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播空间 112024年7月5日 星期五
编辑/张英贤 投稿邮箱投稿邮箱：：cbkj@kepu.gov.cncbkj@kepu.gov.cn

科学咖啡馆

“看到‘中国天眼’这个项目，我
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简直大胆到
了‘疯狂’的程度，一个500米跨度的
望远镜，控制精度却要达到 2 毫米！
但仔细想想，好像理论上也有希
望。”近日，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
所主办的第75期“科学咖啡馆”活动
现场，“中国天眼”总工程师姜鹏表
示，当初自己在“怀疑”和“相信”之
间摇摆，最终加入了该超级工程的
建设。

500 米 口 径 球 面 射 电 望 远 镜
（FAST）被称为“中国天眼”，能够在
无线电波段搜索来自百亿光年之外
的微弱信号。截至目前，FAST 已发
现900余颗新脉冲星，是同一时期国
际上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
数的3倍以上，极大拓展了人类观察
宇宙视野的极限。

2009 年，31 岁的姜鹏博士毕业
时，看到了FAST的招聘信息，“我特
别想知道这个项目准备如何实现，
也想试着加入这个看似不着边际的
创意团队，所以我应聘了。”怀着强
烈的好奇心，姜鹏来到贵州省平塘
县，当时正是 FAST 建设初期，困难
远比想象中的多，除了要克服生活
上的艰苦外，还要面临很多无法想
象的技术难关，“第一个任务就是负
责索网工程，无任何经验可循。”姜
鹏回忆道。

FAST 的索网由 6670 根钢索编
织而成，是望远镜的“视网膜”，是反
射面的主要支撑，同时还是技术运
用的关键点。索网需要在球面和抛
物面之间进行变形，从而对天文信
号进行收集和观测。而组成索网的
钢索还要承受经常调换角度、不断
拉伸的考验，并且要保证至少能用
上30年。

姜鹏开始不分昼夜地研究钢索
材质，最终提出需要安装强度500兆
帕、弯曲次数为 200 万的钢索。然
而，市场上的钢索没有一种能满足
要求。经过近百次失败后，团队研
制出了超高耐疲劳钢索，成功支撑
起望远镜的“视网膜”，解决了关键
技术问题。

2016 年，FAST 终于顺利建成。
但即将面对的是漫长的调试阶段。
2017 年 10 月，“中国天眼”宣布发现
首批新脉冲星，这是中国人首次利
用自己独立研制的射电望远镜发现
脉冲星。2020年1月，经过4年的调
试周期，“中国天眼”正式开放运行。

“从2009年到现在，我的每一天
都在为 FAST 努力。我也从一名懵
懂的助理工程师，成长为FAST运行
和发展中心总工程师。面对重重困
难和巨大的压力，我也曾经感觉自
己坚持不下去，想过放弃。一位同
事老哥跟我说，他是靠着‘情怀’坐
着冷板凳，熬过了这么多年。”很多
年之后，姜鹏才明白，所谓“情怀”，
就是找不到别的理由时给自己的一
个理由，真正原因还是内心热爱。

回顾自己与FAST结缘的这十多年，
姜鹏笑着说：“用年轻人的话说，就
是 质 疑 FAST、理 解 FAST、成 为
FAST。”

“ 建 成 之 后 ，更 重 要 的 是 运
行。目前，FAST 年观测时间稳定
在 5300 小时左右。”姜鹏说，“这个
数据意味着，我们团队的全年无
休、日夜坚守。”

如今，“中国天眼”已经成为全
球连接星际银河的重要桥梁。与此
同时，公众对于FAST的关注度也越
来越高。“虽然老百姓的生活中不会
直接用到 FAST，但天文学与生俱来
的浪漫和建设者突出的人文故事，
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参观。”

作为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大国重器，关于FAST的未来发展规
划，姜鹏透露，在深空探测领域和脉
冲星时间方面，都将有应用。“为了
进一步提升分辨率，我们已经在建
设 FAST 核心综合孔径阵列。因为
我们已经有一台大望远镜，围绕它
再建设会非常节省成本；而且我们
已具备优良的电磁环境，有长远的
环境预期。”

仅有 10 毫米厚度的波
形钢腹板能保障桥梁安全
吗？为什么要“智”造会思
考的船？“川藏第一桥”竟
然和一粒小小的磷矿渣密
不可分？

7 月 3 日，2024 年交通
运输科普讲解大赛总决赛
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此
次大赛以“弘扬科学家精
神，激发交通运输创新活
力”为主题。经过初赛、半
决赛的前期选拔，26 位脱
颖而出的选手再度同台竞
技，每人在 4 分钟内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生动有趣的
表达，解读最新交通科研
成果，讲述交通创新故事，
呈现了一场集科学性、知
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科
普盛宴。

从《悬索桥的前世今
生》到《一粒砂中看世界》，
从《飞索连川藏》到《原位
变身的“蛟龙”》，从《高速
公路隧隧平安》到《新能源
铺就未来之路》……选手
们的讲解题目涵盖交通重
大工程、新技术新材料、安
全出行、绿色低碳等众多
方面，既聚焦科技前沿，又
贴近民生热点。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健
龙 等 10 位 专 家 组 成 的 评
委 ，从 内 容 陈 述 、表 达 效
果、整体形象三大方面为
选手们打分。最终，陈艳秋、肖岚易入、孙
晓丹、白云飞和李澔铃 5 人分别获得一等
奖，钱灵艳、曹舒寒等 8 人分别获得二等
奖，曹宏宇、杨丹等13人分别获得三等奖。

郑健龙表示，选手们的科普讲解题目密
切结合交通运输领域，包括公路、铁路、道路
运输、水运、航空等行业内容，充分体现了交
通运输科技前沿，选手们用简单的语言讲清
楚科学原理，让我们听到了智能建造、绿色
节能、平安交通等背后的科技故事。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 年
至今，交通运输科普讲解大赛已连续举办
4 届，多位选手在全国科普讲解大赛中表
现优异。大赛正逐渐成为普及交通科技知
识、弘扬科学精神、讲好交通故事、发掘科
普人才的重要平台，在行业内营造了尊重
科学、崇尚创新的良好氛围，也为社会公众
走近交通、了解交通科技搭建了桥梁。

据了解，交通运输部高度重视科普工
作，与交通科技创新的“硬实力”相比，交通
科普工作在提升交通运输“软实力”方面也
发挥了独特作用。近年来，交通运输部大
力开展行业科普能力建设，鼓励科普短视
频、科普读物等优秀科普作品创作，依托全
国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普日、中国航海日
等，组织开展“交通科普进校园、进社区、进
企业”“重点科研平台和科普基地开放”等
特色科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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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鹏：误打误撞结缘“中国天眼”
□ 科普时报记者 吴 琼

在刚过去不久的2024年全国老
年健康宣传周中，全国各地举办了形
式多样的老年健康科普活动，这些活
动提升了老年人的健康素养及自我
保健能力，对预防和控制老年相关疾
病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老年健康
科普还需久久为功，在日常生活中，
老年健康科普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科普形式、内容不全不深。
当前健康科普内容多聚焦常见疾病
和保健知识，对老年人疾病涉及较
少，且科普内容往往停留在表面，缺
乏深入分析和解释。此外，老年人对
新媒体的接受程度和使用能力相对
较低，形式单一限制其信息获取。

二是老年人健康信息反馈渠道
和评估机制欠缺。现有渠道未能有
效捕捉并整合老年人的真实需求，导
致很多内容不合老年人“口味”。

三是资金与人才投入不足。老

年健康科普工作面临资金和人才的
双重挑战。资金不足限制了科普宣
传的多渠道覆盖，影响了传播效果。
同时，由于缺乏具备基层工作经验和
创新传播方式的专业健康科普人才，
科普内容的质量和受众接受度受到
限制。

因此，我们应该持续探索，开拓
老年健康科普事业新路径。

第一要强化科普内容的全面性
和深度。除了常见健康问题外，科普
内容还应增加对老年人特有疾病，如
老年痴呆、骨质疏松症、心血管疾病
等科普内容，帮助老年人更全面地了
解自身健康状况。考虑到老年人对
新媒体的接受程度和使用能力，互联
网媒介应通过简化操作界面、提供语
音导航等方式，降低其使用门槛，并
在传播形式和手段上增加趣味性和
互动性。比如，用图文结合、动画演
示、健康讲座、问答互动、知识竞赛等
方式，吸引老年人关注，提高其学习
兴趣和热情。

第二要建设多渠道反馈体系，精
准制作科普内容。针对反馈机制缺
乏、健康评估系统不完善的问题，相
关部门应打造先进的老年健康评估
系统，制定科学评估指标，确保评估
结果真实反映老年人健康状况。此
外，相关部门还应通过市场调研和数
据分析，推动健康科普内容的定制化
服务，了解老年人科普需求和阅读习
惯，创新表达方式，使健康科普信息
更加贴近老年人生活。

第三要加强政策支持和社会关
爱。政府应加大对老年人健康事业的
投入，完善医疗保障体系，提供便捷、
优质的医疗服务；同时出台相关政策，
鼓励和支持医疗机构、社会组织参与
健康科普工作；通过设立科普基金、提
供税收优惠等措施，激发社会各界参
与科普的热情。全社会应为老年人提
供帮助和关心，营造健康、和谐的社会
环境。

（作者系黑龙江省老年病医院主
任医师）

“科学咖啡馆”活动现场。（主办方供图）

让健康科普更贴近老年人生活
□ 张大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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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讲解

2024年交通运输科普讲解大赛总决
赛现场。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