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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点亮生活 创新改变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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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策展达人忻歌致力打造精彩科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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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忻歌，一个
有点温柔又动听
的名字，出现在最
新揭晓的第十三届大
众科学奖获奖人名单
中。当记者在假日见到她
时，她正要独自驱车几十
公里赶去上海天文馆的建设
现场。人如其名，只见她长发
飘飘，身着一条深色长裙，外
罩红色针织衫，走起路来柔柔
的。但是，一戴上安全帽深入工
地，一股认真又坚定的力量散发
出来，影响着周遭，而受她影响最
大的正是，已经成为上海科普新
地标的上海科技馆、上海自然博
物馆和即将开馆的上海天文馆。

跟科普结缘很“神奇”

“我是一名科普工作者，主要工作
就是策划各种主题的科普展览。”在一

场 TED演讲中，忻歌带来一尊小小的
珍藏版个人头像。那是上海科技馆尚在

筹建时，调试展项“3D打印工作站”的
测试品。那时，她即将走出上海交大校

园，报纸上一则上海科技馆建设招聘启

示，深深吸引了学工业设?的她。“当年
投资 17亿元用于建设一座科普场馆，

是多大的手笔啊！”忻歌虽然不知道自
己的专业能具体干什么，但是她想参与

到这座城市的科普建设发展中。
3D打印，当时很多人还闻所未闻，

但是只要走进上海科技馆就可以看得
见，摸得着，甚至可以打印自己设?的

小物件。和许多人一样，忻歌也是从上
海科技馆开始了人生之旅的一次次新

发现。“有时候我觉得科技馆真的很神
奇，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新鲜的事物，

就好像可以遇见未来一样。”

创新引入科普新理念
她先后参与了上海科技馆，上海自

然博物馆、上海天文馆的建设。20年

来，她与上海科技馆三馆合一的发展道
路同呼吸、共脉搏，一路相伴。

然而，这一路并不是一帆风顺。在
忻歌的参与下，20 年前科技馆一期创

新性地引入了 STS教育理念，首次打破

科普场馆里的学科分类展示，以主题制
的方式来统领科普场馆的内容结构，在

行业内引起了不少质疑；2005年，科技

馆二期又引入了迪士尼乐园的剧场体
验模式，在行业里领风气之先，甚至掀

起轩然大波；2014年，她主持设?的上
海自然博物馆展示部分，突破了传统的

生物分类，将自然之美、科学之光、建筑
之魅三者完美融合，使这座全新的自然

博物馆既延续了老自然博物馆的血脉，

又一步跨进了世界顶尖科学场馆的行
列。展出至今，依然深深吸引着来自世

界各地的观众。

为寻发草陷入泥沼
如何讲好科学故事、怎么激发人们

的好奇心，她往往要从每一件展品的背

后，场馆内的每一处细节中去挖掘。“为
了把全世界最好的标本都带到博物馆

里来，我们可是费尽了心思。”忻歌甚至
跟随我国第 32次南极科考队，登上南

极大陆去寻找一种叫做南极发草的珍

贵植物，它是南极仅有的两种高等植物
之一。即使在南极，南极发草也非常稀

少，为了能够找到它，忻歌几乎把长城
站周围方圆几公里的地方都找遍了。就

在启程回国的前一天，终于在一处野外
发现了。

南极夏天看上去很平静，但是白雪
皑皑的覆盖下面可能就有松软融化的
泥沼。为了取回它，忻歌一脚陷入

了泥沼中。“当时完全不敢动，只能够乖

乖等待救援”。幸好有一位考察队员后
来经过，用登山杖把她给拉了出来。如

今这丛小小的南极发草，就静静地躺在
自博馆的极地探索展示厅里，每日有成

千上万的观众来探访它的科学故事。每
当闭馆后，忻歌一个人走在安静的展厅

里，目光与一件件标本交流时，她几乎
能默背出自然博物馆 10320 件展出标

本背后的每一个小珍贵。

尝试新的诠释方式
如今，忻歌正在忙碌地等待着她人

生中参与建设的第三座科普场馆———

上海天文馆的如期开放。“有关天文的
故事，大家好奇却很难讲，懂的人就很

专业，不懂的观众就很小白。”在天文馆
里，她带领着上海科技馆研究设?院团

队尝试着不同于前两座场馆的科学诠

释方式：着力于互动和体验，借助通感
和艺术，让观众有一种深度探访宇宙的

体验感。特定展示区域分层讲解的设
?、白天观测太阳夜晚观测星星的双天

文台，把浩瀚空间尺度上的宇宙拉近到
眼前，公共艺术与科学一道解密星系世

界……忻歌和团队为公众打造的不一
样的天文故事，即将于下个月

揭开神秘面纱。

本报记者 马亚宁

    上周末，中国天问一号探测器在火

星乌托邦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着陆。 火
星上首次留下中国印迹，这是中国人迈

进苍穹的又一个里程碑。

几乎同时，国际科技界亦有重大成

果：美国杨百翰大学全息研究小组能在
稀薄的空气中制造光剑，甚至还设计了

小型化的星际战舰和克林贡战斗巡洋

舰之间的战斗。 科学家创造了在空中移
动的真实图像。

科幻电影中的全息变成了现实。 科
学家发现了如何在空间中画出无屏幕、

自由漂浮的物体。 这种显示器被称为光
学陷阱显示器，它是用一束激光捕获空

气中的单个粒子， 然后移动该粒子，留
下一个漂浮在半空中的激光照明路径，

就像“光的 3D打印机”。今后，不再需要
屏幕了吗？ 中国的一句成语“身临其境”

竟然成真。

在我们感叹科技突飞猛进之际，不

得不再思考一个问题： 它从何而来，科
研的基础何在？ 很显然，它是人才集聚

的产物，是思想碰撞的结晶。 而人才集
聚，根本于教育。

然而上周，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传
来———江苏推高考新政，选择化学的考

生不足 15%。 类似的情况在上海和浙江

也曾发生过，“学生功利化报考科目”“物理遇冷”。

物理、化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我们的学生多对此

回避，那么 20年后，如果我们想要在火星上居住，

又或，我们的飞船要跳出太阳系，又该依靠谁呢？

错不在学生。 日日做题、夜夜刷题，搞得精疲
力竭的，谁不想放弃。 我们的基础教育，我们的物

理化学教育，如何让更多的学子兴奋起来，真该好

好思量一番。

说到科创教育，时时有人发高论。 有人说，要
探索机器人教育、编程教育及创客教育等新教

育模式，非也；有人云，要将基础教育与国家

重大需求结合，亦非也。 教育不可功利

如此。归于自然，激发兴趣，才是科

创教育之本。

科技强国源于教育，

源于教育回归。

    本报讯（记者 郜阳）近日，中国科学院

灵长类神经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孙强、熊志奇
和刘真团队的一项研究成果在《国家科学评

论》在线发表。这是一项减少食蟹猴繁殖传
代时间的技术，科研人员将自然繁育通常需

要的四五年缩短至不到两年，而且还解决了
精巢异种移植繁殖加速技术受精率和胚胎

发育率低的问题。

要知道，绝大多数脑疾病之所以不能有
效治疗，主要原因之一是目前研发药物通用

的小鼠模型和人类相差甚远，研发出的药物
在人体检测时大都无效或有副作用。而非人

灵长类实验动物将为脑疾病的机理研究、干
预、诊治带来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猴子的自然繁育时间很长，对我们做

研究的人来说时间成本太高了。”中科院脑

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刘真
说。记者了解到，常用的非人灵长类实验动

物食蟹猴和恒河猴都具有很长的青春前期，
其自然繁育周期需要近 5年时间。

看起来，这是项需求倒逼的突破。在这
项研究中，科研人员通过给予处于少年期的

食蟹猴外源促性腺激素和睾酮后，发现实验
猴在经过这样处理 4-11个月后得到具有正

常活力的精子。通过该法处理，获得精子食
蟹猴的最小年龄为 15个月。所得精子可以

高效地用于胚胎构建，并得到子代个体（最

短 22个月内），移植胚胎出生率与自然繁育
接近。刘真表示，这一技术将促进非人灵长

类遗传修饰动物模型的应用。

    人脸识别闸机、指纹门禁、24小时

热水淋浴、直饮净水……宿舍堪比“五
星级宾馆”。学生还能在智能管理云平

台上可实现远程购电、一键报修等功
能。这是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东六宿

舍改造后的景象。在上周由上海市学校
后勤协会主办的“智慧校园后勤建设与

应用团体标准试点”工作会议上，上师
大的智能宿舍引起了关注。如今，“数字

校园 2.0?划”已经在申城校园落地，

打造出了智慧校园的“上海样板”。

上师大智慧宿舍的成功案例，得益
于上海的“智慧校园后勤建设与应用团

体标准试点”。据上海市学校后勤协会
校园管理专委会主任、上海大学后勤保

障部部长梁亮介绍，数字校园建设是
云、网、端的结合，而智慧校园建设则依

靠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将技术

与教育深度融合来推动应用的深化。
本报记者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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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学家开发新型
食蟹猴加速传代技术

智慧校园有了“上海样板”

采访对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