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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讯（记者陈杰） 4 月 19 日，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获悉，该所与山东科技大学、南京大学、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等国内外单位的科
研人员合作，在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
亿年前形态类似一串珍珠项链的原始生物
化石——霍氏串珠，研究认为很可能是一
种在沉积物表面匍匐底栖生活的生物。相
关成果4月12日在《自然》旗下生物类专
业期刊《通讯·生物学》上发表。

霍氏串珠是为数不多的在全球多个地
点都有记录的元古宙宏体化石，通常由几
个至几十个大小一致的“珠子”等间距呈

单链形式排列构成，其分布时代从距今
14.8 亿年的中元古代延伸至距今 5.5 亿年
新元古代埃迪卡拉纪，时间跨度长达近10
亿年。此前报道的霍氏串珠标本均未保存
有机质，导致霍氏串珠的生物成因和系统
发育位置一直处于反复的争论之中。

此次科研人员发现的是以多种形式保
存的霍氏串珠标本，“珠子”的平均直径
处于 0.8—10 毫米和 0.1—0.8 毫米两种范
围。科研人员将霍氏串珠的整体形态恢复
成由几个到几十个具有机质壁的巨型细胞
组成的链状生物，发现其细胞外面包裹了
一层无定形的凝胶质基质，并且在标本中

霍氏串珠的“珠子”之间没有发现定向排
列或相互叠压的现象，也没有出现首尾两
端分异的现象，因此推测很可能是一种在
沉积物表面匍匐底栖生活的生物。

通过对霍氏串珠显微结构的分析，研
究还首次解开了霍氏串珠的生长之谜。科
研团队认为，“珠串”中的“珠子”可能
是一个个包含有多个细胞核的巨型细胞，
多个巨型细胞聚集成链，整个生物体也就
完成了长“大”的过程。

霍氏串珠这种特殊的形态和生长方
式，为科学界理解早期生物的生长和演化
提供了重要参考。

8亿年前的“霍氏串珠”系底栖生物

“在过去的 18 年里，我和我的团队一共只做了 3 辆
车。”一位神采飞扬的男士激情地演讲着，“可不要小瞧
这3辆车，第一辆车被送上了月球正面，第二辆车被送到
了月球背面，第三辆车更是被送往了3.2亿千米之外的火
星！”话音刚落，台下就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4月15日，在第八个中国航天日到来之际，“首都科
学讲堂”迎来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体部研究员、天
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副总设计师贾阳，他以《如何做一辆
火星车》为题作了科普讲座。

“18年前，我接到了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设计
我国的第一辆月球车。”贾阳说，“可是那时，我和团队
成员都不知道月球车到底是个啥，只能对着此前美国等
国家的月球车‘照猫画虎’。”

一开始，贾阳和团队用碳素笔勾画月球车的轮廓，
思考、探索着天线、摄像系统、车轮等多方面的细节，
逐渐初步形成了首辆月球车的设计思路。后来，他们在
这些思路的指导下，制作完成了原理样机，并实现了在
地表的顺畅运行。“地月有别，这显然是不够的。”贾阳
表示，“原理样机使用的器件，大多是民用的，不仅重量
上过重，性能上也远不足以面对复杂月表环境的考验。”

为应对考验，贾阳和团队积极探索，将原本超过200
公斤的原理样机“减肥”到137公斤，并有效提升了有关
部件的性能，终于成功进入了外场试验阶段。

在甘肃省敦煌市西北戈壁滩上的望舒村，贾阳和团
队不畏酷热，苦中作乐，细致地测试着月球车。“你们一
定想不到我们在戈壁滩上最先见到的动物是什么，不是
号称沙漠之舟的骆驼，而是苍蝇，满帐篷的苍蝇。”贾阳
风趣地说，“在那时的夜晚，我静静地看书，苍蝇们则是
静静地看我。”

终于，贾阳和团队克服了重重挑战，将我国首台月
球车，也是团队研制的第一辆车——玉兔号月球车制作
完成。在玉兔号乘坐着嫦娥三号飞往“广寒宫”的时
候，贾阳一夜难眠，吟诗一首：“我们的孩子即将出征，
稳健的脚步，刚健的筋骨，银色的战袍，明亮的眼睛。”

不久后，贾阳和团队基于玉兔号的经验，研制了第
二辆车——玉兔二号月球车。“玉兔号和玉兔二号就好像
一对永远不能相见的兄弟一样， 一个在月球正面，一个
在月球背面。”贾阳感慨。

前两辆车的研制之后，贾阳和团队继续投身第三辆
车——火星车的研制过程。“与月球相比，火星的地表条
件更加复杂，加之距离较远，且存在发射窗口期。与月
球车相比，研制火星车面临着更多的技术挑战。”贾阳
表示。

贾阳和团队全面改进了火星车制作的相关器件，并
制定了详细的技术方案，最终让这第三辆车——祝融号
火星车横空出世。在天问一号承载祝融号火星车飞天的
期间，贾阳再次赋诗一首，表达了自己激动的心情：“龙
楼镇外紫贝东，不是将军是书生。百尺箭，万钧弓。云
霄欲上第五重。”

在贾阳和其他无数科研人员的努力下，2020年7月，
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
射，将“天问一号”和祝融号火星车送入了预定轨道，
开启了中华民族浩浩荡荡的探火征程！

“要问到去火星有什么意义？那么请问若干亿年前，
海洋生物第一次爬上陆地有什么意义？”贾阳如是评价人类探索宇宙的
伟大意义，“正如航天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所说的，地球是人类的摇
篮，但人类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探索宇宙能为人类提供一个崭新视
角，以便更好地看地球，看火星，看太阳系，看整个宇宙，乃至审视人
类自身！”

火爆的ChatGPT推动生成式人
工智能（AIGC）应用落地提速，然
而随之而来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广
泛争议。AIGC何去何从？健康发展
和规范应用成为摆在人们面前急需
解决的一道难题。

4 月 11 日，国家网信办公布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
稿”），对AIGC作了包括定义、准
入资格、责任义务和处罚措施等较
为详尽的规定。当前，国内的大模
型研究及AIGC的商业应用仍处于发
展初期，监管来得如此之快，足见
政策层面对AIGC产业的重视，产业
界也普遍认为规范性的政策将长期
利好行业发展，AIGC即将迈入监管
式发展阶段。

应用广泛但面临潜在风险

AIGC是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
的创新型内容生成技术，它可以将
人类创造的内容转化为机器可理解
的内容，并通过自然语言或其他交

互方式呈现给用户。AIGC已经成为
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竞争的必争高地。

业界专家认为，AIGC在图像、
音频等内容的生成，以及智能客
服、自动化生成等应用场景方面具
有广泛应用前景。但在落地应用过
程中，AIGC所面临的挑战也不小。
文渊智库研究员王超告诉记者，
AIGC生成的内容可能涉及版权、著
作权等知识产权问题，还可能引发
隐私权保护和个人信息安全问题。

百度CTO王海峰表示，科技的
发展可以造福社会，也可能带来一
些潜在的问题，“这需要技术的防
范，需要建立相应规范，更需要全
产业链乃至全社会携手解决问题，
让技术发挥价值的同时，避免对技
术的滥用。”

发展和监管需要平衡

面对AIGC所面临的挑战，业界
从技术、伦理、法律等方面进行了
深入研究和探讨。

针对征求意见稿第九条提出的

“要求用户真实身份信息”，北京大
学法学院教授薛军认为，AIGC在特
定情况下更类似于搜索服务，应当
允许用户以游客的身份使用。“就比
如必应搜索引擎迁入了ChatGPT问
答模型，游客都可以浏览使用。这
样其实既可以保护用户的隐私，也
方便网民使用。”

针对征求意见稿第五条提出的
“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提供者承
担该产品生成内容生产者的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家发展与战
略研究院研究员刘永谋认为，AIGC
应用户需求所提供的大多是生成文
本、图像、声音等信息内容，用户
在不同的场景使用可能会产生不同
的影响。“一段由AI生成的正常的文
字图片，平台方无法得知它是否被
用于创作领域，还是用于一些灰黑
产业，其产生的后果应当由内容的
使用方负责。”

在侵权问题上，征求意见稿第
七条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
供者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的预

训练、优化训练数据，不得含有侵
犯知识产权的内容”。北京外国语大
学法学院副教授陈明涛认为，对知
识产权的侵权性判断必须考虑到大
模型训练数字的数量问题，面对海
量的训练数据，生成式人工智能服
务提供者很难作出有效判断。“现有
立法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会建立一种
避风港机制，即要求权利人发通知
主张权利，从而降低审核难度。对
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其
实也可以考虑采用类似制度。”

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姚志
伟表示，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还
需要引导企业积极创新，责任过重
有可能会抑制企业的创新热情和技
术进步。“对于AIGC可以考虑采取
二元化的策略，对危害到国家安全
和重要公共安全的问题，列出清晰
的规则，明确法律责任和后果，划
定底线进行监管。而对于个人信息
保护、知识产权侵权等问题，则可
针对技术应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再进一步完善立法监管。”

划 “ 红 线 ” 生 成 式 AI 不 再 野 蛮 生 长
□ 科普时报记者 陈 杰

完善法律 让科普之翼更强健有力
□ 科普时报记者 吴 琼 史 诗 张英贤

4 月 24 日将迎来第
八个中国航天日。中国
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
特级航天员刘伯明将飞
天日记结集成 《我把理
想写进空间站》 一书，
通过24篇太空日记、27
个航天科普问题和珍贵
的太空图片，向青少年
介绍了他的飞天故事，
希望点亮新一代年轻人
心中的航天梦，接续奋
斗，漫步星宇。

相关报道见5版。

图为太空出舱。

航天员刘伯明航天员刘伯明
当当““科普员科普员””

4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
学技术普及法 （修改草案）》（简称
草案）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
结合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和实
践经验，大幅度补充了新的制度措
施，增加了“科普活动”“科普人
员”“公民科学素质”章节，加快建
设科普人员队伍，全方位加强和规
范科普活动，为进一步促进科普高
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草案在科普界引起强烈反响。
“恰逢其时”“振奋人心”——对于
科普法的修订，多位专家在接受科
普时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表示。

夯基垒台：健全科普工作
体系

科普法于2002年颁布实施，是我
国科普事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
科普工作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推动了
我国科普事业发展。20年来，随着我
国科技水平的提高，科学普及的内涵、
机制、内容和作用等方面正在发生重大
改变，对法律修改提出了新需求。

“草案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进行更
新和扩充的，体现了法律的与时俱
进。”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大
鹏认为，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
同等重要位置纳入草案总则，这是从
法律层面上明确了科普是国家创新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推动国家科
普工作的总体布局，推动科普与科技
创新紧密协同、统筹部署。

“科普是动态发展的，科普法的
修订也是必然的，”北京交通大学副
教授陈征表示，草案加强与科学技
术进步法等法律衔接，着力解决国
家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
题，为新时期科普工作开展和发挥
科普作用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草 案 还 在 强 化 主 体 责 任 的 同
时，明确科普是全社会的共同责
任。“一方面压实了科普的主体责
任，另外一方面也指出了应该怎么
做科普。”在陈征看来，对一线科普
工作者来说，新修订的科普法将是
一个坚实的地基，是做科普的法理
基础。作为科普基础性保障法，科

普法的修订为新时代科普发展提供
了指导思路和基本原则，后续随着
地方法规、部门规章等配套实施细
则的落地，新时代科普将拥有更完
善、更适应现实情况的法制保障。

草案提到，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
机构应当使科普成为机构运行的重要
内容，国家各类科技创新基地、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应当组织开展经常性、
专业化科普活动。参与科普法修订工
作的北京科技大学科技与文明研究中
心教授、中国科普研究所原所长任福
君认为，根据修订后科普法的相关要
求，能够更直接、更迅捷地将科技创
新的“源头”资源转化为科普资源，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公众提升自身科学
素质的需求。同时，制度保障也能使
科普成为创新团队的“题中应有之
意”，科技工作者参与科普工作不再
仅靠“情怀”。

立柱架梁：建设科普人员
队伍

新时代科普作为创新发展的重

要“一翼”，离不开科普人才队伍的
壮大。作为新增章节，“科普人员”
一章涵盖了科普工作者、科技人员
与教师等群体，明确了国家加强科
普工作人员能力培训和交流，建立
专业化科普工作人员队伍。

“培训不只是教授科学的方式
方法，更应该是一个包括理论、实
践在内的完整体系。”王大鹏说，
这套体系涵盖国家科普政策的宣
贯、科研伦理的规范以及科普传播
方式等。

原 本 科 研 人 员 做 科 普 ， 有 着
“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先天优势，但
很长一段时间，有人曾用“不愿、
不屑、不敢、不擅长”这“四不”
来总结科研人员做科普的窘境。

知乎达人曾千慧平日活跃于社
交网络，科普海洋生物知识。同为
科研人员的她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做
科普，“但在评定职称时，这些因素
不被考虑在内，我们做科普显得

‘不务正业’。”曾千慧说。
（下转第2版）

科普法修改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图 片 来 自 《我 把
理想写进空间站》 书中
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