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浩渺无垠的宇宙深处，每一粒飘
浮的尘埃似乎都在诉说着星际旅行的
传奇。第五届少儿科幻星云奖得主赵
华，以其独特的儿童视角和深沉的科幻
情怀，在最新力作《沙漠骆驼》中，为读
者奏响了一曲跨越星际的生命赞歌。

作品讲述了少年双喜在沙漠探险
时，意外发现了外星生物ε星膜翅兽，
并复活了它。在人工智能“小精灵”的
帮助下，双喜与奶奶揭露了ε星膜翅兽
和宇航员企图独霸地球的阴谋。最终，
他们借助神秘黑洞“智慧洞”的力量，解
除了所有威胁，保护了地球。

广袤沙漠中的星际邂逅

故事以广袤无垠的沙漠为背景，这
不仅是赵华对童年生活的深情追溯，也
是对宁夏地域特色的文学再现。看似
荒芜却孕育着无限生机的沙漠，成为连
接地球与外星文明的神秘纽带。

来自波江座的ε星生物——ε星
膜翅兽，以其独特的繁衍方式和生存智
慧，成为故事的核心科幻元素。它们利
用寄生的方式孵化幼体，这一设定不仅
增强了故事的科学性、趣味性，也激发
了读者对生命形态多样性的深刻思

考。同时，高度发达的ε星人及其“新
世界计划”，展现了跨星际文明的科技
力量与探索激情。他们的登陆舱、金属
箱、中微子通信装置等高科技装备，是
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因素。

惊险情节中的智慧较量

作品中，赵华通过精巧的情节反转
和叙述视角切换，揭示了ε星人复杂险
恶的阴谋。表面上，ε星宇航员以友善
的姿态降临地球，声称要保护地球生
态，实则暗藏独霸地球的野心。他精心
策划拍摄的“屠杀ε星人幼体”视频，是
意图吓退其他ε星人、确保自己独占地

球资源的诡计。这一骗局最终被ε星
膜翅兽的助手小精灵和双喜识破，从而
引发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智慧较量。
赵华通过双喜的视角建立了对宇航员
的初步好感，小精灵的介入又彻底颠覆
了这一印象，使故事充满悬疑。

在这一系列复杂情节中，赵华不仅
展现了高超的叙事技巧，也深刻探讨了
智慧与勇气的价值。双喜、奶奶及沙漠
里的其他人，如毛阿特大叔等，团结互
助、坚韧不拔，共同描绘了一幅生动的
沙漠人文画卷。

复杂人性中的生命思考

《沙漠骆驼》不仅是一部引人入胜
的科幻冒险小说，更是一首献给地球守
护者的壮丽颂歌。在小说中，赵华通过
细腻的情感描绘与神秘的科幻设定，巧
妙地探讨了科技伦理、生命意义及地球
未来等深刻主题。

作为故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奶奶
凭借其智慧与果敢，成为了地球守护者
的化身。在面临ε星膜翅兽对地球的
潜在威胁时，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消灭
这一外来生物，以保护家园的安宁和地
球的未来。这一情节深刻揭示了科技
伦理的复杂性：当人类拥有复活技术和
探索外星生命的能力时，我们必须谨慎
权衡利弊，做出对地球和所有生命负责
的决策。

双喜的成长轨迹也是小说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从一个对沙漠和外星生命充
满好奇的少年，逐渐成长为能够勇敢面
对未知挑战、智慧解决危机的“小英雄”，
双喜的成长过程不仅展现了个人勇气和
智慧的提升，也寓意着人类在探索宇宙
和守护地球过程中的不断进步。

“漫天黄沙掠过，走遍每个角落，行
走在无尽的苍茫星河”，这句话作为整
个故事的结尾，不仅描绘了沙漠的辽阔
与苍茫，也蕴含着人类在面对宇宙与未
知时的渺小但却拥有探索精神。它告
诉我们，无论面对怎样的挑战与困境，
都要保持对生命的敬畏，敢于守护
地球。
（作者系北京景山学校初中语文教师）

穿越沙漠，与外星生物来一场智慧较量
□ 徐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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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作者说

《沙漠骆驼》是基于我和兄长们当
年探索沙漠发现飞机残骸，并寻找飞
碟的经历而创作的一部长篇少年科幻
小说，讲述与骆驼为伴的男孩双喜意
外发现潜藏在大漠中的外星生物的故
事。在外来文明与地球文明的对抗
中，凌驾于二者之上的超级文明正在
逐渐显露……它究竟是谁？它会给地
球带来福祉还是灾祸？阅读本书后，你
会发现答案远远超乎想象。希望有更
多的少年跟随科幻小说里的主人公“上
天入地”，仰望星空，展望未来科技，憧
憬更加美好的生活。

科普时报讯（实习记者王文洁）10月
19日，成都首届“天问”华语科幻文学大赛
系列活动在成都科幻馆开展。其中，在“科
幻版权贸易与科幻产业发展”专场沙龙上，
来自国内外的知识产权法律领域的专家学
者、和相关企业家聚焦科幻知识产权保护
及产业发展的前沿课题，进行探讨交流。

科幻知识产权战略与产业发展律师
崔莉围绕“科幻版权贸易与保护路径”议
题作了主旨发言。她认为，科幻版权贸易
是科幻产业链中的重要环节，应加强科幻
版权贸易的实务研究，特别要对科幻版权
进行价值评估、科幻版权金融进行深入研
究，形成中国特色的科幻版权贸易及产业
化的一站式解决方案，推动中国科幻版权
的全球输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
钰洲认为，知识产权立法的目的是保护人
的智力创作成果、推进社会精神文明的发
展。AI不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适宜主体，如
何为AI生成的作品制定合理的法律框架，
不仅关乎法律技术问题，更涉及对创作伦
理、技术伦理的思考，应引起更多关注。

在圆桌讨论环节，中关村科幻产业创
新中心副总经理、北京元宇科幻未来技术
研究院副理事长田松松指出，1991 年 6 月
正式施行的知识产权法距今已有33年，如
今，它与新科技之间产生了明显的矛盾和
冲突。“比如AI大模型多模态的数字产生，
国内能够追赶美国的几家公司都面临着
一个问题，即数字人的知识产权和版权归
属问题。这是未来亟需解决的，即在法律
框架上要有新的构建。”田松松说。

与会人员还围绕“游戏行业知识产权
保护的新挑战和应对”“科幻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核心要点”“算法推荐技术对科幻
IP 知 识 产 权 的 挑 战 ”等 议 题 展 开 探 讨
交流。

如何做好
科幻知识产权保护

火星生命可能就藏在火星的冰层
里，我们早前在火星上寻找生命可能
找错了地方！

这一最新推论，源自10月17日出
版的《通讯-地球与环境》杂志披露的
一项研究成果。建模研究显示，暴露
在火星表面的尘埃冰为依赖光合作用
的生命的存在创造了必要条件。这意
味着位于火星中纬度的冰沉积物应当
成为寻找火星生命的关键地点，而非
岩石表面。

美国航空与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
室的研究人员指出，由于火星没有像
地球那样的全球性磁场，且大气层稀
薄，来自太阳的大量紫外线辐射的轰
击，会分解形成生命必需的复杂有机
分子，这使得有火星表面成为生命难
以进化或生存的地方。

然而，火星中纬度暴露的一定深
度的含尘冰层内，却有可能存在一个

“辐射宜居区”。那里，冰内的尘埃颗
粒既能抵挡紫外线辐射，又可能使最
深约1.5米处偶尔出现局部融化，为光
合作用生命的存续提供必要的液态
水。研究人员认为，这些潜在的栖息
地位于火星表面以下几厘米到几米深
处，或许是未来通过机器人和人类执
行火星探索任务时，最容易找到火星
现存生命的地点。

探索这颗红色星球的生命印迹，
当然还有其他路径。如何判断某物是

否活着或是否曾经活过，是我们在其
他星球上寻找生命的核心问题。

美国航空与航天局 10 月 17 日通
报说，2021 年2月登陆火星的“毅力”
号火星车，目前正朝着一个陨石坑边
缘前行。此前几个月里，它在探索火
星上一条远古河道时，发现了一片包
含各种有趣岩石的宝库。科学家正依
据这些不同类型的岩石“拼凑”火星复
杂的地质史。这些发现将可提供关于
火星上火山活动、径流模式和过去是
否存在生命宜居环境的重要信息。

关于火星生命，28年前曾经出现
过一条“石破天惊”的新闻：1996年8月
7日，美国航空与航天局在华盛顿举行
新闻发布会，展示了一块据称是第一
块来自其他世界的生物化石样本——
被命名为ALH84001的火星陨石。美
国科学家宣称，对该陨石通过电子显
微镜和扫描电镜观察，发现了一种由
碳酸盐组成的微细管状结构，这是36
亿年前火星存在的原始微生物化石，
也是宇宙有其他生命的有力证据。

乍一看，这块陨石的表面布满了

裂缝，裂缝中嵌着碳酸钙颗粒。碳酸
钙意味着水——富含矿物质的水吸收
二氧化碳后，与碳酸钙就相距不远
了。而我们都知道，水意味着生命。
更令人惊叹的是，已知某些地球上的
细菌所产生的碳酸钙颗粒，其形状和
大小与火星陨石缝隙中的碳酸钙颗粒
相似。这确实像极了某种生物化石。

可是，上述“发现”在产生轰动效
应之时也饱受质疑，主要的反对意见
是化石的大小。在那些细菌化石中，
个体直径最大的也仅为 100 纳米，而
当时已知最小的细菌直径大约是这个
数字的 10 倍。质疑者认为，这样的

“火星细菌”实在太小，无法携带足够
的DNA（脱氧核糖核酸）用于复制。

近几十年来的相关研究一直没有
排除火星上存在生命的可能性，相关探
测至少也已揭示出火星在历史上具有
产生生命的条件，或至少能够存在前生
物化学过程。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
今天所关注的有关火星生命及其可能
的演化等问题，只能在宇航员登上火星
之后才能找到答案了。

探寻红色星球的生命印迹
□ 尹传红

左图为1995年
绘制的一幅概念艺
术图，设想执行火星
样品返回任务的情
形。右图为太空探
险者正在观察火星
表面的岩石样品。

（选自《太空探
索简史》。上海科技
教育出版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