入到欧美博物馆的
“美人鱼”标本，引发公众对是否真的
存在美人鱼产生强烈的好奇，而看到流
量来源的内容生产者们也开足马力，各
类或认同或否定“美人鱼”的科普短视
频让网友们眼花缭乱，在网络上掀起一

股“美人鱼”风的同时，也让公众对这
一问题的答案感到更加迷惑。

中国科学院古脊柱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研究员卢静为此专门做了一条
科普短视频。她所在的团队用CT扫描
发现，这件所谓的美人鱼标本不过是
一件由木头、布和金属线制成的手工
品，最后从科学的角度否定了美人鱼
这种生物存世的可能。“虽然我们幻灭
了美人鱼的存在，但这并没有影响人
们的热情憧憬，童话中的美人鱼依然
还会存在。”

卢静说，网络上有很多制作上很
酷炫，也能激发人们美好憧憬和无限
好奇心的优质视频内容，其实不一定
非要将其定位为“伪科学”甚至是

“谣言”。
隔三差五的，一条名为《时空穿

越者真的存在吗？》短视频就会被网友
翻出来，并重新引发一场讨论。尽管
支持方和否定方会吵得不可开交，不
过最终也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时空穿越不可能存在，但时间穿
越真的可以有！”西瓜视频科普创作达人

“妈咪说MommyTalk”周哲说，时空穿
越并没有严谨的科学理论来支撑，而宇
航员在太空以第一宇宙速度绕地球飞
行，每天他的时间其实就会慢0.00002
秒，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从科学理论

上讲，他确实进行了时间穿越。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

员曹娟也认为，从《历史上真的有时
空穿越者吗？》这一热门视频来看，公
众关注的依据并不是以真假或是否有
严谨的科学理论支持来判断。“这类半
理论半猜想性质的视频内容，公众大
可不必太较真，看一看其实也有助于
人们保持好奇心。”

知识内容须确保科学严谨

对于一些自媒体内容生产者而
言，做一些跟热点、蹭流量的内容其
实也无可厚非。但对于科技工作者而
言，做科普肯定是来不得半点虚假，
必须要保持科学和严谨的态度。

医学和健康领域就最容易出现伪
科学和谣言视频，而且受老年群体

“青睐”。
河北医科大学医学教育史研究室

主任孙轶飞认为，人们在感知这个世
界时都是以自我为基础的，特别是在
健康方面。“正是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
关注视角，容易造成医疗健康领域大
量谣言和伪科学内容的产生。”

“内容生产者、平台及监管机构必
须要明白，对于一些影响力较大，对
国家、社会或者个人会产生伤害的内
容，还是必须去伪存真。”曹娟表示，

对于严肃的知识科普而言，只有真实
和严谨才具有价值。

周哲认为，科普内容的真实性取
决于内容生产者的态度，只有保证科
学的严谨和正确，生产出来的科普内
容真实性才有保障。“当然，并不是说
内容创作都不能出错，但应做到及时
更正。这就需要创作者从自身层面上
做好自我约束和监督，来保证所呈现
内容是科学、有效和可行的。”

模式创新关乎内容质量

如何在科学和严谨的前提下生产
出优质的科普内容呢？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体部研究
员贾阳认为，即便是有好的内容，也需
要努力去做模式上的创新，才能把想要
传递出去的内容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在这一点上，被称为“玩骨头的
人”的卢静，是较早在科普传播模式
方面进行创新的内容生产者。为了拍
一条时长仅1分钟的鱼头骨科普视频，
卢静居然带领团队去吃鱼头泡饼，然
后用5个多小时将吃剩的鱼骨拼成一
个完整的鱼头，视频一经发布便广受
好评，其后拍出来的系列科普视频也
更受网友们的青睐，被戏称为“吃”
出来的科普。

（下转第2版）

新年登高新年登高
伴随着2023年第一缕阳光沐浴大地，长城内外、大江

南北的人们走出家门，在公园、景区、健身步道等地方，进
行登山、徒步、户外运动等健身活动，表达登高望远、祝福
新年、追求健康的美好愿望，展现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登山、徙步是广受群众喜爱的户外运动项目，但也需要
注意方式和方法。运动前，合理的热身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
受伤，最大负重量不宜超过体重的1/3，以免膝关节过度疲
劳。有膝关节损伤者户外运动时，一定要带护膝或使用弹力
绷带加固保护膝关节，以免再次损伤。此外，合理安排运动
次数，给膝盖一个休息调整和恢复的时间，也能避免因运动
疲劳带来的膝关节损伤。

左图：新疆布尔津，人们沿着健身步道开启新年登高活动。
上图：湖南张家界，登山群众在喊山祈福。

（中国登山协会供图）

科普时报讯（记者陈杰 刘垠）
科学技术部日前发布的2021年度全
国科普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
科普工作经费筹集规模为 189.07 亿
元，比 2020 年增长 10.10%，各部
门、各地区围绕科普工作重点，推
动各项科普工作有序发展，为实现

“十四五”时期科普工作良好开局提
供了有力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全国科普经费
增长显著，公共财政投入继续发挥
引领作用。其中，各级政府部门拨
款 150.29 亿元，占当年全部经费筹
集额的 79.49%。全国人均科普专项
经费 4.71 元，比 2020 年增加 0.54
元。科普活动支出83.85亿元，占当
年科普经费使用额的 44.24%；科普
场馆基建支出33.36亿元，占当年科
普经费使用额的 17.60%；科普展
品、设施建设支出19.34亿元，占当
年科普经费使用额的10.20%。

统计数据显示，科普人员队伍
建设稳步向前，人员构成进一步优
化；科普场馆建设持续推进，参观
人数明显回升。

2021 年全国科普专、兼职人员
数量为182.75万人，比2020年增长
0.80%。中级职称及以上或大学本科
及以上学历的科普人员共计 111.55
万人，比 2020 年增加 9.47%，占当
年科普人员总数的 61.04%。专职科
普创作 （研发） 人员达到 2.24 万
人，比2020年增长20.79%。专职科
普讲解 （辅导） 人员 4.92 万人，比
2019 年增加 18.41%；兼职科普讲解
（辅导） 人员31.03万人，比2020年
增加13.65%。

2021 年科技馆和科学技术类博
物馆数量增加较为显著，全国共计
1677 个，比 2020 年增加 152 个，展
厅面积增长 13.03%。全年参观人次
达 到 1.63 亿 ， 比 2020 年 增 加

42.42%。全国城市社区科普 （技）
专用活动室4.78万个，比2020年减
少4.06%；农村科普（技）活动场地
19.45 万个，比 2020 年减少 1.25%；
科普宣传专用车1160辆，比2020年
小幅增加1.13%；流动科技馆站1476
个；科普宣传专栏22.05万个。

统计数据的另一大亮点是科普
活动受众也越来越广泛。2021年全
国 各 类 机 构 组 织 线 上 线 下 科 普
（技） 讲座 103.82 万次，吸引 33.80
亿人次参加，与 2020 年相比增长
108.24%；举办线上线下科普 （技）
专题展览10.07万次，共有2.05亿人
次参观，比2020年减少35.91%；举
办线上线下科普 （技） 竞赛 3.68 万
次，参加人数达 7.26 亿人次，比
2020年增加294.22%。科技活动周是
全国公众参与度最高、覆盖面最
广、社会影响力最大的群众性科技
活动。2021年科技活动周期间，全

国共举办线下线上各类科普专题活
动 11.16 万次，参加人次达 5.93 亿，
比2020年增长21.26%。

此外，在科普内容及传播渠道
建设方面，2021年全国广播电台播
出科普（技）节目总时长为14.60万
小时；电视台播出科普 （技） 节目
总时长为17.75万小时；科普图书发
行 8559.89 万 册 ； 科 普 期 刊 发 行
8834.67 万 册 ； 科 技 类 报 纸 发 行
9462.12万份，发放科普读物和资料
共计 4.98 亿份；建设科普网站 1867
个；建设科普类微博1669个；建设
科普类微信公众号7949个。

全国科普统计工作由科学技术
部科技人才与科学普及司负责，中
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具体承担。
2021年度全国科普统计数据是目前
国内统计范围最广、涵盖面最大、
内容最丰富、最为权威的政府科普
工作基础数据。

2021年度全国科普统计数据出炉

增长10.10%！全国科普工作经费达189.07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