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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

指导下，“青少年防沉迷系统”(即“青少年

模式”)在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平台试点上

线，被众多家长寄予厚望，希望其能够成为

有效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神器”。但

调查发现，当前大多网络平台都启用了青

少年模式，并取得一定的积极成效，不少家

长对此表示赞赏。同时，也有一些网络平

台的青少年模式存在入口不显著、随意开

关、开启后仍能浏览不良内容等问题亟待

解决。

家长渴望
青少年防沉迷系统方便好用

中科大成功研制
一款地震传感设备

监测长度达40公里

本报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研团队

日前成功研制出一款分布式光纤地震传感

设备，监测长度可达40公里。目前，已成

功监测到8月5日台湾宜兰县5.8级地震、

7月24日菲律宾6.6级地震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

学国家研究中心陈旸、赵东锋团队与地球

和空间科学学院王宝善、姚华建团队合作，

成功研制出的这款分布式光纤地震传感设

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且可以使用现有通

讯光缆进行地震监测、地质灾害预测、地下

结构成像、城市地下空间探测等。

该设备自2021年6月部署在合肥紫

蓬山进行连续观测，已成功监测到6月4日

的安徽定远县2.3级地震、7月22日安徽

宣城市2.7级地震、7月24日菲律宾6.6级

地震、8月5日台湾宜兰县5.8级地震等地

发生的地震。

据介绍，研究团队通过对相关激光光

源、拍频信号相位解调以及系统软件算法

等关键技术进行攻关，研制成用于高分辨

率地震监测和成像的分布式光纤声波/振

动传感设备。该设备监测频率范围为

10毫赫兹至20千赫兹，定位精度为3.5米，

监测长度达40公里。 （吴 兰）

□ 张 晔

“我们就想开个视频号，每周做

两条有关大健康、食品安全的短视

频，但是找专业拍摄制作团队谈了

下，一条就要一两千元，这个经费到

现在也没着落。”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沈奇去年上

任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把食品健康

方面的科普知识推向公众。

但是，这个愿望想要落地太难

了。“除了经费，开设公众号还要层

层审批，还得找个有兴趣的科研人

员专门负责。”沈奇说，最近中央各

部委要求加强科普工作的表态，又

让她看到了希望。她说：“或许明年

就有经费把公众号建起来了。”

科研人员被认为是“科学传播

的第一发球员”，做好科普原本应当

是其职责之一。长期以来，科研人

员投身科普事业的比例并不高，向

公众普及科学知识的风气也没有

在科研圈流行起来。这其中原因

为何，是缺少制度，还是缺少经

费？部分科研人员的回答或许能

为国家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找到

依据。

放不开手脚做科普

郑永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

台研究员，这个在网上解读“祝融号

火星车”和“月亮上的第一次发芽”

的“火星叔叔”，如今已是科普领域

的“网红”。

“这个领域不是我主动进入的，

就像我以前选专业时也是这样，不

是主动去选择，但是有这样的机会

时我没有抗拒它，愿意去了解它，就

是通过这样的过程慢慢进去了。”

2015年，一次偶然的授课经历，让

郑永春接触到科普文章写作，从此

一步步地成为科普达人。“出了书，

后来也注册了博客，有更多的机会

做更多的事情，就这样打开了一个

全新的世界。”

在中国创造成为时代强音的今

天，像郑永春这样的“网红”科学家

很少，科普是不是科研人员的分内

事仍存争论。

近年来，多项针对科研人员参

与科普情况的调查分析，得出了类

似的结论——认同度高、意愿较强、

行动力偏弱。最适合做科普的科研

人员为何放不开手脚？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

究所科学传播中心主任王永栋研究

员表示，科研人员缺席科普工作主

要原因他认为有两个：首先，从客观

上来看，科普占用了科研人员的时

间和精力，但是在考核中却不算数，

比如评奖不算，评职称也可能不算，

既没有相应的岗位设置，也没有相

应的激励机制，毕竟在科研单位大

家更看重项目、论文、影响因子、人才

帽子等。

其次，从主观来说，大多数科研

人员觉得科普工作不需要太深入的

专业知识。同时，担忧科普需要用

到他人的成果，产生知识产权方面

的纠纷，感觉与其花时间做不太熟

悉的科普工作，不如专心写自己的

论文。

受访科研人员一致认为，在现

行的科研和人才评价体制中，科普

贡献大多是无名又无利，费力不讨

好。在这样的“指挥棒”导向下，重

科研轻科普的集体认知慢慢形成。

“在文化层面上，科研和科普虽

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完全不一样，科

研文化是向内的，它追求学术圈内、专

业圈内的认可，科普的文化是外向的，

它追求公众的认可。”郑永春说道。

做科普不能搞“一刀切”

既然已有的“指挥棒”忽视了科

普，那么在科研考评体系中加重科

普贡献，科研人员热情是否就一片

高涨了呢？

据了解，近年来国家已有相关

鼓励科普的政策出台。比如《关于

科研机构和大学向社会开放开展科

普活动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提出

了建议将科学传播的业绩考核办法

视为科研人员职称评定、岗位聘任

的重要依据。但是并没有实质性的

操作细则和硬性规定，导致政策无

法落到实处。

此外，科研人员对建立科普考

核刚性制度的建议褒贬不一。

“我原来觉得科研人员做科普

是要鼓励的，或者要建立一些制度

化的激励机制，但我现在越来越感

觉不能一概而论。”郑永春表示，科

研人员的主业是科研，做科普不仅

需要有科研背景、知识面广、愿意分

享，还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积

累经验，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周忠和在第27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

会曾说过，行政化是一把双刃剑，不

能搞政策“一刀切”，比如，硬性将科

普作为所有科研人员的考核指标。

沈奇则建议，可以对一个课题

组、一个实验室、一个研究所进行量

化考核，倒逼团队和单位负责人重

视科普工作。

周忠和说，鼓励是必要的，但更

重要的是要让科研人员发自内心

觉得做这件事是有益的。同时科

学共同体会认可这种职业的行为，

不会认为科研人员做科普是“不务

正业”。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气候与应用

前沿研究院院长罗京佳长期在国外

工作。他表示，国外科学家很乐于

把自己的科研进展和相关科学知识

分享出去。“写论文不也是一种科普

吗，只不过是面向专业人士的科

普。既然能跟圈内人分享，为什么

不屑于向公众科普呢？”

罗京佳表示，不同语言之间需

要翻译，不同学科之间隔行如隔山，

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也是公众，也需

要科普，一旦形成这种认知和科普

文化，根本不需要制度来生拉硬拽。

尽快建立科普制度体系

缺少科普经费是最普遍的呼

声，那么，科研单位究竟有无科普工

作专项开支？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

在全院120个研究所中，科学传播

指数位居前列，按说取得这样的成

绩所里在人财物上投入应该很大。

王永栋表示，所里非常支持科学传

播工作，仅科学传播中心今年的预

算就达到近780万元。支出费用包

括几个专业杂志的编辑出版费、图

书馆文献资料采购费、标本维护费、

南京古生物博物馆运行费和人员费

用等。而每年的收入包括财政拨款

则非常有限，收支相抵后，所里还要

补贴300余万元，这对一个主要开

展基础研究的研究所来说压力

很大。

同时，该所的科学家对科普工

作也有很高的积极性。“今年5月18

日，我们聘请所里20几位研究人员

作为首批科学传播专家。”王永栋

说，这批科学传播专家积极参与了

博物馆的展陈大纲和展板讲解词撰

写、展台和展品设计，参与视频拍

摄、参加科普讲座和科普活动。

郑永春建议，国家应尽快建立

一套科普制度体系，像资助科研那

样资助科普，比如设立科普基金、科

普人才计划、科普成果奖励等。“科

研人员能得到项目资助和国家奖

励，也能得到同行认可，自然就会愿

意投身其中。”郑永春说。

王永栋也认为，国家可在自然科

学基金中设置科学传播项目，三大科

技奖中也可以设置科学传播奖。

同时，受访者普遍认为科普培

训和人才培养必须得到重视。“我

做科普和科学教育后就发现，这个

人是学高能物理的，那个人是学应

用数学的、学分析化学的，那有没

有人是学科学的？我们需要有人

能够把不同学科衔接起来、兼容起

来，围绕未来人才培养的角度，给

予这些人才整体科学的滋养。”

郑永春说道。

王永栋建议，在大学的理工科

专业中开设科学传播课程作为必修

课，让学生掌握艰涩内容通俗化的

表达能力和融媒体传播的要领和

方法，将来走上工作岗位才能把

成果描述清楚、传播出去，让全社会

和普通公众都能听明白、看得懂、

用得上。

本报讯 高动态复杂场景下室内外智

能机器人整体解决方案、阿尔兹海默症

（AD）早筛技术、慢病管理系统、声学特征

滤波识别技术……近日，在香港科大百万

奖金（国际）创业大赛广州赛区决赛（以下

简称“广州赛”）上，来自粤港澳的24个科

创团队展开激烈角逐。

最终“CALVOICE-声学特征滤波识

别领导者”项目夺得广州赛一等奖，获得奖

金30万元。本届比赛设置6个奖项，总计

发出奖金130万元。

一等奖获得者团队代表陈亮赛后表

示，该团队利用声学特征滤波识别技术，可

将自闭症儿童的筛查确诊提前至半岁，并

且5分钟内能出诊断结果。目前，该技术

设备已在广州多家医院投入使用。

据赛事主办方介绍，广州赛自6月3日

启动报名以来，得到了粤港澳三地创业团

队的积极响应，共收到了219个参赛项目，

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生物医

药与健康、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

决赛当天，南沙粤港澳（国际）青年创

新工场与两支优秀的香港科创团队签署创

新工场相关入驻、合作协议。

“我们的产品是面向全球销售的，南沙

港方便的交通优势以及南沙对于港澳创业

青年的退税政策都十分吸引。”香港科创

团队相关负责人说。

据南沙粤港澳（国际）青年创新工场运

营总监卢志强介绍，创新工场不仅可为每

支团队提供总计70万元的先进奖励，还将

依托香港科技大学在人才培养、知识转移

等方面的优势，为团队提供从企业注册到

政策适应等服务。（王 坚 谭尚琨）

24个粤港澳科创团队
羊城比拼

自闭症提前确诊技术获一等奖

缺制度还是少经费 科研人员做科普究竟难在哪
科普占用了科研人员时间和精力，但是在考核中却不算数；大多数科研人员觉得科普工作

不需要太深入专业知识；担忧科普需要用到他人成果，产生知识产权纠纷

兰州兰州55GG
联合创联合创新中心建成新中心建成

甘肃首个5G联合创新中心

于近日建成使用，主要聚焦5G、

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在教育、

生活、医疗等领域的深度应用。

图为在该创新中心里，智能机器

人正在煮咖啡。 高 展 摄

□ 特约记者 马帅莎 郭超凯

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飞

行已满7周，航天员近期在中国空间

站忙些什么？如何度过休闲时间？

如何保持身体健康？航天员太空生活

新“剧透”再次引发关注。不少人说，

“忙着看奥运，也不能忘了‘九霄云外’

的航天员。”

记者获悉，在轨飞行时间过半，

3名航天员已使用人系统研究机柜

开展了一系列科学实验，该机柜涵

盖了从骨、心血管、肌肉等人体系统

到细胞学机制的研究。据悉，中国

空间站将实施49项航天医学实验项

目，神舟十二号任务将完成 14个

项目。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

员、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李莹辉

表示，这14个项目瞄准3个方向，一

是任务需求，发展先进技术，做好技

术储备，二是瞄准前沿，获得新发

现、新探索，三是积累长期飞行的相

关数据。

在有条不紊开展太空工作的同

时，航天员还需要自行开展常规医

学检查。航天员在太空生活了一个

多月，可能会出现一些空间病症

状。为了确保航天员安全顺利地度

过3个月的太空生活，中国航天员科

研训练中心医监医保室主任徐冲表

示，天地间每天要完成一次医学询

问通话，每周要进行一次健康评估，

每个月要进行一次综合评定。

在太空做“体检”是怎样的体

验？近日公开的几则视频中，航天

员汤洪波不仅为聂海胜进行了静脉

采血，还在暗室环境下为队友进行

眼底检查。据了解，眼底检查是航

天员医监医保工作的重要项目，许

多全身性疾病，如高血压、肾脏病、

糖尿病、某些血液病等，往往发生眼

底病变。

徐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

航天员之间要互相检查，进行静脉

采血、血常规检验、尿常规监测等，

同时他们要学会超声检查，比如心

脏超声、腹部超声、下肢肌肉超声，

进行超声影像评估，常规医学检查

对他们来讲是“小菜一碟”。

“骨丢失”也是空间病理现象之

一。航天员在失重环境下生活时间

长了，骨密度会逐渐下降。为了对

抗失重生理效应，他们每天都要进

行体育锻炼。

太空跑台、太空自行车、拉力

带……有了这些设备，航天员也可

在空间站进行“花式健身”。太空跑

台上的重力模拟装置，可以让航天

员相当于在正常重力环境下跑步。

此前，汤洪波还用相机为“健身达人”

聂海胜拍下了跑步时的影像资料。

据了解，长期飞行的航天员，

每天运动时间一般不少于两小时。

李莹辉说，锻炼现在对航天员来说

是家常饭，飞行时间越长，运动强度

要逐渐增大，只有这样，才能对抗失

重的生理效应。

除了工作健身，闲暇之余，航天

员也不忘关注地面信息。据了解，

地面会定时给他们送去新闻节目，

此前公开的视频中就有航天员聚在

一起收看新闻联播节目的画面。

此外，3位航天员都配备有智能

手机和平板电脑，可以正常接打电

话、网络视频，除了和地面工作人员

沟通工作外，闲暇时可以和家人互

相问好。航天员还可以通过这些智

能设备上的应用软件控制空间站内

的灯光，通过扫描二维码，获取包裹

内物品、实验设备的信息。有线通

话器、蓝牙骨传导耳机，让航天员不

仅能在打电话、通视频的时候更加

高效、轻便地交流，还能偶尔听听

音乐。

搞实验 做“体检”“花式健身”
神舟十二号航天员太空生活乐趣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