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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图2为《马王堆地图》纪念封。 （图片由中国集邮有限公司提供）
图3、图4、图5分别为《地形图》《驻军图》示意图和《城邑图》原图。

（图片由作者提供）

地图是人们认识、理解和改造世界
的必要工具。地图以其独特的数学基
础、图形符号和抽象规律，展示了地球
上的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文化状态，
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科技发展水平。在人
类发明和使用的过程中，地图反映了历
史、地理、风土人情、生活方式、文学
艺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传递着特
殊的文化信息，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
蕴。当今时代，地图不仅是我们认识世
界的基本工具，还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
规划未来。

在人类发明象形文字以前，地图就
出现了。人类要在一个地方定居、开展
活动，就要记录下这个地方的山川、水
泽、土地状况。出走远地就要辨别方
向，熟识路途的山丘、沟壑、河流、湖
泽、树木、道路等。没有文字就用符
号、线段、极简易的图形描绘成示意
地图。

在古代中国，公元前 11 世纪，周成
王决定在洛河流域建洛邑。《尚书》 中

《洛诰》就记述了有人根据地图建设洛邑
的事。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争和管理需
要，出现了不同用途的地图。《周礼》中
列举了执掌不同用途地图的 20 余个部
门。有的执掌“版图”（户籍图），有的
执掌土地之图，有的执掌金玉锡石之地
图，有的执掌天下图 （全国性区划图），
还有的执掌兆域之图（墓葬地图）等。

战国时期，军事地图更为普遍。《孙
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分别附图9卷和
4卷。《管子·地图篇》曾道，凡统帅军队
者，必事先详尽熟悉和掌握军事活动地
区的地图。

1973 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
墓出土的3幅地图——《地形图》《驻军
图》《城邑图》，均绘在帛上，又名马王

堆帛地图。据墓葬信息判断，其绘制年
代应在汉文帝前元十二年 （公元前 168
年） 以前，距今已有近2200年，为中国
发现最早的地图。

《地形图》，比例尺约为 1∶18 万，
原图画在长宽各 96 厘米的正方形绢上，
包 括 范 围 大 致 是 东 经 111° —112°
30′，北纬 23°—26°之间，地跨今湖
南、广东两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部
分。地图主区为汉时诸侯国长沙国的南
部，中心较大城镇为深平城址，内容有

山脉、河流、居民点和交通网四大基本
要素。河流按流向由细到粗均匀变化，
线条表示、平面图形、流向与弯曲等与
当今地图相近；地貌采用闭合曲线表示
法，山体清晰醒目，位置准确；居民点
用不同等级符号；道路用虚实两种曲线
表示，是具有相当高水平的大比例尺地
形图。

《驻军图》比例尺约为1∶8万，长98
厘米、宽 78 厘米，用黑红青 3 色绘制，
主区为今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的潇水流

域，方圆500千米，以红色标明9支军队
驻地、指挥城堡、关塞、烽燧。蓝色表
示水面，黑色表示居民地、山以及注
记。居民地还注出户数、移民并村情
况、村庄间道路和里程等。

《城邑图》 损坏严重，图上无文字，
绘有城墙，用蓝色画出城门上的亭阁，
红色表示街坊和庭院，按正方形画出街
道，用宽窄不同的线条表示主要街道和
次要街道；宫殿、城堡等建筑物则用象
形符号表示。这有点类似现代城市旅游
图了。这幅 《城邑图》 的出土为我们研
究汉代城邑的规划、布局、结构、设防
等城市地理问题提供了实物依据，十分
难得。

《马王堆地图》是已发现秦汉地图中
测绘水平最高、最具代表性的地图。西
汉以前，古人已经掌握了“准、绳、
规、矩”4种测绘工具，并使用司南测定
方位，再应用 《周髀算经》 中的“重差
法”和“日高术”获得测量数据，再依
据分率 （比例尺），使用统一的图例，将
测绘数据绘制于帛上，便可成图。

有趣的是，盛唐诗人多以“地图”
一词入诗，如杨衡的“地图经大庾，水
驿过长沙”、白居易的“地图铺洛邑，天
柱倚崧丘”、张祜的“宁似九州分国土，
地图初割海中流”。至宋，还有陈应龙的

“欲分天子忧，张灯阅地图”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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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播 3科普时报
编辑/ 张英贤 2023.10.13

10 月 18 日—22 日，第 81 届世界科幻
大会将在四川省成都市举办。作为科幻界
的盛事，科幻产业也受到广泛关注。近年
来，我国科幻产业得到了发展，但也面临
着新的挑战。科幻IP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不强、精品科幻IP数量不足，成为制约科
幻产业发展的短板。如何加强科幻 IP 保
护，推动科幻产业生态圈繁荣发展，成为
摆在科幻从业者面前的新命题。

政策扶持，科幻产业初现繁荣

《流浪地球2》在口碑、票房上获得巨
大成功，《三体》影视化实现了完美地改编
和周边产品的热卖，这些作品掀起的“科
幻热”，让中国乃至世界更加期待中国科幻
产业的未来发展。

在头部科幻IP的引领作用下，2020年
8月国家电影局、中国科协印发《关于促进
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对科幻

电影创作生产、发行放映、特效技术、人
才培养等加强扶持引导的 10 条政策措施；
2020年底，北京市石景山区政府发布《石
景山区加快科幻产业发展暂行办法》，支持
科幻原创作品创作与转化，支持科幻产业
聚集发展、鼓励科幻团队落户；2021年11
月，国家电影局发布《“十四五”中国电
影发展规划》，要求推动提高国产科幻电影
创作水平。目前，成都、深圳、上海、武
汉等地区也陆续推出了科幻创作和产业化
扶持的政策。

目前，科幻产业初现繁荣，同时也面
临着一些挑战。与世界科幻产业大国的水
平相比，我国科幻产业知识产权的战略布
局和产业运营的整体水平不高，科幻IP的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精品科幻IP数量
不足。此外，与科幻知识产权保护的有关
法律规定还不够完善，特别是有关侵权赔
偿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处罚力度较弱，

侵权成本过低。

多措并举，推动科幻IP保护

科幻产业是文化与科技这两大知识
产权源头的交叉点。可以说，科幻产业
就是一种以知识产权为核心构筑的复合
型产业。科幻人应高度重视科幻作品的
IP 保护和产业化过程中的法律风险防
控，特别是法律文件的起草和签署中的
条款设计。科幻作家应把握好进行其著
作权许可或转让初始的最佳时机，最大
限度地将合同条款中的权利、义务约定
明确、具体、合法，有效地实现法律风
险的预防和商业价值的最大化。因此，
每位科幻从业者都应将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视为立身之本。

加速并强化科幻产业的团队化建设，
是科幻产业生态圈繁荣发展的重要保障。
科幻产业发展最重要的核心团队是顶层设

计团队、知识产权运营团队和法务团队。
在科幻知识产权战略、制度建设及知识产
权保护方面，科幻人要紧紧依靠法务团队
的帮助，从科幻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入
手，进行版权登记等，与资本、产业有效
地对接。科幻作家应加强与国际知名科幻
IP公司合作，联合科幻产业链条中的政府
及商业主体，撬动资本杠杆，孵化出更多
的科幻IP和产业项目。在积极推进国际化
的进程中，设定好科幻IP和产业商业价值
最大化的解决方案，加快实现科幻产业健
康和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建议政府完善科幻产业知
识产权顶层设计，在更高的起点上推动科
幻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司法审判机关应考
虑到知识产权维权的多个难点，在实际判
决中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打击
力度。

（作者系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科 幻 产 业 如 何 炼 好 成 长 “ 内 功 ”
□ 崔 莉

科普时报讯（记者吴琼）“彩椒的表情和
四肢代表着远销他乡，周围的英文字母是为
了让外国友人看得懂，半圈小雪花是我们崇
礼的标志。”这样的作品虽然稚嫩，却处处透
着巧思。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首届中小
学生“知识产权杯”作品大赛评审现场，评
审专家看着学生们给崇礼彩椒设计的商标，
忍不住纷纷赞叹孩子们的创意。

为进一步向中小学生普及知识产权，持
续提升青少年知识产权意识，崇礼区教育和
科学技术局联合第14届国家知识产权局驻崇
礼帮扶工作组，共同组织开展了崇礼区首届
中小学生“知识产权杯”作品大赛活动。

大赛以“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有力
支持全面创新”为主题，将知识产权与崇礼
特色有机融合，设置了商标设计、外观设
计、专利模拟申请等多种作品形式。孩子们
通过为崇礼地标产品“崇礼彩椒”“崇礼蚕
豆”设计商标和外观，从小树立品牌意识；
模拟专利申请，培养创新创造能力；创作绘
画、书法和摄影作品，表达对知识产权的理
解。

大赛有关负责人表示，活动初衷是为了
拉近知识产权跟孩子们的距离，所以采取了
既接地气又形式多样的比赛方式。

全区8所学校参加了比赛，提交了144份
参赛作品。孩子们用色彩缤纷的作品呈现奇
思妙想的创意，甚至用废旧宣传板做了能飞
的飞机、会游的航母，在动手的过程中思考
了知识产权的意义。一幅幅画作，一个个创
意，也充分展现了崇礼学子的观察力、想象
力、思辨力和创造力。

中小学生为崇礼彩椒
设计创意商标

孩子们做化学实验。 视觉中国供图

甘肃省天水市是朱鹮最后消失的地
方。“双节”前夕，20只朱鹮从陕西省洋县
启程，前往天水市安家落户，并进行野化
放飞。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朱
鹮“秦岭 1 号种群”发现者刘荫增参加了
这场引鹮入陇活动。

在保护生物学领域，提到朱鹮，必然
会提到刘荫增。1981 年，刘荫增历时 3
年，在陕西洋县找到 7 只野生朱鹮，震惊
了世界。

随后 5 年，经相关部门调查证实，此
极小种群是国内最后的 7 只野生朱鹮，也
是全亚洲最后的 7 只野生朱鹮。刘荫增全
程参与了调查工作，将严谨的科学态度传
递给从事濒危物种保护的工作者，将科学
家的风骨展现给从事生态系统保护的新老
同行。

大海捞针，发现7只野生朱鹮
在中国典籍文献中，没有“朱鹮”一

词。这种备受关注的国际保护鸟，即是文
献中的“朱鹭”。然而，拉丁学名为Nip-
ponia nippon的鸟在分类学上属于鹮科，并
不是鹭科。为此，中国鸟类专家对“朱
鹭”重新确定了中文名——朱鹮。当时，

“ 鹮 ” 是 生 僻 字 ， 分 别 有 “xuán” 和
“huán”两种发音，官方还没有确定其
发音。

1978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受命
在全国范围内寻找朱鹮。1981 年 5 月 17
日，天色已晚，在陕西洋县金家河，刘荫
增看到两只朱鹮从天空飞过。但当地人把
它们称之为“红鹤”，发音与红红火火之

“红火”相同。次日，刘荫增翻过一道梁，
来到姚家沟，不仅看到在水田中觅食的朱
鹮，还看到 3 只嗷嗷待哺的雏鸟。刘荫增

安排人员对它们进行保护性监测后，立即
前往洋县县政府，向正在召开的县委常委
会报告这一重大消息：“洋县有朱鹮，这件
事非常重要！本地人叫它‘红鹤’，也叫

‘朱鹭’。保护好朱鹮，这件事非常紧迫！”
当年5月23日，新华社在公布发现朱鹮

的新闻前，为确定“鹮”字的读音，新华社
记者和刘荫增查阅《康熙字典》以求准确。
在 广 播 稿 中 ， 朱 鹮 读 音 确 定 为 “zhū
huán”，与“还”谐音，有“归来”之意。

在新华社发布新闻后，全国人民方才
知晓，秦岭南麓有一种非常珍稀的鸟，名
叫“朱鹮”。

摸清家底，这是最后一群野生朱鹮
“秦岭1号种群”是刘荫增对踏破铁鞋

而收获的 7 只朱鹮的暂定名。之所以取
“秦岭1号种群”这个奇怪的名字，刘荫增
解释，当时，他不确定它们是否是中国大
地上最后一群野生朱鹮。

有没有可能还存在未知的朱鹮，只是
还没有影像证据，但是也参与了朱鹮野生
种群复壮？为了摸清野外朱鹮的实际生存
状况，刘荫增安排好“秦岭 1 号种群”的
监测和保护工作后，就立即奔赴它们可能
迁飞的周边地区，以及其他有可能再发现
朱鹮的历史分布地。

“1981年5月以后，寻找朱鹮、保护朱
鹮的工作明显容易多了。因为全国人民都
认识了朱鹮，我的工作得到各个环节的大
力支持和配合。”刘荫增回忆。

为寻找可能存在的野外朱鹮，中国科
学院给刘荫增配备了先进设备。随后几
年，“中国朱鹮考察小组”走访过不计其数
的群众，厘清了不胜枚举的线索，运用精
密先进的通信设备和探测系统，不遗余力

地继续寻找朱鹮。
刘荫增用3年时间找到朱鹮，再用5年

时间继续寻访朱鹮。8年的寻找证明了一个
结果：除了这 7 只朱鹮外，中国再没有其
他野生朱鹮了。

从7只到9000只，濒危物种保
护史上的奇迹

从41岁开始寻找朱鹮，到44岁找到朱
鹮，刘荫增的后半程职业人生，与朱鹮紧
紧联系在一起。他与朱鹮种群复壮事业同
舟共济、不离不弃。这种在地球上存续
6000万年的鹮科鸟种，42年来，数量已从

7 只增加到了 9000 余只！这是濒危物种保
护史上的奇迹。刘荫增说：“朱鹮已经融入
了我的生活！”。他还将自己的微信昵称改
为“鹮叟”。

2018年，耄耋之年的刘荫增将家搬到
陕西洋县，在天空飞翔着朱鹮的秦岭南麓
安度晚年。40多年过去了，刘荫增始终没
有离开朱鹮。“如今，只要我走出家门 20
分钟，就能听到朱鹮的鸣叫声，就能看到
朱鹮从视野里掠过，就能亲眼看见朱鹮在
水田里觅食。我感觉很愉悦！”

（作者系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正高级工程师）

见证奇迹：“鹮叟”半生护朱鹮
□ 曹 庆

在朱鹮生态园，刘荫增（左5）录制科普节目。张跃明 摄

近日，媒体报道一些涉及
化学实验探究活动的科学玩具
由于没有安全提示，在实验中
带来了诸多风险，引发社会
关注。

化学实验探究活动实际上
是一次次“微科研”，是训练
学生良好科研品质的“练兵
场”。一般来说，教科书里设
置的经典实验，是有安全保障
的，按照正确、规范的方法操
作不会出现事故。

在进行实验时首先要保证
人身安全，这是化学实验活动
的第一原则。实验之前要做好
个人安全防护，形成良好的实
验习惯。正式开始实验之前，
至少要做两件事：第一，要佩
戴护目镜或者防护面罩；第
二，穿上实验服。如果自己需
要取用药品，还要戴上耐酸
手套。

其次，要认识所用的化学
仪器的名称和使用方法，不能
出现错误的操作。化学实验不
是看热闹，即使简单的实验也
包含一定的科学原理。很多人
被新奇的化学实验吸引，在开
展实验活动时，也仅停留在对
表面的实验现象的观察，而不
会深入思考为什么进行这个实
验 ， 以 及 实 验 背 后 有 哪 些
原理。

实际上，化学实验仪器的
选择、药品的准备以及实验操
作的方法步骤，包括实验安全
等各方面都是建立在实验原理
之上的。实验原理的理解和分
析是实验的基础，对实验过程
中涉及的化学反应的特点，比
如放热多少、体积变化等，操
作者要有一定认识。在中学阶
段，虽然一般的化学实验仪器
构造简单，但操作者也应重视
规范操作。比如，在使用试管
时，如果操作者不按照要求
来，直接把手指放在试管的中
部位置，就会影响接下来的振
荡操作。

第三，操作者应对所用实
验药品的物理、化学性质，特
别是与安全有关的性质有完整
的了解。比如，物质的熔沸
点、着火点、腐蚀性，以及物
质接触空气 （氧气）、水分等
可能发生的变化。这些内容应
该在实验准备过程中写在报告
册上，并且标注出来，如果有
必要，甚至应该标注需要针对
性准备的防护用品。

第四，在“最小量”的原则上利用微型实
验的方法进行预实验，养成定量实验的习惯。
微型实验是提高化学实验安全防护水平的有效
途径。在实验之前，操作者通过微型实验仪
器，如微型的烧杯、烧瓶、试管中，取用极少
量化学药品进行预实验，观察发生的现象以及
剧烈程度，为后续的正式实验积累必要的经
验。在化学试验中，预实验是很有必要的。

化学实验过程中的确可能会出现一些安全
事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实验伤害降到最
低。不能因为害怕而不做实验、回避实验，恰
恰相反，我们要按照科学的方法多做实验，不
断积累经验，提高实验操作的熟练程度，这才
是最有效的预防实验安全事故的重要措施。

（作者系河南省新乡市平原外国语学校实
验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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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图 经 大 庾 水 驿 过 长 沙
——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十一）

□□ 王渝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