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21日，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
会和北京市委网信办发布的“2023年
度‘科学’流言求真榜”正式揭晓，权
威专家为公众梳理并粉碎过去一年
在网络上广为传播的十大科学流言，
帮助公众明辨是非。

基因检测
能“剧透”孩子天赋

真相：基因决定性状是一个基本
的概念。如果一个人带有与某个性
状相关的基因位点，但这个基因位点
可能与其他基因位点相互作用，就会
导致这些基因之间相互作用的调控
网络变得非常复杂，然而目前这些调
控网络还未能研究透彻。

中国科学家测定月球
年龄为20.3亿年

真相：月球的实际年龄在40亿年
以上，且接近45亿年。首先，月壤年
龄和月球年龄不是一回事，本次研究
精确测量的是月壤中的月球玄武
岩。其次，月球玄武岩并不能代表月
球的真实年龄，“20.3亿年”代表了迄
今发现的最年轻月球火山的活动时
间，但并不是月球诞生至今的年龄。

航天员不能是近视眼
因为太空中不能戴眼镜

真相：航天员的选拔标准确实很
高。不过，目前低度近视也是被允许
进入太空的。飞行任务的上升段存
在火箭震动、过载等复杂情况，如果
航天员佩戴框架眼镜，可能会导致碰
撞等问题，所以航天员在该阶段不会
佩戴框架眼镜（可佩戴隐形眼镜）。
空间站环境相对稳定，可以正常佩戴
框架眼镜。

电水壶烧的水
损伤神经还致癌

真相：电热水壶的制作材料中虽
然含有锰，但其以致密组织存在，日常
煮水很难解析出来。即便是持续翻煮
1000小时以上，能析出的锰元素也很

有限，对人体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网红“防猝死套餐”
可以预防猝死

真相：目前没有医学指南或共识
表明服用辅酶Q10、鱼油这类保健品
能有效预防猝死。心血管疾病患者
往往还伴有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脂血
症，通常会服用多种药品。如果再服
用保健品，一方面会加重肝脏或肾脏
负担，另一方面也将增加药物间相互
作用的风险。

睡光板床
可以治疗腰椎病

真相：人体正常脊柱生理结构有
4 个生理弯曲，即颈曲、胸曲、腰曲和
骶曲。如果床垫过于柔软，则不能提
供适当的脊柱支撑；而床垫太硬，则
会过度依赖肩、髋支撑，同样会造成
脊柱扭曲。中软床（硬板床）能够更
好地适应人体曲线，脊柱扭曲最小。

身份证
会被手机消磁

真相：目前广泛使用的第二代身
份证采用的是无线射频识别技术，内
部根本没有磁条，也就不存在被手机
消磁的情况。如果身份证存在无法
读取数据的情况，一般是芯片或线圈
损坏造成的，所以我们在使用身份证

的过程中，要避免扭曲、重压或者放
置在高温下，以防芯片和线圈受损。

食用含碘盐
可预防核辐射

真相：通过食用含碘盐防核辐射
的想法，并不可取。在核污染事故
中，人体摄入的放射性碘主要蓄积在
甲状腺内。发生初期，保护甲状腺需
要1次摄入“稳定碘”100毫克，相当于
1 次摄入 3 千克—5 千克食用碘盐。
过量摄入会诱发或加重心脑血管疾
病以及慢性肾病，严重者可能造成脱
水，甚至死亡。

相机像素越高
拍出的照片越清晰

真相：相机成像效果由镜头和机
身共同决定，不能单纯追求高像素，相
机像素与照片清晰度之间的关系并不
绝对。影响图像质量的因素有很多，
比如信噪比、空间分辨率、对比度等。

“倒挂控水法”
能救溺水者

真相：溺水者的呼吸道内通常只
有少量的水，水会被肺泡吸收，导致
气体交换功能受损、肺部损伤和血液
中氧气不足。倒挂控水并不能补充
溺水者血液中的氧气，控出的水大部
分为食道和胃脏中的水。

“科学”流言求真榜揭晓
□ 科普时报记者 史 诗

北京积水潭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赵斌介绍人体脊椎形态与骨骼所需的合北京积水潭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赵斌介绍人体脊椎形态与骨骼所需的合
理支撑理支撑。。 （（主办方供图主办方供图））

日前，试开放不久的陕
历博秦汉馆遭遇到一些质
疑的声音，有观众发现其中
存在不少错误。随后陕历
博秦汉馆发文邀请观众前
来“挑错”，有媒体发文对陕
历博秦汉馆的主动作为点
赞。但是也有网友认为，刚
刚开展就被大量举证错误，
确实有必要作出反思。科
普场馆应如何把好科学知
识关的话题引发思考。

虽然科技类场馆不是
传播科学的唯一场所，但也
是不可或缺的场所之一，它
营造了某种传播的空间，通
过展品和现象演示来激发
公众与展品、与他人之间的
对话，进而传播科学知识、
科学方法和科学观点。

因而，科技类场馆在对
科学进行传播的过程中，首
先要保证内容的科学性。
科学性是科普的灵魂，同时
正如克里斯多芬·道南所
言，“科学传播的任务，就是
在最大程度上保证精确性
的前提下，传递尽量多的信
息”。如果科技类场馆的科
学性或者精确性出了问题，
那么传递的信息越多，所产

生的负面效果则越明显，这与科普的目的背
道而驰。

应该说，当前的科普模式已经发生了深
刻的变革，传统上以单纯地传播知识为主导
的“缺失模型”已经日渐式微。现在社会越
来越倡导参与式的传播，也就是从过去居高
临下的教化式灌输转变为人文情怀的融入
式服务，从中心化转向去中心化模式，从“以
组织为中心”变成“以个人为中心”。观众在
陕历博秦汉馆中主动发现错误的情形就印
证了上述模式的变迁。同时，科普的场景化
与场景的科普化也成为需要关注的一个趋
势。比如，在科技类场馆这类场景之中，科
普内容需要与建筑以及展陈的设置等进行
有机融合，同时这类场景也是科普的重要维
度之一，也就是实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但是无论采用什么形式，首先要保证内
容权威、可信。只有基于精确性的内容才能
实现“以形式丰富内容，以内容拓展形式”。
如果内容本身出了问题，那么再好的形式也
不过是“皇帝的新衣”。

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错误的科普
与不去科普，哪个更好？科普的终极目的
就是通过对科学知识的传播、科学精神的
弘扬、科学方法的梳理、科学思想的培育等
来提升公民的科学素质。但是，如果知识
本身存在着错误或者瑕疵，那么所谓的科
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等就失去了
其存在的根基。

因此，科普必须“靠谱”，这应该成为科
普的一种品质、一种坚守和一种底气。首
先，科普的“靠谱”需要保证科学知识的精确
性，避免存在硬伤和模棱两可的状况。科学
知识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应该是确定的。虽
然在爱因斯坦看来，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但是如果知识本身出现了错误，那么科普就
会导致“以讹传讹”。其次，科普的“靠谱”也
要保证科普场景的适应性，避免出现“错配”
的情形，也就是要结合具体场景针对不同的
目标人群定制内容，做到科普的“量体裁衣”
和“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再次，科普的

“靠谱”还要保持开放的心态，积极吸纳各方
意见，及时发现科普过程中存在的瑕疵和错
误，做到有错必改，推动科普工作的高质量
发展。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
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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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1 日，第二届“6+6”主题出
版论坛暨高水平出版智库建设与学
科发展研讨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杭
州电子科技大学融媒体与主题出版
研究院院长韩建民告诉我，第一届论
坛只有6家出版研究机构和6家出版
企业参加，“6+6”遂沿用至今。没想
到这届主题出版论坛竟有数十家研
究、出版、智库单位近 200 名代表参
会。看来，主题出版和出版智库建设
已成为当前出版领域的热点和重点。

研讨会聚焦出版高质量发展、出
版学科发展、出版智库建设三大主
题。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
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吴宝安、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党委书记兼董事
长程为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党委书
记吴卿致辞祝贺。中国出版协会理
事长邬书林作了题为《加强学界业界
交流融合，积极推动主题出版事业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主题报告。他认

为，当前主题出版的重点在于精心策
划重大主题出版项目，提高理论宣传
能力和水平，更好地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同时要在建立学术共同体
方面展现新作为。

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等 10
位出版专家学者作大会专题报告，我
应邀作《科普主题出版的深度挖掘》
大会专题报告。“科技三会”提出我国
科技事业发展“三步走”的目标，《全
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
2035 年）》的颁布，“坚持把科学普及
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的
顶层设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
学技术普及法》的修订等重要部署和
举措，都给科普主题出版提供了宏大
的拓展空间。出版单位应把握机遇，
从服务于“四个面向”、纲要目标实
现、科学普及站位提升、深化科学家
精神宣传等方面挖掘选题。

会上，主办方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主题出版发展研究院与 7 家出版单
位、7 位作者共同签署了合作出版 7
个主题出版项目协议，旨在通过理论
研究推动主题出版实践。当天下午，
与会代表围绕“主题出版高质量发
展”“出版学科发展”“出版智库建
设”3 个主题，按 3 个分论坛同步交
流、研讨。

我最近一次来杭州还是1992年，
杭州在我印象中可用这样一首短诗
描述：“你是衣着褴褛的美女，西湖，
是你美丽动人的眼睛。”今再访杭州，
深感沧海桑田，变化巨大，遂填《浣溪
沙》词一首，以表情怀。“别后杭州逾
卅年，桑田沧海异从前，白娘迷路恼
许仙。//智库研究彰远见，主题出版
领弘宣。论坛旗举聚群贤。”

论坛旗举聚群贤
□ 苏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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