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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
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
础性、战略性支撑”“要坚持教育优先发
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
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今
年5月，教育部等十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强
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部署
要求，着力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
育加法，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高
质量发展。

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
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教育优先发
展，重在夯实人力资源深度开发基础；科
技自立自强，重在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创
新；人才引领驱动，重在巩固发展优势赢
得竞争主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科
技是关键、人才是基础、教育是根本，准
确把握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
才引领驱动的辩证关系，把三者有机结合

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倍增效应。

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
还需强化互融互通，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鼓
励高校和科研院所主动对接中小学，引领科
学教育发展，建立激励机制，引导科学家、
科技工作者研究和参与中小学科学教育，安
排实验室等科技资源向中小学生适当开放，
协同组织科学夏（冬）令营等，为科学实践
活动提供有力保障。相关部门应该鼓励开展

“请进来”“走出去”双向互动实践活动：在
“请进来”方面，开展科学家进校园、少年
科学院、流动科技馆、流动青少年宫、科普
大篷车、科技节、科学调查体验等活动；在

“走出去”方面，组织中小学生前往科学教
育场所，进行场景式、体验式科学实践活
动。

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
法，还需强化共享共建，拓展人才培养载

体。搭建平台，开展联学活动，推动大学
与中学联合教研实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等更好衔接；倡导联合共建创新实验室、
科普站、人才培育班，探索大学、中学双
导师制，进行因材施教；鼓励高水平综合
性大学参与教师培养，从源头上加强高素
质专业化科学类课程教师供给；探索聘任
专家学者担任科技副校长，设立科技辅导
员、结对具有一定科普功能的机构。

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
法，还需强化协同育人，提升青少年科学
素养。引领青少年走进科普研学基地，将
科普馆等与校内外教育资源紧密结合，体
验探索科学原理，在寓教于乐的研学教育
模式中激发青少年对科技创新的求知探索
欲，进一步推动提升青少年综合素质；探
索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有效模式，建立
统筹协调机制，明确“中学生英才计划”

“强基计划”“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

划”“高校科学营”等项目在选拔、培育、
使用上的各自侧重点。

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
法，还需推动产教融合、科教融合。整合
校内外资源，精准对接学生需求，开展科
普讲座、科学实验、科技创作、创客活
动、观测研究等，促进书本知识和社会实
践的深度融合，加强科普资源创新供给，
丰富环境科普内容形式，有效提升科普服
务效能。

青少年是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希望、
创新的未来。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
教育加法，在全社会形成合力多举措夯实
科学教育基础，做实“塔基”；让更多的青
少年心怀科学梦想、树立创新志向，做牢

“塔身”；培育出更多具备科学家潜质、愿
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创新人才，做高

“塔尖”，实现中国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用 好 科 技 资 源 育 好 创 新 人 才
——聚焦《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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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科学画报》 策划
出版的 《北京自然观察手
册》 丛书 （以下简称“丛
书”），包括 《鸟类》《野
花》《树木》《园林花卉》

《蔬菜》《水果和干果》《海
鲜和河鲜》《昆虫》《云和
天气》《岩石和矿物》共10
册。该丛书从策划到出版
历时 280 天，上市后 90 天
内，销售约 1.7 万套，实洋
总计约 71 万元。该丛书还
入 围 “2022 首 都 科 普 好
书”推荐书目，实现了较
好的科普效果。

走近自然 启蒙博
物教育

一直以来，《少年科学
画报》 十分重视对自然科
学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尤
其在博物学教育方面做了
大 量 工 作 。 博 物 教 育 是

“源于本能，基于兴趣，长
于积累，精于贯通”的教
育，该丛书也是对该理念
的一次实践。

走近自然，对周边生
存环境进行探索和了解，
是人类发展的本能，也是
青少年的天性。丛书的 10
个选题，最大限度地涵盖
了读者身边的自然物种和
自然现象，而野花、植物
和鸟类也是最容易吸引读
者关注的事物。这些内容
种类繁多、知识丰富，容
易激发青少年读者阅读、
互动和探究的内驱力。

丛书为青少年提供必
要的知识和方法后，会帮
助孩子自信地发展萌芽状
态的兴趣爱好，形成正反
馈，并引导读者对身边普
通物种进行深度观察，帮
助他们积累一定的实践经
验。

丛书作者有王辰、吴
昌宇、张辰亮、计云、张
瑜 、 王 燕 平 、 张 超 、 徐
亮、曹醒春等人。这些作
者在自然科普、自然观察
方面均有丰富的经验，多
年从事自然科普方面的相
关工作，许多作者已出版
过自然科普、自然观察方
面的图书，并在 《少年科
学画报》 上刊发过专栏作
品。因此，编辑能够在短
期内汇集不同分册作者，
快速确定行文要求、拓展
内容，以及图片排版风格
等并平稳推进，让丛书顺
利出版。

聚焦首都 凸显地
域特色

在策划丛书时，编辑
结合作者原有栏目内容与
读 者 反 馈 ， 发 挥 作 者 优
势，针对读者需求，明确了这套丛书的独特
定位：一是主要依托作者擅长的北京地区的
科普观察；二是定位于青少年及入门级科普
爱好者；三是创新图书内容，突出观察方
法、操作技巧、实物认知、地域分布等特
点。丛书力求能够有效地指导读者独立完成
自然观察，且较为全面、系统地向读者介绍
北京大自然。

市场上关于自然科普类的图书比较多，
但多数只涉及自然科普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方
面。丛书从花鸟鱼虫、动物植物、岩石、矿
物，以及云和天气等不同方面对北京的自然
物种和自然现象进行全面、系统、专业的梳
理，探索出版全方位、立体化、多维度的自
然科普类图书，扩大图书价值。

丛书从北京地域特色出发，书中涉及的
自然物种和自然现象的介绍都是基于作者对
北京大自然的常年观察和深入了解，凸显了
北京地域特色，也为其他地区自然科普系列
图书的出版提供实例。

丛书作者之一博物君张辰亮说道：“丛
书‘野心’非常大，几乎把北京你想观察涉
及的领域都涵盖到了……用当地的文化来讲
解动物植物，我觉得对以后其他城市的图
鉴，也是有借鉴意义的……我们这些作者可
能很多年都不会再写这么一套丛书了。”

当编辑拿着 《鸟类》 一书的初稿请中国
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
和审读时，他非常高兴。周忠和表示，近年
来，全国各地涌现出越来越多的观鸟者，一
些城市甚至是校园，也开始有了自己的观鸟
手册，譬如 《成都市常见 150 种鸟类手册》

《苏州野外观鸟手册》，等等。他衷心希望，
丛书的出版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观鸟爱好
者、自然守护者的行列，也衷心希望在不远
的将来，能够看到每个城市、校园都拥有自
己的观鸟手册。

第一视角 收获真实体验

笔者作为期刊编辑，与丛书主创王辰合
作多年，逐渐形成了“博物教育精于贯通”
的思想。

王辰是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植物学硕
士，2010 年至 2019 年，他在 《少年科学画
报》 上开设栏目，先后在 《花儿在高原》

《江河湖海花》《到野外去》《草木童年》等7
个栏目中连载特色文章，用自身发现探索的
第一视角，讲述他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故事，
引入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的记述，立体描绘
植物的趣味知识。

在丛书的编写中，编辑强调将亲历故
事、传统文化、地方特点与物种知识相结
合，以增强可读性和亲切感，让读者有更多

“贯通”的体验：在探索的过程中，不断将
科学知识的学习与文化内涵的理解结合起
来，不断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结合起来，让物
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产生共鸣。

（作者系《少年科学画报》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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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系 国
家教育咨询委员
会委员，中国科
技馆原馆长、研
究员）

余生趣潭
成人之美

马国馨
院士篆刻

图1、图2为《人痘接种术》纪念封。 （中国集邮有限公司供图）
图3、图4为中国和外国鼓励群众接种牛痘的宣传海报。（图片由作者提供）

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一种伴有
脓疱疹的烈性感染病。由于天花病毒无
药可治，患者在痊愈后脸上会留有麻
子，“天花”由此得名。

天花患者是唯一传染源，天花病毒
主要经呼吸道黏膜侵入人体，潜伏期一
般为7天至17天，平均约为12天。感染
天花病毒后的初期症状有高烧、疲累、
头疼及背痛等。感染病毒的 2—3 天后，
患者脸部、手臂和腿部会出现典型的天
花红疹。在发疹初期，皮肤上还有淡红
色的块状伴随疹子出现。病灶在几天之
后开始化脓，直到第2个星期开始结痂，
接下来，将慢慢发展成疥癣，然后剥落。

天花在世界范围内肆虐，造成极高
的死亡率。中国的天花纪录首次见于

《时后备急方》里，这部临床急救手册于
公元4世纪由医学家葛洪著作。

关于人痘接种术发明的具体时间，
在历史文献中有唐代、宋代、明代等几
种说法，学术界还存在争议。但比较确
定的是，该方法的运用不晚于 16 世纪。
首创于中国的人痘接种术，是将天花患
者的痘痂制浆，接种于健康儿童，使之
产生免疫力，以预防天花病毒的方法。
故清朝刘大观 《种痘行》 诗云“奇哉痘
可种，先天资后天”。

历史上记载的人痘接种方法大致有4
种，即痘衣法、痘浆法、旱苗法和水苗
法，这些方法历经了中国古代医师的挑
选和取舍。

痘衣法，是给被接种者穿上天花患
者的内衣，该法比较原始，有危险性，
后来较少被采用。

痘浆法，是用棉花浸染天花患者痘
浆，塞进被接种者的鼻孔，因其危险性
较大，且对患者有损，后来杜绝。

旱苗法，是把天花患者脱落的痘
痂，研磨成粉末，通过细管吹入被接种

者的鼻孔，粉末量不易控制，难于掌握。
水苗法，是将痘痂研细调水，沾染在

棉花上，再塞入被接种者鼻孔，12小时后
取出，此法相对安全可靠，使用最多。

人痘接种术发明之初，一直在民间
秘传，直到清朝康熙年间，获得官方推
广最终流行起来。说到清朝康熙皇帝，
他的父亲顺治皇帝——清世祖爱新觉罗·
福临，是清朝定都北京的第一位皇帝。
1660 年，年轻的顺治帝感染了天花病
毒，在弥留之际，顺治帝向德国传教士
汤若望询问了皇位继承者的一些问题，
汤若望更倾向于第三位太子爱新觉罗·玄

烨为皇位继承者。因为玄烨得过天花，
天花病毒对他不会再造成威胁，这对于
一个亟需稳定的王朝来说，是相当有利
的。这样的选择，最终成就了这位名垂
青史的帝王。

1682 年，康熙皇帝下令各地接种人
痘。据康熙的 《庭训格言》 写道：“训
曰：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
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
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
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时，年
老人尚以为怪，联坚意为之，遂全此千
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可见当时人痘

接种术已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人痘接种术的发明，引起了外国人

的注意。俞正燮《癸巳存稿》记载，“康
熙时，俄罗斯遣人至中国学痘医”。这是
最早派留学生来向中国学习人痘接种技
术的国家。人痘接种术后经俄国又传至
土耳其和北欧。公元1717年，英国驻土
耳其公使蒙塔古夫人在君士坦丁堡学到
种痘法，3年后又为6岁的女儿在英国接
种人痘。随后，欧洲各国和印度也试行
人痘接种技术。18 世纪初，突尼斯也推
行此法。公元1744年，杭州人李仁山去
日本九州长崎，把人痘接种术传授给折
隆元，乾隆十七年 （公元1752年），《医
宗金鉴》 传到日本，人痘接种术在日本
广为流传。其后，此法又传到朝鲜。18
世纪中叶，我国所发明的人痘接种术已
传遍欧亚各国。公元1796年，英国人贞
纳 （E.Jenner） 受中国人痘接种术的启
示，试种牛痘成功，这才逐渐取代了人
痘接种术。

采用接种的方法来预防天花由来已
久，我国发明人痘接种技术，是对人工
特异性免疫法一项重大贡献。

1980 年 5 月，第 23 届世界卫生大会
正式宣布天花被完全消灭，天花病毒在
自然界已不存在，只有美国和俄罗斯的
实验室还保存着样本。全世界至今再未
出现天花病例。天花这种惟一被消灭的
传染病，正是人类医学科学光辉成就的
典范。

奇 哉 痘 可 种 先 天 资 后 天
——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五）

□□ 王渝生

7 月 11 日，“科技
馆之城联合行动之走进
回天——北京流动科技
馆进社区”活动在天通
苑文化艺术中心举办，
并持续到7月19日。

为丰富基层科普活
动，满足群众科普需
求，活动方在天通苑文
化艺术中心一层展厅、
二层“思想客厅”、二
层“玻璃盒子”、三层
多媒体教室开设科普展
览、科学体验、科学实
践等互动体验区。

北京科学中心推出
数学、物理以及“身边
的科学”为主题的临时
展览，中国科学院自动
化研究所推出人工智能
为主题的小型展览，中
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
研究院和北京科学文化
传播促进会推出以前沿
科技为主题的小型展
览，北京工体富国海底
世界推出海洋科学主题
的互动展览，北京文旺
阁木作博物馆推出“古
代木作科技中的智慧”
主题的小型展览。

此外，还开展丰富
多彩的科学实践活动。
如北京科学中心组织开
展 AI 科学活动、院士
专家讲科学、老年科技
大学科普讲座；国家食
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
所、中国航天系统科学
与工程研究院、北京科
学文化传播促进会组织
开展科普讲座；北京工
体富国海底世界、北京
文旺阁木作博物馆推出

动手实践活动。
该活动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主

办，北京科学中心、北京市昌平区科学
技术协会等单位共同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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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上闲聊，朋友们问及，在吃的方面
是不是又有点儿让人不放心了？他们都看
到了近期媒体有关甜味剂、保水剂和塑化
剂等的报道，我也趁机向他们“推销”《科
普时报》：我们最近刊发了好几篇文章，有
如 《阿斯巴甜致癌？代糖食品还能吃吗》

《虾仁中的磷酸盐“保水剂”有害吗》《使
用一次性杯子有损健康吗》《跳出食品添加
剂的四大误区》，可以看一看。

作为一名食品研发战线的“老兵”（也
是个“逃兵”），有个感受我是比较深切
的：早些时候我们熟悉且常用的是“食品卫
生”这个词，曾几何时，它已然被“食品安
全”所替代。也就是这大约30年间，吃的方
面确实出了好些问题，并且带来了公众认知
上的混乱。譬如，一度在许多人的印象中，

“食品添加剂=有毒有害物质=危险的造假产
品”——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且不说公众通常对化学物之毒性效应和
风险评估概念缺乏基本的了解，不切实际
地追求所谓的食品“零风险”，在更多的情
况下，人们也习惯于笼统地把假冒伪劣与
食品安全画上等号，将被致癌物污染的食
品等同于致癌食品，而且常常未能弄清非
法添加物与合法添加剂的区别，以致无形
中就把作为食品“附属物”的食品添加剂
给妖魔化了。

没了食品添加剂，会是怎样的情形？我
想，最直接的“损失”是，好些东西咱们
可能都吃不上了。随便举几个例子：做豆
腐要用凝固剂 （盐卤），炸油条要用膨化剂
（明矾），发面要用发酵粉 （小苏打） ……
事实上，如果真的把所有食品添加剂“扫
地出门”，只怕进入我们视线的食品一多半
都会有“三难”：难看、难吃、难以保存，
而且价格高昂，让人难以接受；同时，造
成大量的浪费，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

英国一位食品安全监管专家大卫·华兹
生曾指出，近几十年来，人们在谈及食品
安全风险时，对食品添加剂的关注度可能
是最高的，且通常认为从最高风险到最低
风险的顺序依次是：食品添加剂和农药残

留物；环境中的化学物；天然毒素包括真
菌毒素、包装带来的化学物迁移、兽药残
留物。而华兹生自己所做的排序则是 （由
高到低的风险）：高等植物带来的毒素；真
菌类毒素；海产类毒素；食物中的环境化
学品；由包装带到食物中的化学迁移；农
药残留物；兽药残留物；食品添加剂。

为作些比较，我特意查询了一下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今年5月发布的2022年市场监管
部门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是这样的结
果：与上年比，酒类、蔬菜制品等28大类食
品抽检不合格率有所降低，但餐饮食品、食
用农产品等5大类食品抽检不合格率有所上
升。从检出的不合格项目类别看，一些不合
格项目占抽检不合格样品总量为：农药残留
超标33.31%，微生物污染20.73%，有机物污
染 11.12%，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9.65%，重金属等污染8.04%，兽药残留超标
7.85%，质量指标不达标7.63%。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公告称：针对监督
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部门已
向社会公布监督抽检结果，并按有关规定
及时开展核查处置，严格控制食品安全风
险。我们看到，这里提到的食品添加剂，
其主要问题是“超范围超限量使用”。依我
头脑中尚还残存的专业知识判断，出现这
种状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些商家为降
低生产成本、掩盖食品腐败变质，以及食
品本身和加工过程中的质量缺陷，而超出
规定用量和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这也凸
显了食品安全检测、监管之重要性。

按照我国现行食品法规的定义，食品添
加剂是“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
以及为防腐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
中的化学合成或者天然物质”，营养强化
剂、食品用香料、胶基糖果中基础剂物
质、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也包括在内。由
此可见，食品添加剂是食品中的正常成
分，在食品制造和加工中必不可少。国家
对于食品添加剂能否使用、使用范围及用
量等都有明确规定，而只要食品生产企业
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正确使用添加剂，是不

会对人体造成危害的。
顺便说一句，由于全社会对食品安全问

题的高度重视，也因为近年来随着 《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的出台和多次修
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逐步完善、食
品安全管理体制与时俱进、食品安全保障
能力明显提升，我国的食品安全形势总体
是稳定向好的。

当然，没有绝对安全的食品。食品安全
是相对的。实际上，我们通常所说的安全
食品，是指其风险在可接受水平范围之内
的食品。必须承认，在进行食品安全评估
时，确实很难周全地考虑到所有的因素；
由于食材众多，行业标准往往也难以穷尽
一切可能性来实现食品的“零风险”。食品
中所谓的“标准值”，不是指检出成分超过
此值一点就意味着“危险”的数值，而是
经过慎重“处理”、附加了“多重”安全因
素的保险数值。

要了解健康损害的风险与“标准值”之
间的关系，就要提到食品添加剂和污染物
的安全评估。其实，各国法律都有规定，
药物、食品添加剂以及食品污染物，都必
须进行安全性和风险评估，以便据以制定
暴露上限值，建立剂量与反应 （症状） 之
间的关系。

毒物学家通常借助给试验动物喂食一定
数量的化学物并观察之，绘出“剂量-反
应”曲线，来判定毒性效应开始变得明显
的那个剂量门槛——“无明显有害效应剂
量”，用以评估化学物的风险。下一步，利
用这个门槛值，再加上安全因素，就可以
决定某种食品添加剂的每日可接受摄取量
（ADI）、某种食品污染物的每日可忍受摄取
量 （TDI）。再往下说，即是更专业的话题
了。就此打住。

食 品 安 全 之 “ 门 槛 ”
□□ 尹传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