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的发展和文明进步离不开公众科学素质和综合
能力提高，作为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技知识，传播科
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重要阵地，科技馆对提高公众科学
文化素质的作用日益凸显。”9月20日，中国科协党组成
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国科技馆馆长殷皓在2023世界公众
科学素质促进大会“科技馆未来的发展方向”专题论坛
上强调，如何面对新时代科技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
问题，保持科技馆事业持续稳定发展，是每一个科技馆
人应该关心的问题。

我国现代科技馆体系不断发展壮大

日前公布的我国第十二次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结
果 显 示 ， 2022 年 我 国 公 民 具 备 科 学 素 质 比 例 达 到
12.93%。而 2010 年时这个数值是 3.27%，短短 12 年间提
升了近3倍。

“这一数据的取得与政府在公民素质提升方面的持续
投入密不可分，特别是在科技场馆建设方面作了巨大的
努力。”中国科技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钱岩表示，经过了
近10年的努力，我国现代科技馆体系不断发展壮大，中
国科技馆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各级科技馆协同发
展取得了明显成效。

数据显示，我国实体科技馆从 2012 年 118 座增加到
446座。西部地区实体科技馆数量从23座增长到168座，
县级科技馆从21座增长到223座。截至目前，中国特色
现代科技馆体系已经服务线下公众达到10亿人次。天宫
课堂、全国科技馆联合行动、科技馆里的科学课、科学
之夜等极具科技馆特色的科学教育活动精彩纷呈，极大
地满足了公众的科学文化需求。

“当然，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依然
存在，在科技场馆建设领域也很突出。”钱岩认为，如何
消除这种差距，让每一座科技馆发挥最大的服务效能，
一直是国内科技馆界努力的方向。

构建社会化协同大科普格局

与会专家认为，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科技馆更需要
在展览设计、活动开发、公共关系等方面有效应对未来
挑战和机遇，以实现科技馆领域创新突破和高质量
发展。

“协同是科技馆面向未来发展的重要选择。”钱岩表
示，在现代科技馆体系的框架下，国内科技馆事业已经
在省域协同、区域协同和跨领域协同方面做出了积极的
探索。

钱岩认为，科技馆在协同的广度上应坚持扩大同科
技、文化、教育、产业领域的合作，推进科技资源科普
化，鼓励支持全国学会、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利用自
身科技资源，深度参与科技馆建设；在协同的深度上，
要加强科技馆领域学术研究和大数据分析等基础性的工
作，不断优化我国科技馆发展顶层谋划，提升资源统筹
协调能力。此外，还应坚持国际科普场馆共商共建共
享，探索建立国际合作的长效机制。

北京科学中心主任何素兴认为，协同是科技馆未来
的发展方向，重点要从社会协同方面做好规划和谋划。

“需要构建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的社会化协同大科普格局，
构建包括政府、科技馆、学校、社会机构、企业等多元主体协同环境；
建设社会化协同科普服务平台，通过高效的组织模式、管理服务，加强
场馆之间的联动；要注重社会化大科普软实力建设，特别是帮助公众把
去科技馆学习、体验科技馆当成一种生活习惯。此外，还应推进社会化
协同大科普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建设，在科技馆建设上实现政府搭台、社
会多元主体参与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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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科学家制备出仿生低碳新型建筑材料
科普时报讯（记者陆成宽） 近日，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获
悉，受沙塔蠕虫筑巢过程启发，该所
研究人员在低温常压条件下，制备出
力学性能优异的仿生低碳新型建筑材
料。该研究为发展新型低碳建筑材料
提供了新思路。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
表于《物质》杂志。

传统水泥基建材的生产不仅耗能量
大，而且还会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因
此，发展新型低碳建筑材料，特别是
基于天然原料的低碳建筑材料，对于
在建筑领域内降低碳排放量具有重要
意义。近年来，国内外开展了大量的

研究工作，提出多种用于构筑建筑材
料的基于天然原料的粘结剂，比如生
物高分子粘结剂、细菌矿化粘结剂及
酶矿化粘结剂等。

“然而，目前利用各类天然基粘结
剂粘结沙粒及其他固体颗粒，所形成的
块状建筑材料的强度普遍较低，难以满
足实际应用需求。因此，设计出高强度
的天然基低碳建筑材料仍然是一个亟待
攻克的难题。”论文通讯作者、中国科
学院理化所研究员王树涛说。

自然界中，沙塔蠕虫可通过分泌同
时含有正电性蛋白与负电性蛋白的粘
液粘结沙粒构筑坚固的巢穴。“受此过

程启发，我们将由正电性季铵化壳聚
糖与负电性海藻酸钠形成仿生天然粘
结剂，用于沙粒、矿渣等各类固体颗
粒的粘结，在低温常压条件下，制备
出高强度的低碳建筑材料。”论文第一
作者、中国科学院理化所博士研究生
徐雪涛说。

王树涛表示，该天然基仿生低碳新
型建筑材料的抗压强度为 17 兆帕，达
到了常规建筑材料要求标准。更重要
的是，该天然基仿生低碳新型建筑材
料具有优异的抗老化性能、防水性能
以及独特的可循环利用性，在低碳建
筑领域具有巨大应用潜力。

天外挖“土”绘制太阳系“婴儿期”画像

贝努样本或为揭开生命起源提供线索
□□ 科普时报记者 史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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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 30 万个免疫细胞发现“新类型”
□□ 刁雯蕙 赵梓杉 科普时报实习记者 罗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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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期刊《细胞》近日发表
的一项最新研究中，我国研究人员
首次成功构建了覆盖组织范围最
广、时间跨度最长、采样密度最高
的人类免疫系统发育图谱。值得一
提的是，研究人员鉴定出了广泛存
在于多个组织脏器的促血管生成巨
噬细胞和中枢神经系统外的类小胶
质细胞，打破了固有认知，将推动
免疫学和发育生物学领域的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教
授韩家淮评价称，“该研究拓展了
人们对人体免疫发育特别是巨噬细
胞多样性、分化和功能的认知，有
助于深入理解免疫系统的功能和调
控机制，为疾病诊断、免疫治疗和
新疗法开发提供重要的基础。”

构建最全免疫细胞图谱

在人体机器开启之初，免疫细
胞便开始了快速的增殖、分化和迁
移，这为研究组织器官区域免疫特
性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时间
窗口。团队通过自主的单细胞转录
组测序平台，对发育中的30万个免

疫细胞进行“解码”，成功构建了这
一高分辨率人类免疫系统发育图谱。

“我们对大量样本进行无差别单
细胞转录组测序，在不明晰样本是哪
一类细胞亚型时，可以直接通过其基
因表达谱来推断细胞种类，能更好地
发现未知细胞类群。”深圳先进院合
成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汉杰说。

团队鉴定了11种主要的免疫细
胞类型，并对这些细胞类型进行更
细致地分类，最终注释得到包括15
种巨噬细胞在内的56种免疫细胞亚
型，并将它们的时空动态变化轨迹
精准地描绘在图谱中。

研究人员还针对图谱开发了数
据可共享的可视化平台，以便更多
的研究人员对该数据集进行探索，
共同推动免疫学研究领域的发展。

细胞“新类型”刷新固有
认知

巨噬细胞既是身体中的“清洁
队”，通过吞噬细胞残骸和废物来清
除病原体和有害物质，也是免疫系
统的“哨兵”，通过释放细胞因子等

信号来告知其他免疫细胞有外来入
侵物质，准备应战。同时，巨噬细
胞还可以感知周围环境的变化，根
据器官需求来维持身体稳态。

作为中枢神经系统中最主要的巨
噬细胞，小胶质细胞在传统认知中只
存在于脑和脊髓。但研究团队观察发
现，在发育时期，有一类细胞形态、
特征蛋白表达、转录组表达谱都与小
胶质细胞非常相似的特殊细胞亚群，
广泛分布在中枢神经系统之外的多个
组织中 （包括表皮、心脏和睾丸），
团队将其命名为“类小胶质细胞”。

“类小胶质细胞的发现，将打破
‘小胶质细胞仅存在于中枢神经系
统’这一固有认知。”李汉杰说。

探究免疫细胞更多“技
能点”

由于类小胶质细胞在表皮中最
为富集，研究团队进一步研究了它
们在表皮组织中的功能，发现类小
胶质细胞主要集中在胚胎背部，与
神经嵴细胞呈类似的分布模式。

经实验证明，在神经嵴细胞发

育成黑色素细胞的过程中，表皮的
类小胶质细胞起了调节控制的作用。

“有意思的是，我们还在多个组
织中鉴定到了一群高表达促血管生成
基因的巨噬细胞，在不同组织中都具
有相似的基因表达谱，且均定位在胚
胎器官的血管附近。”李汉杰说，体
外实验也验证了这群细胞具有促进血
管生成的能力，并将这群细胞命名为

“促血管生成巨噬细胞”。
该类细胞与肿瘤中的促血管生

成细胞有着高度相似的基因表达模
式，这一发现可能为肿瘤的发生机
制研究，及其潜在的治疗策略制定
提供新思路。研究还扩展了巨噬细
胞的“技能点”：它们不仅在体内
有着吞噬异物、维持稳态等作用，
在胚胎发育过程中还能影响人体神
经嵴细胞分化，具有助力诱导血管
生成等“推陈出新”的功能。

“这一工作为相关区域的疾病
发生发展、免疫疗法的开发，以及
发育生物学的深入研究提供有益的
指导。”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教授田志刚说。

当返回舱如飞碟一般穿透云层，红
白相间的降落伞迅速展开。耗时7年，
小行星采样探测器“OSIRIS-REx”
（冥王号）带着一捧新“土”如约而
至。美国东部时间 9 月 24 日 10 时 52
分，装有小行星“贝努”表面样本的
返回舱成功降落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
附近的一片沙漠里，随后样本舱被直
升机运送到临时“洁净室”，以防被
地球上的物质污染。

冥王号于2016年9月8日发射升
空，2018 年 12 月 3 日抵达贝努附
近。2020年10月20日，冥王号在贝
努表面利用机械臂采用“即取即
走”的方式采集到岩石和尘土样
本。2021 年 5 月 10 日，冥王号踏上
返回地球之旅。

贝努好似一粒“时间胶囊”

贝努是一颗直径约500米的近地
小行星，于1999年被发现，每6年接
近地球一次。近地小行星一般比较调
皮，不时与地球擦肩而过，甚至偶尔
会上演撞击地球的“戏码”。科学家
们认为，一些碳质小行星在地球形成

早期曾撞击地球，并带来了水等物
质，因此它的内部可能包含太阳系最
初的矿物信息，甚至可能揭示生命起
源的奥秘。

“贝努的年龄已经超过 45 亿岁
了，属于碳质小行星，内部包含水和
有机质，并且其组成成分未经历过剧
烈的演化，这意味着它内部的物质仍
保留着太阳系形成之初的状态。”中
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中国
科学院行星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季江
徽告诉科普时报记者，像贝努这样的
小行星就像一粒宇宙中的“时间胶
囊”，研究它们可以洞悉“婴儿期”
的太阳系，说不定还可以帮助人类寻
找到地球生命起源的线索。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刘玉娟在一
篇文章中提到，地球上所有的生命
形 式 都 是 基 于 碳 原 子 链 以 及 氧 、
氢、氮等元素结合在一起的分子产
生的。但是，科学家希望从贝努的
样本中找到不属于传统生物学的有
机物，以帮助科学家进一步认识含
碳小行星在地球生命起源中所起的
作用。

在接近北极地区采样更
“原始”

冥王号花了2年时间围绕着贝努飞
行，最终选择降落在“夜莺”采样区。

2020 年 10 月 20 日，在历时约 4
个半小时的活动中，大小相当于一辆
大面包车的冥王号以每小时300米的
缓慢速度接近贝努，着陆后停留5秒
钟收集碎石。

让冥王号项目组始料未及的是，
他们发现这颗小行星的表面布满密密
麻麻的小石块。“最佳的采样区表面
应该是平坦光滑的，便于机械臂采集
样本。”季江徽说，探测器会用采样
头撞击小行星，主要是用氮气来爆破
表面碎石，氮气的作用是把要被采样
器吸进去的物质扬起。小行星表面几
乎没有引力，探测器就只能选择“即
取即走”的方式采样。

此外，“夜莺”离贝努的北极很
近，区域温度相对较低。因此，这里
的泥土和碎石比小行星赤道附近的物
质较少遭受侵蚀，增加了收集原始有
机物和含水矿物的概率。

下一站阿波菲斯

按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公布的计划，未来2年，这些样本的
25%将被送到多国约200名科学家手中
进行研究，其余的或将被存放数十年。

将小行星贝努的样本送回地球
后，冥王号并没有结束使命，它将继
续飞向小行星阿波菲斯。季江徽透
露，平均直径约370米的阿波菲斯也
是一颗近地小行星，个头不算小，轨
道与地球轨道有交叉，同样是一颗对
地球有潜在威胁的小行星。

据NASA官网称，小行星阿波菲
斯是一颗岩质小行星，冥王号对阿波
菲斯的近距离探测，可以帮助科学家
深入了解“潜在威胁小行星”们的表
面和内部性质，还能更好地认识碳质
和岩质小行星之间的异同。

“中国计划在2025年发射天问二
号探测器，从名为‘2016HO3’的近
地小行星上取样并返回。这将是中国
首次从行星际取回样品。”季江徽
说，期待更多关于“时间胶囊”的惊
喜送达地球。

科普博主“模型师老原儿”的科普模型艺术展于9月23日在北京798艺术园
区与公众见面。作为国内首个大型科普模型艺术展的线下呈现，《潜入！老原儿
的模型屋》是一次艺术与科普的互动性、直观性和创新性的沉浸式体验，旨在让
公众在参观中走进模型世界，了解更多科学知识，感受科普与艺术碰撞后所产生

的无限魅力。
图1为观众在观看蝗虫模型；图2为观众在欣赏海胆模型；图3为自然探索

空间展区的一角。 文/图 科普时报记者 陈杰
详见8版《一模胜千言，科普竟然如此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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