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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当下美国科学界
正在发生新变化，越来越多的“公民科学
家”正深度参与到主流科研活动中。他们出
人出力又出钱，帮着科学家干了苦活累活，
其中一些研究有望为人类发展作出贡献。
尤其是近年来在线数据库、数字相机和智
能手机的普及，让公民科学变得愈发火热。

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浪潮汹涌而来。而
数据流作为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可以说是打
破了知识的障碍，让所有人都可以对科学有
所贡献。越来越多的业余科学爱好者随之开
始投身科学界，成为科研的“一块砖”。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公民科学家”正越
来越受到重视和尊敬。反观我国，公民科学
似乎还是个新生事物，更不用说其在推动科
研、教育公众、普及科学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了。

笔者在网上用关键词进行搜索，只发
现一个名为公民科学家的网站。该网站鼓
励江苏民众参与蝴蝶等昆虫以及水质的观
测。而大家意兴阑珊，参与度并不高。苏州
地区参与蝴蝶观测并上传数据的不足 200

人，每人仅须支持 3.7 元的众筹水检测项
目也只有不到 40 人响应。

相比之下，单是“美国肠道计划”一个项
目，不仅有上万名志愿者主动参与，他们还
欣然自掏 99 美元购买用于收集口腔、皮肤
组织与粪便的设备，并将采集的样本寄回。

中美民众对参与科学项目所持的不同
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两国对科学的
不同认识。目前，我国大多数人仍将科学视
为一种职业，认为是职业科学家干的，是

“高大上”的事。而在欧美，人们更喜欢把科
学视为一种探索外界和满足好奇心的过
程，甚至是一种兴趣爱好，随之而来的便是

“公民科学家”队伍的不断壮大。
实际上，“公民科学家”的核心在于“公

民”二字，在于“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
毕竟，一个社会能培养出的专业科学家数
量有限，当专业人才无法满足规模不断扩
大的科研项目的需求时，“公民科学家”大
军恰能弥补这一缺口。

而且，受过训练的“公民科学家”的水
平并不业余。一位就业咨询师首次通过“凌

日法”发现一颗彗星围绕着一颗遥远的恒
星旋转；业余鸟类爱好者发现的鸟类数量
与政府调查结果相差无几……

既然公民科学家的力量不容小觑，那
么如何推动公民科学蓬勃发展呢？我们应
该做的是让科学回归民众，帮民众走近科
学。在打破科学的“门槛”、让科研不再“高
不可攀”的同时，努力培养民众的科学家精
神，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也能为科研
作贡献”，科学界也需要普通人。

另外，政府和专业机构也应积极引导
民众参与到科研中来。例如，美国宇航局计
划在未来 3 年向公民科学项目投资 160 万
美元，招募更多志愿者测量大气中细颗粒
物数据。

这些项目在证实用公民科学模式发动
民众参与研究的意义的同时，也教育了民
众，普及了科学，并促使学生和年轻人对科
学产生兴趣。当科学成为普通民众的爱好，
各行各业的人愿意把业余时间留给科学，为
科研贡献哪怕一张照片、一份样本，公民科
学的涓涓细流定能推动科技巨轮缓缓前进。

中国需要“公民科学家”
姻唐凤

非球形颗粒惯性迁移
研究取得进展

本报讯（见习记者姚联合）中科院力学所非线性力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胡国庆团队近日在非球形颗粒的惯性迁
移研究方面取得进展。该研究将加深对柱状颗粒微尺度惯
性迁移机制的理解，为非球形颗粒的高通量精确操控提供
理论指导。相关成果发表于《流体物理学》。

微纳尺度颗粒（包括细胞、细菌、人工合成微纳颗粒、生
物大分子等）的分离与富集在生物、医学、材料和环境等领
域有着重要应用。惯性微流控是近几年可实现颗粒高通量
精确操控的一种方法，现有相关研究主要针对球形颗粒，而
实际生物工程应用中所需要处理的颗粒普遍是非球形的。

该团队通过研究柱状颗粒表面应力随转动角度的变
化，发现颗粒近壁端所受应力主导其转动行为；通过分析
不同通道雷诺数下柱状颗粒在两种通道内所受惯性升力
分布，发现在方通道内始终存在四个稳定平衡位置，而在
矩形通道内稳定平衡位置则随雷诺数增大逐渐由两个变
为四个；通过对比不同情况下柱状颗粒与球形颗粒的平衡
位置，发现柱状颗粒等效直径随雷诺数增大而增大。

中科院力学所中科院力学所

多模式微纳平台
实现对肿瘤精准治疗

本报讯（通讯员石桥 记者张行勇）西安交通大学化工
学院陈鑫课题组日前在《先进功能材料》发表新成果，将响
应性药物控释、选择性光热治疗与催化医学相结合，构筑
了新型多模式肿瘤治疗微纳平台，成功实现了对多种肿瘤
的精准治疗。

化疗是目前治疗癌症的主要手段之一，但传统化疗常
常“敌我不分”，治疗效率低下且毒副作用明显。因此，使
用具有肿瘤靶向性和环境响应性的纳米药物载体改变传
统化疗的给药方式，降低抗癌药物对正常组织的毒性，并
结合多种手段进行协同治疗，已成为研究热点。然而，目
前的光热治疗和催化医学依然缺乏选择性，如何降低治疗
过程对肿瘤周围健康组织的损害依然是个难题。

研究团队设计并合成一种半胱氨酸修饰的金纳米粒
子以及氨基功能化的介孔二氧化硅纳米粒子，通过引入亚
铁离子使金纳米粒子通过配位键键合到二氧化硅表面，实
现对介孔内药物的封堵。该纳米载体在肿瘤细胞内低 pH
值下诱导携带亚铁离子的金纳米粒子从载体表面脱落释
放出装载药物，同时脱落的金纳米粒子将进行原位自组装
团聚从而用于光热治疗。此外，体系内的亚铁离子将催化
细胞质内大量过氧化氢产生羟基自由基，从而达到光疗—
化疗—催化协同治疗的目的。

西安交大西安交大

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订合作协议

本报讯 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和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双边合作协议书签署仪式 6
月 24 日在上海科技馆举行。协议文本由中
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理事长程东红和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助理总干事史凤
雅共同签署。

据悉，该合作协议将通过开展国家和国
际层面有针对性的专项活动和合作项目，推
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类博物馆的合作
与交流，实现科普资源和展览教育资源的互
惠共享。 （黄辛）

去年我国发布森林
认证领域标准 25 项

本报讯 日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在南京
举办森林认证工作座谈暨学术研讨会。会议
透露，截至 2017 年底，我国已发布森林认证领
域标准 25 项，通过认证的森林面积达到 816
万公顷，已有 316 家木材加工、制造、贸易企业
通过林产品产销监管链认证。

自 2014 年与 PEFC（森林认证体系认可
计划）实现互认后，我国非木质林产品认证标
准和运行机制等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得到了
美国、英国、法国等 39 个国家认可。 （郭爽）

第二届“北科杯”
工匠精神论坛举行

本报讯 第二届“北科杯”工匠精神论坛暨
创新大工匠颁奖会 6 月 20 日在北科大厦举
行。此次活动由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主办、
北京发明协会承办。

本届大赛近百名候选人经过单位推荐或
自荐，参加了评选。经专家评审，选出 30 位入
围者，其中 10 位被授予“创新大工匠”称号，20
位获得提名奖。 （郑金武）

陕西省科学院与汉中市镇巴县
签署林麝养殖协议

本报讯 陕西省科学院与陕西省汉中市
镇巴县人民政府，6 月 22 日在该省最南端的
镇巴县举行林麝养殖科技合作协议签字暨
林麝养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双方
将重点开展林麝遗传谱系、养殖技术规范、
疾病防治等技术研究攻关、人才培养等，发
挥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优势，助
力镇巴这个国家级深度贫困县完成脱贫目
标任务。

同时，陕西省动物研究所、镇巴县人民政
府、陕西国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汉中市
镇巴林麝养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合作协
议”，三方在镇巴县的陕西国顺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共建开放性的养麝科研中心，形成林麝养殖
产业发展技术平台，以强化和提升示范养殖、科
研攻关、技术培训、新产品研发能力。（张行勇）

何梁何利基金高峰论坛
暨图片展在青岛举行

本报讯 何梁何利基金高峰论坛暨图片展
6 月 20 日在中国海洋大学开幕。此次活动由
何梁何利基金评选委员会主办，由山东省科学
技术厅支持、青岛市科学技术局和中国海洋大
学联合承办。

此次论坛以“创新引领 促进新兴产业发
展”为主题，何梁何利基金评选委员会秘书长
段瑞春及三位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
奖获得者在会上作报告。

据悉，本次何梁何利基金图片展将持续展
出至 7 月 20 日，集中展示“何梁何利基金”20
余年的发展历程，还将展示获奖科学家名录、
山东省获奖者所取得的科技成果等。

（廖洋徐文汇）

简讯

6 月 22 日，2018 年“创响中国”广州站在穗启动，以“双创新动能、引领新跨
越”为主题的 2018 中国创新创业成果交易会同步拉开帷幕。

▲图为参观者在交易会 AIworld 人工智能展区 VR/AR 专区体验幻影星
空的地震平台，该平台可供 9 个人同时逼真体验地震科普内容。

图为参观者在交易会 AIworld 人工智能展区 VR/AR 专区体验幻影星
空的 720 飞行模拟器。

本报记者张楠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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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科普讲解大赛在广州落幕
中国科学院获颁“优秀组织奖”

■本报记者王卉

微塑料是指能在环境中漂浮、长期残留、
易被生物误食、直径小于 5 毫米的塑料纤维、
碎片或颗粒。“很多微塑料用肉眼很难看到。”
日前，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科学研究院教
授施华宏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
说，国外研究甚至显示，在饮用水中也发现有
微塑料。而该课题组几年前发表的颇受关注
的研究论文揭示，在食盐中发现了微塑料。

作为环境中的一类新型污染物，对微塑
料的管控和检测正在提上日程。

“水中的PM2.5”

近年来，国际上对海洋环境和海岸微塑料
污染带来的生态效应、渔业影响和健康风险日
益关注。

“在海洋中，塑料对生物的影响已经非常
大，有些危害类似温水煮青蛙，人们意识不到
它的存在，但实际上它正慢慢向我们靠近。”
施华宏说。

海洋及海岸环境微塑料污染已成为继全

球气候变化、臭氧耗竭、海洋酸化之后的又一
重大全球环境问题。

“中国被认为是海洋塑料垃圾及微塑料
排放最多的国家。海洋环境微塑料污染将成
为我国海洋环境治理与外交的重要内容。”在
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中科院烟台
海岸带所研究员骆永明说。

“可以预见，我国塑料的用量在相当长时
间内还会持续高速增长。”中科院水生生物所
副研究员吴辰熙提出，现有研究结果已充分
说明微塑料在我国淡水环境中的普遍性和严
重性，如不加以重视，极可能给淡水生态系统
的健康及其服务功能带来不利影响。

有人把水中的微塑料比作“水中的 PM2.5”，
施华宏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为过。而在
土壤中，长期使用农用地膜已造成土壤严重
退化，有些土地甚至不能耕种。他表示，很多
问题没有揭开时，会觉得与我们相距很远，但
等到问题被揭开时实际上已经很严重了。

行动从细节开始

日前，第一届全国环境（海洋）微塑料污

染与管控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海洋学院举
行。“这也许是国内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不提供
一次性塑料用品的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
该会议组委会主任、浙江工业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潘响亮表示。

此次会议不提供瓶装矿泉水和内有聚乙
烯薄膜的纸杯，鼓励与会者使用水杯；不提
供塑料壳签字笔，而用铅笔代替；不提供有
塑料包装的茶歇糕点。会议唯一的一次性塑
料用品———胸卡也实现回收，拟供下一届会
议使用。

为加强对微塑料污染的宣传教育，推进
我国微塑料污染防控，该会议还形成一份倡
议书，倡议社会各界共同行动，减少一次性
塑料制品的使用；各行各业逐步建立废旧塑
料的回收和资源化体系；学术界加强微塑料
污染问题及其管控对策的研究；有关部门加
强微塑料污染防控政策的制定。

应对难题

“近十年来，社会发展速度已经超出了我
们的想象甚至控制，很多时候管理上跟不上

变化的节奏。比如快餐业务带来的塑料污染
让人措手不及。”施华宏说。

在骆永明看来，我国海洋塑料垃圾及微
塑料的管理和政策方面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呈现多头管理、权责不明、投入不足
等现象。我国海洋塑料垃圾及微塑料的管理
涉及到环保、海洋、农业、住建、产业等多个
部门，缺少国家层面专门性的政策安排和制
度体系，尚未形成多方合力进行监督治理。
另一方面，塑料污染的监测与影响评估研究
不足，未形成有效的应对策略。现有监测工
作已不能满足管理需求及有效应对相关国
际事务的要求。

当前，微塑料研究方向已从海洋走向陆
地和大气。骆永明强调，微塑料污染研究与解
决方案建立需要政府重视、公众参与、科技创
新和全球治理。

吴辰熙也建议，我国应该进一步加强对
废弃塑料的管控，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加大相
关政策法规执行力度。基于源头控制、过程阻
断及末端治理的思路，缓解我国淡水环境微
塑料污染，保障淡水生态系统的健康和淡水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水中的 PM2.5 环境的隐形杀手

微塑料污染防控收效甚微

提出生物竞争合作
数学解析方法

本报讯 北京林业大学青年教师姜立波在国际上首次
提出了生物竞争与合作的数学解析方法。相关论文发表
于《生态学与进化方法》。

在生态研究中长期缺乏定量解析生物对生物影响的理
论与工具，严重制约了对生物变异与进化的认识。在该校教
授邬荣领指导下，姜立波完成了这项开创性的研究。他引入

“捕食—被捕食”关系法则，在经典微分方程基础上，组合
“异速生长”元素，提出生物—生物合作、竞争新理论。研究
提出了计算机模型与算法，为生态学家研究生物共生、共进
化机理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此外，研究引入进化博弈
论，分析生物“理性地”决定自身的策略选择，以期在生存环
境不利的情况下优化利用资源，达到最佳适合度。作者还利
用新理念设计了生态竞争实验，取得了进展。（铁铮梁丹）

北林大北林大

适度扩大农业经营规模
有助耕地减“肥”

本报讯（记者崔雪芹）浙江大学联合复旦大学、武汉大
学、斯坦福大学与墨尔本大学等国内外研究团队最新发
现，农业经营规模是影响农用化学品施用量的重要因素。
适度扩大农业经营规模，能有效帮助耕地减“肥”。 相关
论文近日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我国每年使用化肥 6000 万吨、农药 180 万吨———全球
1/3 的农用化学品消耗在 9%的耕地上。“施下去的肥作物只
利用了不到一半。其余部分则主要进入水体和大气，污染严
重。”文章共同通讯作者、浙江大学研究员谷保静说。

课题组调取了浙江大学正在建设的中国农村家庭调查
数据库中两万余户家庭数据，发现控制其他因素以后，农业
经营规模是影响中国农场农用化学品使用强度的强有力因
素。根据统计结果，户均耕地面积每增加 1%，每公顷化肥和
农药施用量分别下降 0.3%和 0.5%。合作团队将视野扩展到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的 74 个国家农地规模与农用化学品施
用强度的变化趋势，发现研究结论具有高度的普遍性。

那么，多大的农业经营规模是适度的呢？“当前这个
临界点是 18 亩左右。但它会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而持续
增大，直至达到新的均衡点。”谷保静说，“目前我国农村的
户均耕地面积是 6~8 亩。这项研究启发我们如果有更为完
备的农地流转市场、更完备的社会保障机制，小规模农户
占主导的现象将得到改善。”

浙江大学副研究员吴意云认为，我国近年来逐步推进
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户籍制度改革，将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耕地减“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动因，从我们的研究
看，只有耕地面积起来了，农户才会真正有意愿去接纳新
技术。”谷保静说。

浙大等浙大等

○主持：闫洁 ○邮箱：jyan@stimes.cn

本报讯 （记者朱汉斌 通讯员吴晶平）
2018 年全国科普讲解大赛 6 月 22 日在广东
科学中心落幕。本届大赛以“科技创新，强国
富民”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 56 个代表队的
186 位科学达人齐聚羊城，同台比拼讲科学、
秀科普，为公众带来一场丰盛的科学大餐。中
国科学院被大赛组委会授予“优秀组织奖”的

荣誉称号。
本届大赛于 3 月份启动，共推荐了 186

名选手到广州决赛现场，最后共计选拔 30 名
选手登上总决赛的舞台。经过角逐，曾理、董
毅、崔松、蒋书文、王昌旭、徐江美、白洁、吴年
继、刘晓东、李淼 10 位选手获得大赛一等奖，
被授予“十佳科普使者”称号。曾理、刘丹萍获

“最具人气奖”，曾理、李淼获“最佳形象奖”，
徐江美、向杰获“最佳口才奖”。

全国科普讲解大赛由全国科技活动周组
委会主办，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广东科学
中心、广东广播电视台现代教育频道承办。参
赛选手里有讲解员、主持人、媒体记者、大学
生、医生、公安等社会各行业的科学爱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