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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源科考对长江源区两冰川“量厚称重”
近日，2023年江源综合科学考察队登

上长江源区的两条冰川——冬克玛底冰川
和格拉丹东雪山主峰冰川，使用地质雷达
探测冰川厚度，为计算冰储量积累基础数
据，透过冰川演化揭示江源高寒地区的气
候变迁。

“过去我们普遍使用遥感监测等方式
推算冰川体积变化，本次科考选择格拉丹
东雪山主峰冰川和长江南源支流布曲的源
头——冬克玛底冰川进行地质雷达探测，
较准确地掌握探测位置的冰川厚度。同
时，结合多维度数据，更精准地计算探测
区域内的冰储量。”长江科学院总工程师
徐平说。

冰川厚度是评估冰川储量的基本参
数，准确探测它的时空变化和冰床地形，

对于指示长江源区气候变化和冰川动力学
过程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长江科学院在冬克玛底冰川设有常年
野外观测站，根据冰面高程测绘信息估算
冰川储量的变化，今年首次增加地质雷达
探测，布设二维测网获取冰川前缘冰厚信
息，通过计算测网内准确的冰储量，为基
于表面高程的冰储量变化提供验证，同时
为冬克玛底冰川变化和冰下地形研究提供
基础数据。

针对格拉丹东雪山主峰冰川，本次科
考在海拔5400多米处开展了两级阶梯共4
条测线的探测。

2022年，江源综合科学考察队曾对此
冰川进行地质雷达探测，通过布设一维测
线获取冰川前缘的冰厚数据，以及冰下地

形走势。今年在相同位置进行探测，增加
了两个二维测网的布设，获取的数据用于
对比一年来冰川前缘冰厚和冰下地形的变
化，计算测网内准确的冰储量，揭示气候
变化对冰川退化的影响，以及冰川运动对
于冰下基岩的剥蚀特征。

冰川是气候变化的敏感指示器，也是
重要的淡水储备资源。作为一些大江大河
的重要补给水源，冰川能够为江河径流提
供补给，而一旦出现冰川消融退缩的“拐
点”，冰川将失去调蓄水量的功能，导致
江河来水减少，出现种种生态问题。

研究显示，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气候
变化，长江源区冰川普遍处于末端退缩、
面积减小和厚度减薄状态。

（新华社发）

在国家自然博物馆神奇的非洲展
厅，刚刚发生了一宗“失窃案”。天
蒙蒙亮的时候，调皮的狒狒在偷了一
枚新鲜的鸵鸟蛋后迅速跑开，恰好被
清晨觅食的黑背胡狼看见……

“这个展厅以一批非洲珍贵动物
标本为基础，栩栩如生地再现非洲大
陆野生动物生存环境。”8月1日晚，
国家自然博物馆一年一度的“博物馆
之夜”如约而至，“标本零距离”板
块的专家正给大家揭秘策展背后的
故事。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每个开
馆日的18时至21时，你有机会参与
自然科学权威专家和科普教师开讲的

“锺健讲堂”和“博物夜谈”，也可以
走进科普剧场，看看一只“猩猩”如
何摆脱牢笼束缚；亦或夜宿博物馆，
与恐龙相伴度过惊险一夜……

手持“护照”，开启发现之旅

“今年，为了能让更多观众走进
国家自然博物馆，原本一周的‘博物
馆之夜’延长到一个月。”国家自然
博物馆科普教育部副主任金淼介绍
说，落实科学教育加法，博物馆应该
行动起来，坚持用标本来“说话”，

用严谨的科学做科普，希望更多青少
年在博物馆度过一个精彩的暑假。

夜场参观前，在入口处领取一份
“博物护照”，接下来的发现之旅中，
你可以根据上面的信息在展厅中寻找
对应展品并盖章打卡，也可以扫描手
册上的二维码，观看介绍展品的视频
片来了解更多相关知识。

一进门，正对面就是古爬行动物
厅，你一定会被中央展示的巨型恐龙
骨架群所吸引。这里有中国人发现的
第一只恐龙——许氏禄丰龙，它是中
国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锺健在大西南抗
战的烽火中发现的，杨锺健还在 20
世纪 60 年代担任过这座博物馆的首
任馆长。展厅里还有体长达 26 米的
井研马门溪龙、凶猛霸气的永川龙、
小巧玲珑的驰龙、纵横海洋的鱼龙
……亿万年前的恐龙世界就在你眼
前啦！

瞧！那个重达1吨的大脑袋，依
然是古哺乳动物展厅的“明星”。这
个黄河象的头骨化石，早已“住”进
了温湿度更稳定的展柜。在这座远古
哺乳动物的乐园里，你还能邂逅迄今
为止发现的人类最古老的“曾祖
母”——中华侏罗兽，在这里追寻生

命演化的印记。
别忘了去植物世界展厅看看世界

上的“第一朵花”——辽宁古果。它
生存于距今1.25亿年的早白垩世，是
早期的一种被子植物。科学家研究认
为古果科属于一种水生植物，因此推
断当时的辽西地区曾经气候湿润、水
草丰美。

一路“挖宝”，在“国藏精品
展”里你还能见到瞪着圆圆的大眼睛
的矛尾鱼、中国特有的古老珍稀鱼类
中华鲟，以及许多珍贵的国礼标本。
今年“博物馆之夜”期间，专业讲解
员、志愿者讲解员、小小讲解员们将
共同提供各具特色的精彩讲解服务，
让你的打卡之旅并不孤单。

“夜宿”回归，话剧电影齐
上演

与往年最大的不同，当属“夜
宿”这一孩子们无比喜爱的项目重回

“博物馆之夜”活动菜单。
当夜幕降临，和爸爸妈妈在博物

馆“安个家”，不少小朋友已经跃跃
欲试了。8月的每个周五和周六，4D
实景故事体验、科普实验探究等一系
列极具趣味性的活动即将上演，孩子

们不仅可以等来“恐龙”道晚安，也
更增强他们保护自然、爱护动物的责
任感。

在古哺乳动物展厅的科普剧场
里，一只名叫“红彼得”的黑猩猩不
幸被探险队捕获，为了摆脱牢笼的束
缚，继续生存，它强迫自己模仿人的
习性，几年之后，它终于过上了和人
一样的生活……这个夏天，国家自然
博物馆有幸把红彼得请来，讲述它自
己的奇幻故事。

与“博物馆之夜”同期开幕的还
有“科学电影 启迪未来”自然科学
4D 影片联映活动，《小侏罗兽历险
记》《黑羽精灵》《巨龙王国》《火星
探秘》都将悉数上演，相信总有一部
可以触动你的心灵。

打开围墙，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展
现在大众面前，让科学知识走出去，
吸引更多人走进来，这便是博物馆科
普的意义所在。

“宝贝你看，蜀龙带刺的尾锤在
四处摇摆，千万不要被它砸到脑袋哦
……”“爸爸，马赛人的茅草屋竟然
是这样的……”

这个夏夜，一起到古老而神秘的
自然旷野去吧！

拿份“博物护照”，看动物“明星”去！
□□ 科普时报记者 史 诗

科
普
时
报

“教育就是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
的事。”7月27日，中国人才研究会
超常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清华大
学基础科学讲席教授刘嘉在“为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准备”主题活动上
强调，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轨
道，科学、人才、教育已呈现出三
位一体融合发展趋势，面对我国基
础学科人才紧缺这一不争的事实，
加大拔尖创新人才的发掘与培养，
并建立配套的机制已刻不容缓。

对于建立和健全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机制，各界其实已然达成了共
识。值得一提的是，多位教育界专
家认为，拔尖人才培养不仅是大学
的事，更应在中小学加大早期发现
培养力度。

青少年应该直面时代挑战

在科技高度发展的当下，如果
要用一些词描述这个时代，很多人
可能会具体化到高端制造业、先进
技术产业或者是新兴产业，也可能

会联想到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
链、Web3.0等前沿技术。当然，随
着这些应接不暇的专业的名词扑面
而来的还会有紧迫性很强的提醒：
如果不能迎接时代给你带来的挑
战，你将会被时代淘汰。

科学竞技真人秀节目《最强大
脑》主持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蒋昌建认为，
将要和必须直面这一时代挑战的是
广大青少年群体。“有理由相信，
14亿中国人在创设国家的过程中为
人才的脱颖而出准备的那么丰厚的
土壤；更有理由相信，曾经创造过
灿烂文明的5000年的历史国度，在
新的时代一定能够开辟出推动创造
创新文化基因的力量，为人才的蓬
勃涌现提供精神动力。这个时候，
青少年比以往的任何一个时候都需
要梦想，为整个人类文明贡献出中
国年轻人这一代的力量。”

在刚刚过去的第55届国际化学
奥林匹克竞赛中，我国青少年取得的

成绩举世瞩目，不仅斩获团体世界冠
军，而且4名队员全部摘金。此前的
第34届国际生物奥林匹克竞赛、第
64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以及第
53届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中，中国
队也均获总分第一的佳绩。

“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的宗旨是
推动各个国家的学科教育交流，增
进青少年之间学生的相互了解，激
发广大中学生对学科的兴趣，有助
于发现和培养青少年人才。”国际
生物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队教练、猿
辅导竞赛强基中心负责人朱斌告诉
记者，很多实例也表明，参与学科
竞赛的孩子们，不仅能在竞赛中直
接获益进入理想的大学，同时他们
本身天赋的种子也在学习竞赛的过
程中间生根、发芽、成长，最终将
潜力与可能变为现实。

蒋昌建表示，这些赛事冠军的
多少，或许并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
综合科技实力。“但这是一种追
求，更是向世界科技巅峰迈进颇具

重要意义的一步。”

创新人才培养需多方协同

天才往往都是“万里挑一”，
即便在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基础
学科的国际奥赛冠军也是凤毛麟
角。当然，研究表明智商水平在人
口中呈正态分布，保守估计，超常
儿童占比至少有 1%。按照我国中
小学生2亿左右的总数计算，我国
超常儿童数量至少有200万名。

“目前，我国接受系统的超常儿
童教育的中小学生总数不超过 500
人，即100万名学生中仅有2.5名学
生接受了超常教育。”刘嘉认为，我
国这个庞大的潜在人才宝库并没有
得到充分的发掘。也正因如此，拔
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应该从娃娃抓
起，这一阶段是发现孩子天赋的关
键时期，从幼儿到高中让他们根据
科学规律因势利导地接受教育，就
是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

（下转第2版）

创 新 人 才 培 养 应 从 娃 娃 抓 起
□□ 科普时报记者 陈 杰

8月1日，国家自然博物馆一年一度的品牌活动“博物馆之夜”正式拉开帷幕。在
接下来一个月里，国家自然博物馆会在每个开馆日的晚间18时至21时为公众开放。除
了免费参观所有开放展厅外，公众还可以选择讲座、观影、观剧、夜宿等多种多样的活
动，畅享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夏夜盛宴。

图1为小小科普讲解员正在为观众们介绍展览内容，图2为小朋友在“无脊椎动
物”展厅拍摄展板上的原生动物照片，图3为家长带孩子在“神奇的非洲”展厅观察非
洲原野上的动物。

图1、图3由国家自然博物馆提供，图2为科普时报记者史诗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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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科学和人文无疑是两大
支柱。”7月27日，在科普中国智库专题活动·科普服务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研讨会上，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
说，“这个世界是由科学和文化共同支撑起来的，未
来，有两个东西会变得非常重要，一个是科学，一个是
文化。”

在王博看来，科技创新需要满足几个要素。第一是
积累。积累是创新的根基，没有积累不可能有创新，更
不可能有系统的、持久的创新。“我们中国人常说‘厚
积薄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基础打牢。要做好积
累，就需要我们有耐心，做人文研究也好，做科研也
好，都需要耐得住寂寞，甘愿坐冷板凳。”

第二是要具备一定的视野。王博认为，科学和人文
对这个世界理解的角度是不同的，要创新，除了要具备
专业视野外，还要具备跨学科视野、跨文明视野，以及
科学和文化交融的视野。“视野决定了我们能看到一个
什么样的世界。”

创新的第三个要素是能否找到问题，找到的是小问
题还是大问题。“科学和人文关注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科学更多关心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文化更多关注的是
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自己的关系。”王博认为，当
前，人类面临很多共同问题，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
生物技术等在内的科学技术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影
响。只有思考并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获得创新的源泉。

创新的第四个要素是科研人员的使命感。王博认
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和人文学者都有一
个共同点，做科研一方面会注重个人的兴趣和爱好，
另一方面，也会带着对民族和国家的使命感。“带着这
种基于家国情怀的使命感来做事情，创新才会更有动
力。”

创新的第五个要素是文化。“创新需要有一个很好
的文化氛围，比如宽容失败的环境，以及对有为和无为
关系的思考。”王博认为，科学本身的要求是求真，而
文化的本质是求善，只有做到科学和文化交融，才能让
真和善得到统一。离开了人文关怀的科学研究也许会把
人类带进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同样，缺少了科学向度的
人文研究也很容易脱离这个变化的时代。“科技有时候
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但是文化可能会在进退、刚柔之间
寻找一个平衡点。”科学和人文如果离开了对方，它们
都是有局限的。

王博指出，这个世界需要具有人文视野并且创造性
解决问题的人。因此，科技和人文互融交汇的科普工作
至关重要。科普应不忘过去，以深厚积累和广阔视野促
进文明互鉴，求真求善，推动科技与人文结合，做好传
承，加快创新，促进新知识、新思想和新文化的诞生。

他建议，一方面，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应该互相学
习，增加彼此交流的机会；另一方面，国家对科技的支
持和对人文的支持应当并重。“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金
灿荣教授也表示：“科技创新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体系支撑，作为科技创
新的生力军，科学家也有科普的责任和义务。科普除了传授知识以外，
关键还要建立起一种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生态文化，这需要科学家具备一
定的人文视野。”

此次研讨会主持人，中国科普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王挺表示，进
入新时代，科普事业发展迎来新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科普高质量发
展亟须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中汲取
文化养分，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赋能科普，促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推
动国家科普能力建设，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创
新
离
不
开
科
学
与
人
文
的
交
融

□□

科
普
时
报
记
者

罗
朝
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