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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分享智慧的果实　　当我怀着喜悦的心情，翻阅着厚厚一大叠《首都科学讲堂·名家讲科普》的
书稿时，传来了“万名科技专家讲科普”活动启动的消息。
这是中国科协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致力
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质，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贡献的一项具体措施。
　　我注意到，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齐让同志在活动启动仪式上表示，“万名科技专家讲科
普”活动是纪念中国科协成立50周年的重点活动之一。
各级科协、学会将动员组织广大科技专家，深入机关、学校、企业、部队、社区和农村举办形式多样
、丰富多彩的科普报告、讲座。
同时积极支持基层办好系列品牌科普报告会，比如中国科技馆的“科普大讲堂”、北京市的“首都科
学讲堂”。
　　令我感到高兴的是，《首都科学讲堂·名家讲科普》书系第一辑，正是“首都科学讲堂”演讲内
容的首次结集出版，北京市科协为此还专门拨付科普创作出版专项资金予以支持。
　　分享智慧的果实总是让人感到快乐的。
北京市科协开办“首都科学讲堂”，就是基于充分利用首都知名专家云集、科教资源丰富、学术交往
频繁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将科学名家请进“讲堂”，宣讲科学知识，探究科学思维，传播科学文化
；同时，在互动现场通过科学名家心路历程的真诚袒露，与听众的问答碰撞，让人们得以亲身感受科
学名家特有的精神内涵与人格魅力，从而走近科学名家，走近科学，激发自己在人生路上理性思考、
快乐前行。
　　在各个方面的鼎力支持下，特别是在各位科学名家的积极参与下，特色鲜明的“首都科学讲堂”
开办不到一年，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北京市一道内容丰富的科学文化大餐，一项标志性的科学
传播活动。
如今，已有包括国家重大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和学科带头人在内的众多的院士、专家、博士生导师，带
着极大的热情走进了“讲堂”，在这项帮助公众理解科学的活动中尽一己之力。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
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
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
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　　科学名家是科学研究和科学传播领域的佼佼者，也应该是传播科学文化、弘扬科学精神、提升
我国民族文化软实力的一支重要力量。
尤其是对科学家来说，参与科普活动或科普创作，既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也是一种示范和挑战。
科普的内容，归根结底是出自科学的具体实践者——科学家们的工作，而科学家的科研工作正是针对
着“一事一物”运用他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过程。
因此，一个科技工作者，特别是精于本行、富有经验的科学家，对古今科研事例的体会，包括对自身
科研经历的体验，只要梳理一下表达出来，就会是对科学思想和科研方法很好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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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分享智慧的果实总是让人感到快乐的。
北京市科协开办“首都科学讲堂”，就是基于充分利用首都知名专家云集、科教资源丰富、学术交往
频繁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将科学名家请进“讲堂”，宣讲科学知识，探究科学思维，传播科学文化
；同时，在互动现场通过科学名家心路历程的真诚袒露，与听众的问答碰撞，让人们得以亲身感受科
学名家特有的精神内涵与人格魅力，从而走近科学名家，走近科学，激发自己在人生路上理性思考、
快乐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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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顾秉林 分享智慧的果实（前言）田小平 力求达到最好的传播效果（序言）第一单元 科学教育伊瓦尔
·贾埃弗 诺贝尔奖与科学的未来在应用科学里面，所有的行为都要有所发明。
换句话说，就是不再把发现新的自然规律放在首位，而是更强调发明创造。
人们应该搞发明创造，因为这很重要。
邬贺铨 信息时代创新的机遇与挑战美国人说他们从中国少进口一个iPod，中国外贸表面上下降了150
美元，但实际上只少了4美元，因为只有4美元是中国的附加值。
所谓中国制造实际上是世界制造，中国只是做了其中最低端的那部分。
李象益 谈谈科学教育的创新与发展在进行发散思维时，脑有更多的神经元被激活；在进行聚合思维时
，脑被激活的神经元相对较少。
而科技馆教育正是运用了发散思维的理念推进开展创造性思维活动的。
第二单元 纵览世博孟育建 中国与世博会的历史与未来追求进步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贯穿世博会
整个发展进程的主旋律。
世博会始终顺应人类发展进步的潮流，不断与时俱进，演绎着人类对“进步”理念的最新诠释张利 国
馆六记中国馆既是上海世博会上东道主国家的主场馆，又是世博会后永久存在的上海市重要的博览建
筑，其诞生的过程凝聚了包括决策者、设计者、建设者等众多人的智慧与劳动。
第三单元 解读流感侯云德 人类如何对付新发、突发传染病?我国在“十一五”期间，把重要传染病的
防治列为国家的重大科技专项，这是我国政府为保护人民健康，维护民生和社会的稳定，以保证我国
的经济能持续发展做出的重要举措之一。
李连达 防治甲型H1N1流行性感冒对于甲型H1N1，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病毒的变异。
到目前为止，我国发现几个病毒株有一点小变化，严格的说还没有真正达到病毒变异的程度。
病毒变异是一个需要我们警惕的问题。
赵铠 漫谈流感病毒与甲流疫苗在政府指导下统一行动、通力协作，在短短的几个月内，研制出安全有
效、符合国际标准的甲流疫苗，并在全球率先开展了人群免疫接种。
这是我国在流感疫苗研发领域的新突破，取得的成绩得到了世卫组织的肯定。
张勇 人类与病毒之间的战争人类与病毒之间的战争是永恒的，人类能够赢得一场又一场的战役，是依
靠手中最强大的武器--科学方法和现代医学技术。
在重大疫病面前，人类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总能化险为夷并取得最终胜利。
第四单元 绿色空间顾真安 绿色建材与建筑节能建房主要靠建材，要消耗不能再生的地球资源、能源
，还要污染地球环境；我们缺的是土地、矿山资源和优美的环境；唯有把人民的聪明才智，把人的潜
力挖出来，而不应该低成本地大量使用地球资源，无止境地生产建筑材料。
钱七虎 地下空间大有可为多重利用有两个方向：一是地面上没有建筑的这些区域可以利用，二是已经
建成地面建筑的地方也可以通过紧密化，通过功能变化来实现土地的多重利用。
具体来讲就是要把城市的交通放到地下去。
周立军 科学传播要与时俱进（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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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科学教育推动科技馆博物馆创新发展　　最早的科学技术博物馆是自然历史博物馆。
在科学的萌芽时代，人类对自然界的研究还是宏观的和描述性的。
自然博物馆是自然科学家工作成果的检阅场所，他们把到世界各地进行探险、考察发现的动物、植物
、矿物标本带回到博物馆里，一方面作为研究资料，另一方面选择一部分陈列出来供人参观。
自然博物馆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近代主要出现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其中具有代表性
的是1753年的大英自然博物馆。
　　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出现了工业技术博物馆。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1802年成立的法国工艺研究院博物馆、1857年成立的英国科学博物馆、1903年创
建的德意志工业与科学博物馆，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物。
这个时期技术上的发明创造大量涌现，蒸汽机的发明、火车和轮船的出现以及电的应用，奇迹般地改
变着社会的面貌。
于是，机器和科学仪器等人工制造物开始进入博物馆。
　　工业技术博物馆最初主要收藏、陈列实物，进行包括分类学在内的各种研究。
比如：最早的自行车、汽车、飞机如何发展到现在的自行车、汽车、飞机，通过发展史使人们了解科
学的未来和科学的规律。
最早的自行车，前轮很大后轮很小，到现在演变成两个轮子一样大，而且摩擦系数很小、成为人们便
捷的交通工具。
工业技术博物馆和其他专题馆、主题馆，如农业、交通、机械、电力、通讯等博物馆的出现，形成
了20世纪科技进步，工业发展的历史文明宝库。
　　随着人们深入了解科学与技术的内涵愿望的增加，博物馆的展示方式也不断改进。
为了向观众说明机器内部构造和工作原理，在展出实物之外，也展出一些剖开的机器和可动的模型，
同时把一些能够说明科学定律的实验装置也引入博物馆，并让观众自己动手，以便加深理解，国外博
物馆称这种展教方法为观众参与。
观众操作展示设备的方式包括按电钮、拨动手柄或拉杠杆等。
当年率先大量采用观众操作设备的德意志博物馆，曾获得世界上第一个“按电钮的博物馆”的美称。
后来的发展证明，这正是科技博物馆教育中最富有生命力的部分。
20世纪科学教育逐步深化，到了40年代出现了第一个大量、集中反映科学原理和应用的科学馆，就是
法国巴黎的发现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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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分享智慧的果实总是让人感到快乐的。
将科学名家请进“讲堂”，宣讲科学知识，探究科学思维，传播科学文化；同时，在互动现场通过科
学名家心路历程的真诚袒露，与听众的问答碰撞，让人们得以亲身感受科学名家特有的精神内涵与人
格魅力，从而走近科学名家，走近科学。
　　——顾秉林　　这一辑的《名家讲科普》中，11位科学名家（其中6位是院士）立足于他们所熟悉
和专长的领域，纵横古今中外，讲述了一个个有趣的科学故事以及他们自已的探索发现和研究心得。
它真切地体现了“首都科学讲堂”的理念——公众与科学家平等交流、深入对话，共同分享智慧的果
实。
　　——田小平　　今天的“首都科学讲堂”，其运作方式与传播机制正日趋成熟，影响也越来越大
。
作为北京市科协为科学家和公众搭建的一个分享智慧果实的平台，”讲堂”业已成为北京市经常性科
普的一个亮点，全民科学素质提升和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一块阵地。
　　——周立军　　我认为大部分基础科学的定律都被发现了，然而我们还需要科学，因为我们需要
科学帮助我们做出新的发明创造，这是科学能够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因。
　　——伊瓦尔·贾埃弗　　经济危机将催生技术革命，信息技术正酝酿重大变革，信息产业还将至
少在今后10年继续保持高速发展势头。
　　——邬贺铨　　科技馆已不是一座传统的科技博物馆，而是一个课堂，一个实验室，一个适合于
时代和未来教育要求的特殊学校。
　　——李象益　　100年前，中华民族积贫积弱，内优外患：100年后，中华民族走上了复兴之路，
终于要圆百年世博梦。
　　——孟育建　　公众对建筑文化的更多关注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奥运会、世
博会大规模场馆的集中建设为这种关注的发展提供了推动力。
　　——张利　　自古以来，人类的历史就是与传染病作斗争的历史。
　　——候云德　　一个好的中医大夫，用药是千变万化的.因为懂得辨证施治，随症加减，因人而宜
、因症而异，千变万化，所以对于“甲流”而言，效果很好。
　　——李连达　　什么叫裂解？
就是把病毒给破碎了。
疫苗不但是灭活的、是死的.而且是破碎的病毒，所以更安全更可靠。
　　——赵铠　　人类与病毒之间的战争是永恒的，人类能够赢得一场又一场的战役，是依靠手中最
强大的武器科学方法和现代医学技术。
　　——张勇　　绿色建材支撑节能建筑，将大大减轻我们国土资源的负担，改善人们生存环境，确
保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建材与建筑支柱产业。
　　——顾真安　　地下空间开发，不但地面可以利用，下面还可以利用，而且下面利用不但是在浅
层的地下空间可以用，还有深层的也可以用。
　　——钱七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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