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给“科学
与中国”院士专家代表回信，指出

“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
基础性工作”。同时对科技工作者
提出殷切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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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时代开
展科普工作的根本遵循。2022年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
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也明确提
出要“促进科普与科技创新协同发
展”。我们需要从“抓科普就是抓
创新，抓创新必须抓科普”的高度
来对待科普工作。

科技创新离不开科学普及的支
撑，如果科技创新是对高峰的攀登
与征服，那么科学普及就是为高峰
筑牢更广阔坚实的高原。

做好科普工作需要有大量的专
兼职科普人才。而在这方面，院士
专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方面，他们是科学知识、科
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发
现者、生产者、实践者和传承者，
通过支持和参与科普工作，可以最
大程度保证科普内容的科学性和准
确性，推进科普工作的高质量发
展；同时也能更好地将固化在院士
专家身上的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

“活化”。因为这些理念并不能通过
教科书简单地定义或传授，最佳的
方式就是通过展示求得这些成果的
过程来激发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对
科学的兴趣。

另一方面，院士专家的参与和支
持也更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打破重
科研、轻科普的状况，打破做不好科研
才去做科普的刻板印象，进而动员更
多的科研人员投身科普工作。

有学者认为，在抵制伪科学的斗
争中，“科学战败的原因是科学家离
开了科学普及阵地”。就此而论，科
普不应是少数“明星科学家”的保留
战场，它需要各个领域积极从事科普
工作的庞大人员队伍和良好的科普生
态。因此，我们更需要院士专家主动
出击，身体力行地开展科普工作，引
领和动员更多科技工作者投身科普。

做好科普工作需要做到科学内容
与传播形式的有效结合。

当前，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公众获
取科技信息的重要渠道。但是在后真
相时代背景下，网络信息呈爆炸式增
加的态势，再加之以ChatGPT为代表的
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出现，更加让受众
难以辨别真假，区分事实和观点。因而
我们需要更加优质的科学内容供给，
更需要院士专家以科普的形式分享自
己的真知灼见，为公众提供优质丰富
的内容。不仅注重科学知识的传播，更
要倡导价值引领。同时还要善于运用
公众喜闻乐见的各种传播渠道、平台
以及传播形式，及时传递科学界科学
理性的声音，做到科普的有效触达。

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
推动全民科学素质的提升，需要更
多的院士专家参与到科普工作之
中，有效地传播科学知识，为科技
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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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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海潮是我国首位戴眼镜执飞
航天员，近视也可以“飞天”吗？是否会
影响航天任务？

曲伟：随着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航天员的选拔条件根据任务不同，越
来越科学，近视眼飞天已经不是问题。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载荷专家桂海潮
在天宫中佩戴眼镜执行任务，是我国
首位戴着框架眼镜执行飞行任务的航
天员。

作为载荷专家，桂海潮在身体要
求上和其他航天员不完全一样。在“天
宫”工作时，对视力的要求不用太高，
戴眼镜没有问题。但是在上升段、再入
段飞行时，火箭有震动，航天员还要承
受很大的过载。如果此时戴眼镜，眼镜
可能会戴不牢，可能与所戴面窗发生
摩擦或碰撞，因此不宜戴眼镜。

■航天员在选拔方面有哪些
标准？

曲伟：载人航天活动具有环境特
殊、任务艰巨、危险性大等特点，需克
服失重、超重、高温、低温、低压、辐射、
震动、缺氧、噪声等一系列困难，因此，
对航天员的生理条件、心理素质要求
超级高，否则难以完成航天任务。

航天员选拔条件苛刻，可以说是
“万里挑一”。从网上可以找到我国航
天员选拔的标准，有 7 条，包括年龄
25-35岁；身高1.60-1.72米；体重55-
70公斤；婚姻状况：男性需已婚，女性
需已婚且生育；选拔范围：空军强击机
或歼击机飞行员；飞行时长 600 小时
以上等。

看到这 7 个条件，有网友评说，
“选拔条件太苛刻，只有仰望的份儿”。
要成为航天员，首先要有良好的身体
素质、心理素质。即便是被录取，“预备
航天员”也要经过长期、规定时间“魔
鬼训练”的考验，才可能获得上太空执
行任务的宝贵机会。

■2012 年 6月 16日，神舟九号
载人飞船顺利飞上太空。这次飞船里
首次出现了中国女性航天员。在选拔
上，对女航天员有什么要求？相比男航
天员，有没有什么优势？

曲伟：在航天员选拔中，女航天员
受到关注。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女航
天员的选拔和训练标准。我国女航天

员王亚平曾说，“太空不会因为你是女
性而改变它的环境。”

在太空中工作，女航天员在一些
方面的优势明显，比如：在太空失重环
境中，体内铁的含量和产生的废物也
较低，不易出现血栓、铁中毒、心律失
常等问题；在生理构造方面，女性身材
苗条，便于活动；在心理素质方面，女
性的心理素质更稳定。

当然，女航天员也有劣势。女性进
行航天训练、进入太空飞行困难更多。
在统计意义上，女性的平均体力只有
男性的2/3。

目前，航天员这个职业的女性还
很少。因为在航天员选拔和训练时，没
有因为性别不同而区别对待，所以女
性很难在选拔标准方面具有优势。

基于对女性身体健康问题的考
虑，各国都会尽量多派男性航天员进
入太空执行业务。但是女航天员可为
乘组带来活力，男女一起工作可使双
方配合顺畅，积极主动，工作效率高，
错误率少。男女航天员组合有助于航
天员工作减压、身心保持健康。

■航天员长期在太空中生活，会
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

曲伟：长期在太空中工作，航天员
身体也有可能得一些疾病，例如，心理
功能障碍、肌肉萎缩、骨质疏松等。长
时间在太空中工作的航天员，肌肉所
做功大大减少，因而会出现肌肉的“废
用性”变化。

据估算，受太空微重力环境的影
响，如果航天员全身的肌肉得不到锻
炼，10 天就会萎缩约 10%-20%的肌
肉。在地面上，人体已经适应了地球重
力的环境。进入太空后，航天员的身体
会发生适应性变化，身体需重新调节
来适应新环境。在太空中如果不锻炼，
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驼鸟腿”现象。表
现是，看起来身体很壮、庞大，但双腿
纤细，这是腿部肌肉萎缩的典型表现。

解决太空中肌肉萎缩和骨质密度
降低的办法是加强营养摄入和锻炼，
这和地面上是一样的。空间站还为航
天员提供了跑步机等健身器材。航天
员进入太空后，每天的锻炼量为2个小
时左右，会极大地阻碍肌肉萎缩进程。

■据我们了解，航天员在太空3

天才洗一次澡？
曲伟：没错，在太空中，航天员一

般 3 天洗一次澡，但是和地面沐浴不
同，准确地说是“擦澡”。航天员有专门
的洗浴间，可以用海绵或特制毛巾完
成“擦澡”，简单有效。这不仅是因为资
源紧张，也是出于安全性的考虑。

在地面，一般洗一次澡至少要消
耗十几到几十升水，而泡个澡则很可
能要一二百升水。像在地面一样进行
太空洗澡，无论是想象中的泡澡，还是
淋浴，都是很不经济、也不可行的事。

因为将水从地面运至太空，十分
昂贵。其次，洗澡涉及的水循环系统会
占用空间，维护成本也非常可观，得不
偿失。同时，水在失重状态下，扰动后
会飘散，会造成卫生和安全问题。

在太空中淋浴洗澡也是十分不靠
谱的。电影《太空旅客》中，太空飞船出
现了问题。在失去人工重力后，“大表
姐”差点被淹死在从太空泳池飘起来
的水中。而现实情况可能比这更加危
险。早时飞天洗澡时，航天员有时还要
戴上呼吸罩和护目罩。

目前，在太空“擦澡”“揉搓”的方
式已经是通用做法。

据调查统计，所有航天员在回到
地面之后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好好地去
泡个澡，而这在太空却是奢侈之事。

■这样看来，刷牙也是麻烦的
事情？

曲伟：在太空失重的环境中，悬浮
的水珠容易被吸入肺中，造成窒息。为
了防止水和牙膏泡沫乱跑，太空专用
牙膏是可食用的食品级。

早期航天员用口香糖来清洁牙
齿。现在，航天员在太空洗漱时，将专
用牙膏挤在牙刷上，正常刷牙之后，吸
入水漱口，可将牙膏沫直接吞进腹腔，
感觉不好的话，也可将牙膏沫用毛巾
裹走。

太空无小事，太空中刷牙这种小
事也经过了精心思考，并作出了妥善
安排。

■我们看到，航天员在出舱时都
要穿着厚重的航天服，这身衣服有什
么特殊之处？

曲伟：航天服是太空行走的必需
装备，它是针对太空严酷恶劣的环境

专门设计的生命保障系统。任何一套航
天服都可称为“小型人体航天器”。

航天服集合了多种高科技成果，堪
称世界上最复杂精密的设备。各国的航
天服结构类似，大致有六层，主要包括
特殊的抗静电贴身舒适防护层、特殊橡
胶制成的备用气密层、主气密层、聚酯
织物或其他特殊织物制成的限制层、气
密隔热层和最外部保护层。航天服整个
生产过程需要近 50 道工序，早期的组
装过程就需要近半年的时间，任何一个
部件都体现了人类现有科技的最高
水平。

我国研制的飞天系列舱外航天服净
重近 240斤，使用寿命为 5年，每次使用
时间可达8小时，建议使用次数15次，共
120 小时使用时间，可以帮助航天员在
空间站舱外或外太空执行各种任务。

由于太空是一个高真空的环境，若
航天员不穿航天服，全身大面积暴露在
太空环境，体液也会沸腾，导致身体膨
胀，寿命可能只维持“秒的量级”。航天员
会瞬间失去知觉，成为冰雕。同时，航天
服的可靠性、安全性等也是不容忽视的。
曾经有一位出舱工作的航天员，由于航
天服出了漏水问题，其实漏水量并不多，
但因为失重，差点被淹死在航天服里。

■航天技术能转化为哪些民用
技术？

曲伟：几十年来，航天技术转化为民
用的例子不胜枚举。

全球定位系统、冷冻脱水蔬菜技术、
纸尿裤、防划痕眼镜、鼠标、红外测温仪、
记忆泡沫床、地面防滑槽、气垫鞋、CT
及核磁共振、净水器、笔记本电脑、微波
炉、充气船、无线耳机、安全气囊、烟雾探
测器、防火服、翻译机、配方奶粉、无绳吸
尘器、植物生长LED灯、数码相机、温度
调节服……均起源于航天。

以“冷冻脱水蔬菜技术”为例，航天
飞行需要有营养、轻便、能长久储存的食
品。NASA开发了“冷冻脱水蔬菜技术”。
将食物煮熟，然后在零下40摄氏度快速
地将食物中所含水分变成冰晶，然后将
冰晶在真空中升华、蒸发，从而食物就消
除了水分。

利用这项技术可以让食物在不冷藏
地情况下长时间保存，同时保留其 98%
的营养价值，而重量仅为原来的20%。方
便面中的蔬菜包就是这样制成的。

近视也可以“飞天”吗？
全国政协委员曲伟科普航天知识

融媒体记者 解艳华 鲁雅静 宋宝钢 徐康辉

本报讯（记者 高志民）记者日前从
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
经济企稳回升态势明显，一批海洋领域关
键核心技术取得新突破。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副主任崔晓健介
绍，这些核心技术包括：海上风电无
淡化海水原位直接电解制氢技术海上
中试成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半潜
式海上漂浮式光伏发电平台交付并稳
定运行；我国自主研发海洋一类新药

“注射用 BG136”正式启动临床试验；
海洋预报芯片“妈祖·海浪”投入业
务应用；深海多功能移动作业系统、
科考海工两用型水下缆控潜器分别完
成 4500米级、6000米级海试；自主研
发的首台 2500 米级超深水打桩锤海试
成功；数字孪生智能科研试验船“海
豚 1 号”首航；20 兆瓦半直驱永磁风
力发电机下线，海底地震勘探节点采
集装备生产线投产。

此外，海洋产业融合发展成效显
著，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加快。“海上风
电+”融合发展取得新进展，首次实现
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直供海上油气田
群，广东青洲、福建兴化湾、山东昌邑
等“海上风电+海洋牧场/海水制氢”融
合示范项目稳步开展。海洋油气、深远
海养殖、海上风电产业的发展带动海工
装备需求持续旺盛，海工交付订单金额
为近5年同期最高水平，比上年同期增
长116.7%。全球首艘M350型海上浮式
生产储卸船、“耕海1号”二期海洋牧场
综合体相继交付。

海洋产业加速向数字化、绿色化转
型。天津港建成数字化料场平台，提升煤
炭采制样系统智能化水平；日照港正式上
线运行采用“5G+物联网”等新技术实施
的“一站式全生命周期服务”智慧设备管
理平台，提升智慧绿色港口效能；智能数
字化浮式生产储油船“海洋石油123”号
正式交付，为智能化油气生产运营奠定
基础。

上半年一批海洋关键
核心技术取得突破

本报讯 （记者 高志民） 近
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
所非充分灌溉原理与新技术团队系
统分析高低畦种植冬小麦模式发
现，与常规畦种植相比，冬小麦产
量、水氮利用率、综合经济效益等
要素提升明显，是一种可大范围推
广的高产高效种植技术。

高低畦种植是目前华北平原小
农和大合作社提高小麦生产土地利
用率的一项关键技术，即将田地整
成高低相间的畦面，两个畦面均种
植小麦。灌溉时低畦田作为水流通
道，高畦田作为畦埂发挥作用。目
前尚不明晰该技术模式较常规畦田
种植的详细比较优势。

科研人员通过搜集两年大田实验
数据，系统分析高低畦种植模式下冬
小麦蒸散、氮素吸收特征、有效光截获
量及产量等指标。研究发现，高低畦种
植冬小麦群体布局合理，能提高土地
利用率及植株资源获取率，使有效光
截获量和光能利用率显著提升，从而
促进了水氮等资源的高效利用。研究
结果表明，与常规畦种植相比，高低畦
种 植 下 冬 小 麦 产 量 提 高 14.5%-
18.3%，水分利用效率提高 13.5%-
15.6%，氮肥偏生产力提高 14.5%-
18.3%，光能利用效率提高 8.5%-
11.1%，经济效益提高45.4%-59.3%。
该研究为大面积推广高低畦种植冬小
麦奠定理论基础。

研究发现高低畦种植冬小麦可获高产

本报讯（记者 高志民）记者
从中国科学院获悉，该院宁波材料
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柔性磁电功能材
料与器件团队日前在 《科学》
（Science） 发表的文章提出铁电
材料的本征弹性化方法，开创性地
同时将弹性与铁电性赋予同一材
料。该研究创制了一种兼具弹性与
铁电性，且具有较好的耐机械疲劳
和铁电疲劳性能的弹性铁电聚
合物。

铁电材料作为绝缘材料中性能
最丰富的功能材料之一，目前尚未
实现弹性化，这限制了铁电材料在
柔弹性电子等领域的应用。铁电材
料的铁电性主要来源于其结晶区，
但晶体本身几乎不具备弹性，因而
铁电性和弹性难以在同一种材料中
兼顾。

该团队提出了“弹性铁电材
料”的概念，设计了精确的“微交
联法”在铁电聚合物中建立网络结
构。实验结果显示，交联后铁电薄
膜在70%的应变下依旧具有较好的
铁电响应，剩余极化约 4.5μC/cm2

并在拉伸过程中能够保持稳定，且
具有较好的耐机械和铁电翻转疲劳
性，提高了可靠性和使用寿命，拓
展了使用范围。可见，“微交联法”
是实现铁电弹性化行之有效的方
法。该方法利用简单的化学反应实
现了铁电性与弹性的良好匹配，为
铁电材料弹性化提供了新思路。铁
电材料专家、东南大学教授熊仁根
认为这是突破性的工作，开辟了

“弹性铁电”这一全新学科，并展望
了弹性铁电材料可能的应用场景和
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国科研机构创制高弹性铁电材料

全球首次全球首次！！成都大运会闭幕式采用人形机器人成都大运会闭幕式采用人形机器人

科技新知
kejixinzhi

中国航天事业近年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我们天上有人”成为常态。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航天员的生活，记者日
前邀请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十一研究院研究员曲伟做客《科普中国·委员求真》栏目，为航天爱好者
科普航天知识，揭秘航天员在太空生活的点滴——

8月8日晚，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闭幕式在成都露天音乐公园举行，首次采用了中国企业优必选科技自主研
发的大型人形机器人，创造了世界性综合运动会的第一次。成都大运会不仅仅是一场体育盛会，还是一场“智慧大运”，展示
了众多中国科技创新成果，不仅在赛事保障、辅助训练、生活服务等方面引入了智能机器人，在闭幕式第三篇章《梦想·致未
来》中，优必选科技自主研发的Walker X、熊猫机器人优悠共5台大型人形机器人与50多名演员合作，点亮“智慧大运”，与
全球青年共创未来。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本报讯（记者 王菡娟）记者从
三峡集团获悉，位于海拔5000米以
上的我国海拔最高风电项目在西藏
措美县哲古镇成功并网发电。在风
电项目中，一般将海拔 3500米至
5500米称为超高海拔地区，此次并
网的单机容量3.6兆瓦风机，是目
前我国超高海拔地区已投产容量最
大风电机组。

西藏措美哲古风电场是西藏自
治区首个超高海拔风电开发技术研
究和科技示范项目，也是首个并入
西藏主电网的风电项目，创造了世
界高原风电建设奇迹。

从2020年开始，三峡集团按照

“基地化、规模化、集中连片化”的总
体思路，加快推进西藏措美哲古风
电场项目建设。项目全面建成投产
后，年上网电量超过2亿千瓦时，每
年可节约标准煤超6万吨，减排二
氧化碳近17.3万吨，减排二氧化硫
超20吨。

据三峡集团措美哲古风电场负
责人王亮介绍，在一期项目成功经
验基础上，项目团队加大科技创新
投入，二期项目全部采用单机容量
3兆瓦以上的机型，可有效提高当
地风资源利用效率，打破了“高原
风能有气无力、不具有开发价值”
的认知误区。这款3.6兆瓦风机叶

轮直径达160米，风机轮毂中心距地
面90米，具有高海拔适应性、防紫
外线、防雷、耐低温、抗覆冰等技术
特点，能够在严苛的自然环境下长期
稳定运行。

三峡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雷鸣
山表示，西藏措美哲古风电场成功建
设，在科技创新、风机设计制造、项目
建设管理等方面取得了新突破，为后
续超高海拔地区“基地化、规模化、集
中连片”风电开发奠定良好基础，为当
地乡村振兴、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作出新探索，对我国超高海拔风电
开发建设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海拔最高风电场成功并网发电
本报讯 （记者 王菡娟） 近

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研究人员在1.2亿年前辽
西热河生物群古鸟化石胃容物中发
现了被子植物早期分支木兰类叶子
的植硅体，首次证实了古鸟类叶食
性的早期起源和演化。该研究证实
了在热河鸟的胃容物中保留了来自
木兰类叶子植硅体的证据。这一发
现将已知的早期植食性鸟类的植物
类型精确到了木兰类植物的叶片，
并为鸟类普遍植食性的树栖生态位
置的转化提供了新证据。

长期以来，鸟类被认为可能在

被子植物起源和早期多样性方面扮演
着协同演化的重要角色，而化石记录
的匮乏，使得这样的假说很难找到确
凿的证据。近期，科研人员分析了一个
完整热河鸟化石个体的消化道材料，
发现了富集的古老植硅体。进一步，研
究利用X射线CT扫描和扫描电镜等
多重分析手段，结合形态计量分析和
下颌骨骼几何形态的定量化研究，全
面重建古鸟类食性的早期演化和现代
鸟类相似食性类群的关联。这一成果
为早期热河鸟食性提供直接证据，并
为鸟类食性演化及其与被子植物演化
之间的早期联系提供了全新认识。

古鸟类叶食性的起源被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