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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高手乐做科普 击破流言种下科创种子
春天来了，一年一度的科普“大好春光”也扑面而来。

第六届上海市科普讲解大赛刚鸣金，2019上海科技节、
公众开放日等系列科普“嘉年华”又进入筹备倒计时，更
多让公众和科学家们“亲密接触”的科普行动在申城也始
终处于进行时。上海近年来一直是全国公民具备科学素
质比例最高的地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科技工作者中的
科普达人功不可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

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
位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
科学方法，在全社会推动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
科学的良好氛围，使蕴藏在亿万人民中间的创新智慧充
分释放、创新力量充分涌流。

面对社会日益增长的科普需求，科研人正用自己的
行动给出应答：科研高手、科普达人，都是本职工作，大大
方方、认认真真做科普，不仅不是不务正业，而且是极其

重要的科创大事件。

!"后 医学博士! 紧握手术刀，不放笔杆子

"非典型科研人#左文文! 做科普要有情怀

! ! ! !“今后，我仍将紧握手术刀，不放
笔杆子，做一名称职的医生，写一手
漂亮的科普文。”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整复外科的博士生黄佳可以说
是一位“幕后网红”———最近三年
她忙于科研临床之余，撰写了
!""多篇科普文，用科学、理性、
有趣的文字直击健康谣言。
黄佳是个“学霸”，科研工

作优秀，发表了多篇 #$%论

文。!"&'年，她在肿瘤医院参加临终关怀志愿者服
务，发现科普传播能够帮助建立医患关系。“偶尔
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是医生职业
生涯的真实写照。而科普就是目前作为医学生的
我，可以践行的对患者、大众最大程度的帮助和安
慰。”黄佳说。她投出了第一篇科普文章，敲开了不
少知名科普平台的大门。
《微波炉加热食物致癌？吓坏无数人的传言

是真是假？》《(我不是药神火)了！慢粒你了解
吗？》……结合热点科普医学知识、寻找有趣视角

辟谣健康误区，这几年黄佳已写了 !""多篇科
普稿，不少成为爆款。
爱写科普文的黄佳也带动了身边人，同学

读了她的文章，还会颇有兴致地讨教如何进入
科普领域，黄佳都会一一作答。上海交大医学院
!"&&级临床医学八年制法文班的周晓博也在
师姐的鼓励和帮助下开始了科普写作，一年多
来陆续写了二三十篇科普稿件。
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黄佳和周晓博写科普

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专业的医学知识，每篇通俗

易懂的科普文背后，他们都花了大量时间查询
文献、资料，用做科研的态度来寻找“证据”，传
播科学、击碎谣言。“科普让我把医学院的所学知
识传播给更多人，通过提高读者的自觉意识，或许
还能提早发现‘小病’，及时治疗。”周晓博觉得，另
一方面，很多生活中的问题其实教科书上并没有直
接的解答，而科普也令他从更新的角度反思医学。
今年 '月，周晓博即将毕业进入住院医师阶

段，他默默许下心愿，将继续科普写作，传播科学
知识。 本报记者 易蓉

! ! ! !今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天文学实
践站已经步入第四个学年了。作为上海市青
少年科学创新实践工作站的一分子，上海天
文台的一线科研人员带领学生接触前沿的
天文学研究、感悟天文之美。

天体物理博士、上海天文台副研究员左
文文在其中担任了“双重角色”：她既是学生
的辅导员、又是他们的指导老师。这是左
文文加入上海天文台时的梦想———“做科
学传播的第一发球员”，把最前沿的科学

知识传递给大家，同时让青少年了解科研究
竟如何开展。

她曾策划过“恒星之旅”和“星系之旅”
两场科艺展览，参观人数过万。“首次策展
时，从脚本的编写、漫画人物的绘制都是一
肩挑，效果并不如意。后来还是在一位做游
戏动漫朋友的义务帮助下才完成了展览。”
左文文回忆说。第一次的磕磕绊绊让她明
白，时间得用在刀刃上。第二场展览，她请专
业团队介入，自己负责科学内容的把关，效

率和效果都有了明显提升。
她发现孩子们喜欢在动手探究中学习，

于是参考国际上物理类 #*+,课程，以银河
系为主题，设计开发了一套“银河系之 -./

012 /-3”课程。课程配备了课件、实验包，中
小学的科技老师很容易上手。“比如需要让
大家了解银河系有多少颗恒星，我们会让学
生们通过数大米、再称重计算的方式来理
解。事实上和科学家采用的原理是相通的。”
左文文告诉记者。

“做科普还是要有情怀的。”左文文称自
己是“非典型科研人”。早上 4时到 &"时，在
安静的环境下做科研最高效；&"时以后到午
餐前，适合处理事务性的工作，写写科普作
品……如今的她已摸索出最适合自己的工
作节奏，“牺牲肯定有的，科研相对进展会慢
一点，但有失也有得，科普会‘逼’着我不断
学习，每次看到自己的科普作品受欢迎也很
有成就感。”

见习记者 郜阳

中科院 上海光机所! 打响光学科普品牌
去年上海科技节期间，四名青海泉吉

小学的藏族小朋友来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光
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在所长李儒新院士的
带领下走进实验室，感受科学的魅力。其中
一个小姑娘觉得院士都是资历深的前辈，
便甜甜地叫了声“李爷爷”，让年轻的李院
士和现场的科研人都开怀大笑。这是上海
光机所全员参与科普的一个缩影。
就在这个 5月，上海光机所被中国

科学院、科学技术部联合授予国家科研
科普基地，自 &66'年被纳入首批“上海
市科普教育基地”后，该所科普工作
再上新台阶。现在的上海光机所，正
依托大科学装置，用多元化手段助力

高端科研资源的科普化，也通过嘉定、浦东和
南京等科普场馆，助推长三角科普领域一体化
发展。

近期，历时两年多完成的“追光逐梦”第二
季系列科普微视频陆续上线，与第一季高大上
的前沿科研成果的普及不同，第二季在科普模
式上有所创新和突破，采用主持人对话及现场
小实验的形式，更多展示了接地气的生活中的
光学小常识。自推出以来，不少都成为了“网
红”科普作品。
面对有科普热情的科研人和研究生，上海光

机所搭建平台，让他们在“追光逐梦”系列微视
频、“七彩之光”系列科学课程的创作中展现自
我。所里还积极培养科普讲解员，多名科研人在

各层面的科普讲解大赛中表现出色。
在全国科普日之际，上海光机所科普志愿

者带着光学互动小实验、“七彩之光”科技课堂
走出科研院所，一路进驻全国科技周上海会
场，再次奔赴青海泉吉。“志愿者们在有高原反
应的情况下，在 5天时间里承担了 !"节科学
课程、&场科学晚会、&场科学知识大 78，还排
演了 5部科学话剧。”上海光机所科学传播主
管李沙沙说，“我们从他们眼中看出了对科学
的渴望。或许我们种下的科学种子，未来某一
天能在孩子们心中发芽。”

上海市青少年科学创新实践工作站，也
能见到上海光机所科研人的身影。科学家们
指导高中生通过课题的方式完成定向研究，

开题报告、中期小结、结题答辩一样都不
少。“这是一个走近科学、规范学术、实现
创想、发展兴趣的平台，也涌现了不少热
爱光学又充满想法的高中生。”

在上海光机所看来，科学家做科普有
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科学家和最前沿的科
技是零距离的，他们既能应对各种提问，
又能在短时间里点燃受众的思想火花。上海
光机所还细分科普对象，青年人承担活泼、互
动性强的受众；资深科研工作者则面向有一
定科学基础的受众。而在今年的上海科技节，
上海光机所有望游园式开放，让公众一探国
家重点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更多科研世界
的奥秘。 见习记者 郜阳

科普就在身边
做科普，被誉为“科学传播第一发球员”的科研人员怎会缺席？去年 9

月，上海科技节让市民过足了科学瘾。活动期间，申城举办各类科普活动
!5""余场，5""余家科普教育基地、:"余家社区创新屋组织特色活动，&9"
余家高校、科研院所的重点实验室、世界 9""强企业向社会开放；线下公众
参与超 5""万人次，超九成市民为上海科技节点赞。

与此同时，由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医生等组成的科普力量正在让科技
节成为一场永不落幕的盛会。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官微拥有 9"万粉丝，
大多数受众是患者及家属。该院党委副书记顾文英介绍，医院的官微已经成
为一个集科普内容原创、科普形式生动、互动参与性强于一体的线上“科普
基地”。“我们每周都会盘点近期涉及肿瘤的热点话题、谣言，通过互动帖的
方式，把受众最关心且有一定普遍性的话题分类整理，并给相关科室的专家
寄去约稿函。”顾文英表示，“我们医院‘科普型’的专家也会积极追热点，为
官微输送‘炮弹’。”

已有 &!年科普工作经验的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教师徐灿在
临港地区中小学生和社区居民中可受欢迎了。小朋友喜欢在他带来的显微
镜下观察五彩斑斓的细微世界，中学生在他的海洋兴趣课堂探索生命的奥
秘，社区里的老年人在徐灿团队的手把手教导下搭起漂亮的水景……“当孩
子们用期待的眼神看着你，你也会有成就感。”徐灿说。
上海自然博物馆展教处副处长唐先华告诉记者，上海自然博物馆有来自

上海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高质量专家资源库，为展品发掘和展览内容的扩展
提供智力支撑，同时也是科普讲解团队背后的“百科全书”。据介绍，每年上海
自博馆的科普讲解人员，都要跟着专家走进高校课堂，选修一门专业课。获得
上海市第六届科普讲解大赛金奖的王亚雯每周都要走进复旦大学选修博物
学课程。这名 6"后表示，“自博馆有强大的专家资源，一流的科普团队，来自
四面八方满怀好奇心的观众，让我找到了事业的起点，人生的方向。”

科学家不应缺席
在著名物理学家霍金的一生中，不仅包括科研成就，还有对科学传播的

巨大贡献。&6::年，霍金出版《时间简史》，解释宇宙、黑洞和大爆炸等天文物
理学理论，这本销量颇高的科普读物大大提升了科学在文化界的地位，而霍
金也成了当代最出名的“明星科学家”之一。
在我国著名科普作家、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客座研究员卞毓麟看来，霍金

的《时间简史》无疑是“元科普”的代表。卞毓麟指出，“元科普”指的是一流科
学家对他所从事的科研领域开展科普，通常是指他们创作的科普作品，具有
一手材料的价值。在欧美国家，“元科普”著作不少，然而在中国还不常见。
今年两会，不少委员都将目光投向科普。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大常

务副校长丁奎岭秀出自己的朋友圈，超过一半都与科普相关。如何辟谣生活
中的伪科学、怎么激发青少年对科学的热情，作为科学家，丁奎岭一直冲在
科普第一线。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蔡荣根院士也有着相同的认识，在他
看来，把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精神和最新的科学进展及时告诉大众，这
也是科学家的责任。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出三个科普获奖项目，上海科技馆馆长
王小明牵头完成的“中国珍稀物种”系列科普片是其中之一。王小明原来是动
物学家，深感许多科研成果长期“养在深闺人未识”。“如果中国人不拍，人们
永远只能看外国团队拍摄的科教片，他们不会告诉你‘鲵’字由‘鱼’和‘儿’构
成，对应着它的小名‘娃娃鱼’，扬子鳄酷似‘龙生九子’传说中的狴犴。”

激励机制不该落后
针对科研人员参与科普创作的调查显示，科研人员对参与科普创作的

认同度高、意愿较强，但行动力弱。时间精力不足、激励机制不健全是影响他
们开展科普创作的主要障碍。不少科研工作者告诉记者，在现行的科研评价
和人才评价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指标，依然是论文、著作和项目。上海市科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科技传播链与科技创新链之间的脱节，已成为上海科普发
展面临的挑战之一。
今年的上海两会上，一位政协委员就在提案中建议，应该在各项人才考

核的指标当中增加科普贡献的权重，让更多科学家担起科普责任。
或许，在改革评价体系的同时，更应在科研工作者群体中建立科研与科普

同等重要的集体认知。美国天文学家卡尔·萨根凭借卓著的科普工作成了名人，
由于他的公众影响日益增长，他遭到了科学同行们的排挤和耻笑，还失去了很
多学术生涯的重要机遇。这种现象，被称作“萨根效应”。不可否认，在当下仍
有“萨根效应”的存在，然而，科普并不是不务正业，应该认识到，做科研
是满足社会需求，做科普也是。 见习记者 郜阳 本报记者 马亚宁

彩虹鱼! 科学家带大家向深海“进发”
! ! ! !海洋深处是个怎样的世界？中国自己的
潜水器有多厉害？在彩虹鱼深海科普体验基
地，有一位颇受大小朋友们欢迎的“婷婷姐
姐”，用幽默风趣又不失严谨的语言讲述着海
洋深处的故事。

!"&;年，上海海洋大学在校园内展
示深海研究成果，原本只想展示学校特
色研究，谁料“无心插柳柳成荫”，展览大
受欢迎。“我们意识到，大家对于深海的
接触较少，但又希望能增多了解。”该校
深渊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教师、“彩虹
鱼”深海科普体验基地主任宋婷婷告
诉记者。真正让彩虹鱼的名字被大家
熟知，来源于团队 !"&'年的一次大胆

尝试———将车间、实验室、数据中心向公众开
放，总开放面积超过 ;6""平方米。“我们希望
大家通过沉浸式体验，感受到科学就在触手
可及处。”

短短几年时间，彩虹鱼深海科普体验基
地完成了“三级跳”———!"&'年 &!月，科普基
地成为浦东新区的科普基地；!"&4年 '月，又
获批为上海市基础性科普教育基地。“彩虹
鱼”进校园系列活动、载人潜水器历史展、“彩
虹鱼”亲子游、“海洋大讲堂”……宋婷婷和团
队忙得不亦乐乎。“这得归功于崔老师的严格
要求呢！”宋婷婷口中的崔老师，正是曾担任
“蛟龙”号副总指挥的深渊科学与技术研究中
心主任崔维成。在外人看来，深渊中心就是一

支搞科研的队伍，但在这支“搞科研”的团队
中，科普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科研。崔维成就是
其中的代表，他每年要参加近 9"场科普活
动。!"&4年上海科技节的开幕式红毯秀，崔维
成本在主办方邀请之列。可由于和一场科普
活动“撞车”，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次机会。

在去年的上海科技节中，由深渊中心团队
翻译的《深海探险简史》与公众见面。“这是国内
第一本讲述深海探索过程的译著。我们把每天
下班的时间、双休日、节假日都利用起来翻译这
本书。”深渊中心团队成员罗瑞龙介绍，“团队还
把自身探索万米深渊的经历和作者的经历来
一次碰撞，这种互动也让作品的生命得到了更
好的延续。”去年 6月，团队成员还来到临港地

区小学，为孩子们带去《向深海进发》的
课程。“科学知识的普及固然重要，但在
我们看来，科学精神的传播更为关键。”
宋婷婷说，“科学家的参与，可以通过讲述
个人的研究经历和思想转变，潜移默化地
为孩子们塑起科学精神。”

以前，科学家们往往闷头往前跑，而
忽视了科普。在深渊中心团队看来，如今这
种情况正在慢慢改变。“科研更多是精益求
精，而科普则需要跳出小圈子，从大局上
看。这两种角色间的转换也会为我们科研、
教学打开新思路。”宋婷婷表示。

见习记者 郜阳
!宋婷婷为中小学生

讲解深潜器研发进展

!由深渊中心翻译的国内首本讲述

深海探索过程的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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