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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普活动的组织者、科学技术的传播
者，科普人员是科普工作的主要力量和为公众
提供科普服务的重要桥梁，而解决科普专业人
员的评职称难、晋升难，是当前科普人才队伍
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继北京等 10 省区市 2019 年 5 月先行先试、
先后出台科普工作相关领域职称评审办法后，
中国科协近期也面向中央在京单位开展科普专
业职称评审，加快推进科普人才队伍建设。近
日，中国科协在 2023 年第二季度新闻发布会
上，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部长李坤平介绍了面
向中央在京单位首次试点开展研究系列科普专
业职称委托评审工作的情况。他透露，中国科
协于4月上旬正式印发通知组织开展评审工作，
至5月4日，已经有11家中央单位申请成为科普
专业职称推荐单位，140 余人在线填报职称评
审表。

科技部发布的全国科普统计数据显示，
2021 年全国科普专、兼职人员数量为182.75万
人。2019年年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技司
同意中国科协组建自然科学研究系列科普专业
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面向中央在京单位开展
科普专业职称评审。近3年来，各地纷纷开展科
普工作相关领域的职称评审，截至目前，已有7
省市组织开展了相关职称评审工作，约有近
1900 名科普工作者通过评审取得了相应职称，
科普专业能力得到了认可。但是，在中央单位
层面目前还没有直接针对科普专业的职称评
审，对于科学客观评价科普人员的品德、能
力、业绩存在一定缺失，对科普人员的聘用、
考核、晋升等造成一定影响。

科普专业职称评审标准以品德、能力、业
绩为导向，确保科普专业职称“含金量”。结合
科普工作实际，分为科普研究、科普内容资源
创作和传播两个方向，并注重代表性成果的质
量、贡献和影响力，使评价工作更能体现科普
工作特点、更具针对性和实操性。

李坤平介绍，内容创作、展览展品、音频
视频、动漫游戏、教材课程、活动赛事、讲座
报告，已被纳入科普专业职称评审标准科普内
容资源创作和传播方向条件。为更好体现科普
工作特点和实际，在学术技术条件方面，借鉴
有关地方经验将网络阅读量“10万+”的科普作
品等同于发表论文；对科普内容资源创作和传
播方向的论文要求适度降低。

此外，评审标准从培育科普专业、促进人
才成长、壮大科普队伍出发，健全职业发展通
道，畅通职称评审渠道，统筹设计科普专业各
层级条件和转系列评审条件，针对特别优秀人
才设立破格条件，充分体现科普人员职业成长
的内在规律。

李坤平表示，科普专业职称评审工作的启
动，是加快推进科普人才队伍建设的一件大
事，对于科普工作专业化职业化具有重大意义
和深远影响，也为各地开展自然科学研究系列科普专业职称评审打造样
板、提供推广模式。相信科普专业职称评审工作的开展，将有力调动科
普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科普工作者将获得更多的职业归属
感和获得感，成为进一步助力科普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催化剂”。

近日，南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
段峰教授团队牵头的全球首例非人
灵长类动物介入式脑机接口试验取
得成功，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技术
跻身国际领先行列。通过介入式脑
机接口，团队成功采集并识别到非
人灵长类动物脑电信号，实验动物
成功地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吃到食
物，可谓科幻照进现实。

创伤小，采集脑电信号质
量高

脑机接口是科幻电影常用的科

技元素，并曾在《黑客帝国》中淋
漓尽致地展现。在电影中，每个人
后脑勺都有一个神经插槽，人们只
要插上数据线就能通过接口进入到
虚拟世界。

段峰介绍说，传统脑机接口分为
侵入式脑机接口和非侵入式脑机接
口。侵入式脑机接口通过开颅或者头
骨钻孔手术把电极植入脑中，采集到
较为精准的脑电信号，但这有可能导
致患者大脑长期出现炎症。非侵入式
脑机接口通过头皮采集脑电信号，比
较安全，但是信号质量不高。

备受关注的介入式脑机接口技
术，又有哪些不同之处？段峰解释
说，介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和传统脑
机接口技术在原理上区别不大，都
是通过获取大脑皮层的脑电信号来
控制外部设备。“介入式脑机接口
是将电极顺着血管送到动物脑中的
血管壁上采集脑电信号，造成的创

伤比侵入式脑机接口要小，采集的
信号质量比非侵入式脑机接口要
高。整个手术导入过程可在两个小
时内完成，甚至更快”。

脑电信号从被动采集到主
动控制

此次试验由南开大学教授段
峰 团 队 与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总 医
院、上海心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联合完成。试验是在前期介
入式脑机接口动物试验基础上取
得的进一步成果，实现了介入式
脑电信号从被动采集到主动控制
的技术飞跃。

之所以与医疗机构合作，是因
为脑机接口技术可作为神经功能疾
病治疗的临床手段。脑机接口技术
可以将脑电信号转换为控制指令，
帮助运动功能障碍患者，如脑卒
中、渐冻症等，实现与外部设备交

互，提升生活质量。“介入式脑机
接口在神经功能疾病治疗上还有一
定优势，比如，可以在电极中添加
一些缓释药物直接送达病灶区。”
段峰说。

脑机接口技术的应用场景还不
止于此。在本次试验中，术后的实
验动物成功地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吃
到了食物。段峰表示，脑机接口技
术可以通过意念控制行为，还能在
一定程度上将人类的思考、意识、
记忆存储下来。

首例非人灵长类动物试验的完
成是“从0到1”的进步，未来还将
优化电极设计，验证其在动物体内
长期植入的安全性、可靠性，采集
后信号的进一步分析、加工、转化
等工作要完成。

“介入式脑机接口真正走到临
床，可能还要 5 年，甚至更长的时
间。”段峰说。

全球首例！介入式脑机接口技术神在哪儿
□ 科普时报记者 张英贤

扩容20%，天舟六号“带货”首次突破7吨
□ 科普时报记者 史 诗 付毅飞

5月11日5时16分，天舟六号货
运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
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
舟六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

在先后经历了关键技术验证阶
段、组装建造阶段后，2023 年我国
正式开启载人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
段。天舟六号有很多特殊身份，它
不仅是我国载人空间站应用与发展
阶段发射的首发航天器，还是我国
改进型货运飞船首发船。

除了在此役一马当先外，天舟
六号也是后续任务的范本。天舟七
号至十一号都将基于天舟六号组批
生产，轮番亮相。通天之“舟”除
了兢兢业业“带货”以外，还往往
自带几项额外“才艺”。

此 次 天 舟 六 号 哪 些 方 面 再 升
级？将给空间站送去哪些“惊喜”？

载货能力首次突破7吨

有了货运飞船，人类太空长期
驻留才成为可能。一艘货运飞船，
其“带货”实力是“硬核”评判标
准。因此，如何有效提升货物装载
能力成为天舟六号的研制重点。

从天舟六号开始，技术团队针

对后续任务需求，对货运飞船进行
了系统升级，比如对货物舱进行较
大改进，大幅度增强密封舱的货物
运输能力等，这样给航天员提供的
物资就可以支撑更长的时间。

天舟六号货运飞船整体长 10.6
米，总重13.5吨，携带了航天员生活物
资，装载货物200余件，运输物资总重
约5.8吨。同时，也搭载了多项载荷。

为了把这些东西安全“搬”上
天，科研人员将全密封货运飞船拓
展为标准型8个贮箱和改进型4个贮
箱两种状态。跟之前相比，原来的
货物舱还有一部分非密封的舱段，
天舟六号把4个贮箱原非密封的后锥
段改为密封舱，以扩大密封舱装载
空间，提高密封舱货物上行能力。
同时，取消了一层贮箱，原后锥段
舱内设备调整至推进舱。这样一
来，货物舱内的空间也有很大提
升，有效的装载容积从18.1立方米提
升到 22.5 立方米，相当于扩大了
20%。改进后，整船物资装载能力由
原来的6.9吨提高至7.4吨。

关键元器件实现100%国产

这次天舟六号的另一个亮点是

实现了关键元器件100%国货！
一直以来，我国航天科技实现

高水平自立自强的题中之义，离不
开国产化和元器件的自主可控。科
研人员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

首先，研制团队遴选出性能指
标相当且相对成熟可靠的国产元器
件作为备选，组织专家团队逐项论
证替代方案可行性，制定周密的试
验验证计划。

其次，针对每项更改的具体情
况，他们因地制宜采用整机鉴定、
单板鉴定、相似鉴定等多种应用验
证方法、充分开展更改方案验证，
涉及的所有产品全部采用单板、单
机、分系统、系统多级测试考核验
证，确保验证无死角。

最后，通过综合保证措施的落
地实施，他们成功消除大面积元器
件国产化带来的技术风险，实现了
关键元器件100%国产化。

98件实验产品带上天

空间应用系统副总设计师、中
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研究员吕从民介绍，这次，空间应
用系统通过天舟六号货运飞船上行

实 （试） 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
品、共用支持类设备、实验耗材和
备品备件等，共计 98 件产品，总重
量约714公斤。

据了解，货运飞船与空间站完
成快速交会对接后，由航天员将上
述产品转运至空间站舱内，按飞行
任务规划陆续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
生物技术、微重力流体物理与燃烧
科学、空间材料科学、空间应用新
技术试验等4个领域共29项科学实验
和应用试验。

“我们将在问天实验舱生物技术
实验柜内，开展空间微重力环境对
干细胞谱系分化的影响研究、干细
胞3D生长及组织构建研究、蛋白与
核酸共起源及密码子起源的分子进
化研究、微重力环境对细胞间相互
作用和细胞生长影响的生物力学研
究等4项科学实验。”吕从民说。

按计划，还将利用梦天实验舱
舱外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
置，开展空间辐射损伤评估科学与
应用关键技术研究、极端环境微生
物对空间暴露环境的耐受性及其机
制研究、空间暴露环境下生命分子
的光化学行为研究。

5月，灰椋鸟进入育雏期，它们喜欢在距离人们生活和工作的环境比较近的地
方，利用树干上的空洞筑巢。灰椋鸟非常爱干净，甚至有一点“洁癖”，捕食返巢的
灰椋鸟喂完雏鸟后，会钻进鸟巢清理，并将找到的垃圾运至附近的树林里扔掉。

灰椋鸟已被列入世界2021年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随着我国自然生
态环境的改善，灰椋鸟数量增多，成为人们喜欢观赏的鸟类之一。

左图：育雏
上图：清理垃圾 文/图 陈敢清

母 爱母 爱

科普时报讯（记者史诗） 5月13日至
14日，中国科学院第十九届公众科学日将
在全国百余个院属单位举办，活动主题为

“遇见科学、预见未来”。
本届公众科学日将通过多种形式展示

中国科学院近年来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弘扬科学精神，营造科学氛围，厚植科学
文化，激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对科学的关
注和兴趣，同时让公众进一步了解中国科
学院，了解中国科学院的科研工作。例
如，高能物理研究所将开放北京正负电子
对撞机、北京同步辐射装置等大科学装
置，让公众一秒置身“科幻世界”；国家
天文台将开放沙河科普基地、怀柔太阳观
测基地，以及郭守敬望远镜所在的兴隆
站，公众可以通过日珥镜观测太阳色球、

黑子和日珥；青藏高原研究所将开放位于
西藏的拉萨部和6个野外台站，邀请西藏
当地中小学师生参观。

此外，近百处天文台站、植物园、博
物馆、野外台站、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将面
向公众开放。同时，各个研究所将结合自
身研究特色，开展科普剧、科学公开课以
及科学实验、科学考察等科学体验活动。

本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中，50余名院士
将围绕公众关心的天文地理、航天探索、
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科普讲座，为公众释
疑解惑，在科普活动中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公众科学日还将
开展互动性高、体验性强的线上科普活
动，多视角、多渠道玩转科学。在B站开
通公众科学日直播专题，网友可以线上隔

空入场科研院所活动现场；在微博举办
“科学冲刺 为你而战”科普竞答活动，邀
请10家科研院所连麦20余位“大V”，以
在线答题直播的形式展现跨界科学互动；
在抖音推出系列VR全景视频，360°呈现
科学现场、科技成果、科普场所。公众还
可参与中科院公众科学日话题，实时分享
有趣有料的参与体验。科学出版社将开展

“百种科学好书免费阅读活动”，精选125
种“科学好书”，通过科学文库平台供读
者免费在线阅读。

公众科学日是中国科学院举办的大型
公益性科普活动。每年5月，各个科研院所
都如约面向社会公众开放。作为中国科学
院的品牌科普活动，已成为公众走进中国
科学院，了解科技进展的重要渠道。

中科院第十九届公众科学日13日开启

轻松扫码 科普一下

扛起我国载人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首发船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