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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pujinxingshiK 科普进行时

11 月 19 日，麋鹿国家保护研究中心鹿类动物学术委员会在

京成立，中国科学院院士魏辅文担任主任。会上，麋鹿国家保护研

究中心揭牌，并发布了由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制作的《麋鹿四

季》自然电影，展示了湿地生态系统中麋鹿与万物和谐共生的美好

景象。

麋鹿国家保护研究中心依托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成立，旨

在提升湿地生态系统旗舰物种麋鹿的保护研究水平，统筹推进全

国麋鹿等鹿类动物种群科学保护管理。新成立的麋鹿国家保护研

究中心鹿类动物学术委员会，汇聚了国内外鹿类动物科研领域的

优秀研究人员和管理者，将作为麋鹿等鹿类动物科研创新的高端

智库，推动麋鹿保护研究深入发展。

截至目前，我国已建立了 94 个麋鹿迁地保护种群，其中有 6
个野生种群，麋鹿总数达到 1.4 万余只。中国麋鹿保护成果被誉为

“世界野生动物保护的样板”。

胡利娟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荣获
第十一届全国科普讲解大赛一等奖

近日，由科学技术部主办的第十一届全国科普讲解大赛在广

东科学中心举行。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马晓晨在来自全国

74 支代表队的 247 名选手中脱颖而出，代表中国科学院荣获大赛

一等奖，创下中国科学院近年来参加该项比赛最好成绩。

比赛共历时 3 天，分半决赛和总决赛两个阶段。来自全国各行

业系统、各省市的选手通过多样化讲解形式与多媒体展示手段，让

公众身临其境感受科学知识的独特魅力。半决赛以“我秀科普”个

人展示和“我讲科学”自主命题讲解展示进行，青海选手马晓晨以

《你好，我是光卤石》为题，讲解盐湖光卤石在盐湖钾肥生产中的重

要作用，凭借出色现场表现以小组第二成功晋级总决赛。决赛以

“我讲科学”自主命题讲解和评委问答环节进行，马晓晨以《盐湖中

的小仙女》为题，向观众生动介绍盐湖卤虫的科学知识，最终荣获

第十一届全国科普讲解大赛一等奖。

宋翠茹 郭靓

麋鹿国家保护研究中心在京成立

流言：“一直咳嗽，会咳出肺炎。”

很多家长听到孩子偶尔咳嗽一两声

就特别紧张，觉得咳嗽就要赶紧止咳，要

是老不好，就会咳出肺炎。

我们要明确的是，咳嗽是一种症状，

肺炎是一种疾病。从因果关系上看，咳嗽

是肺炎的一种症状，而非引发肺炎的原

因。换句话说，是先有肺炎（或其他疾

病），才会有咳嗽症状，而不是咳嗽成了

肺炎。

秋冬季节的交替时间是流感、新冠、

肺炎等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时段。

近期，有不少人因支原体肺炎住院

治疗，特别是成人病例呈现出上升趋势。

许多患者的主要症状为持续咳嗽，这导

致了一个常见的误解，即“咳嗽会咳出肺

炎”。

一、咳嗽不会导致肺炎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咳嗽并不会

导致肺炎。咳嗽只是一种症状，而非疾病

本身，它通常是由呼吸道感染和过敏反应

等引起，常见包括感冒、鼻窦炎、支气管

炎、鼻炎、哮喘等。

在因果关系上，疾病是导致症状的原

因，而症状本身并不会引发疾病。因此，将

“咳嗽”和“肺炎”的因果关系混淆，容易引

发误解。

肺炎特别是支原体肺炎，是由肺炎支

原体等病原体引发的肺部炎症。这些病原

体通常通过空气或飞沫传播至呼吸道。而

咳嗽，实际上是身体的一种防御机制，有

助于清除呼吸道中的病原体和分泌物。

当然，长时间的咳嗽可能提示某种感

染或潜在疾病的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咳

嗽本身会直接导致肺炎。

二、正确认识支原体肺炎
对于支原体肺炎，我们需要有正确的

认识。它是一种由肺炎支原体引起的疾

病，具有周期性和地域性的特点。在某些

地区，特别是在秋冬季节，其发生率可能

会有所上升。

支原体肺炎的初期症状往往较轻，主

要表现为持续性干咳。不过也有其他的早期

症状特征，可以帮助及时识别支原体肺炎：

1.头痛、咽痛、不适等前驱表现。

2.低热或高热（可持续多日）。

3.干咳或咳痰。

4.轻度胸痛、胸闷感、呼吸急促。

5.持续疲劳、食欲减退。

三、肺炎的诊断与治疗
1.诊断方法

医生通常会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进

行初步判断，并实施治疗；也有可能建议

进行胸部 X 光检查或病原学实验室检测

（如肺炎支原体核酸检测）以确诊。

2.治疗手段

高度怀疑或确诊为支原体肺炎时，医

生一般会开具抗生素治疗方案，如大环内

酯类（如阿奇霉素、克拉霉素），四环素类

（如多西环素）或氟喹诺酮类（如左氧氟沙

星）药物。

除了药物治疗外，患者也需要充分休

息、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并根据医生建

议使用解热镇痛药来缓解症状。

四、如何预防支原体肺炎
尽管肺炎并非咳嗽直接引发，但预防

呼吸道感染和增强免疫力对减少肺炎的

风险非常重要：

1.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避免

接触感染者。

2. 增强体质：适量锻炼以提高免疫

力，避免过度疲劳。

3.通风和消毒：在密闭空间中加强通

风，减少病菌传播。

此外，在人流密集尤其是空气流通不

好的场所、风险比较高的场所（例如，发热

门诊、呼吸科门诊）建议佩戴口罩预防。

综上所述，支原体肺炎的主要原因是

感染，而非咳嗽。对于持续的咳嗽症状，我

们应予以重视并及早就医，但也要消除

“咳嗽会咳出肺炎”的误解。通过科学防护

和早期治疗，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和

家人的健康。

范运柱
银杏果虽然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但目前并没有科学依据表明

它能降脂降压。首先，银杏果含有一定量的有毒成分，如白果酸、氢

化白果酸等毒素，食用不当可能会引起中毒反应，反而危害身体健

康。其次，许多关于银杏相关的降脂降压研究主要集中在银杏叶提

取物，而不是银杏果，且大多数研究的结论是没有效果，高血压和

高脂血症是需要长期管理和治疗的慢性疾病，银杏果并不能直接

治疗并使其“奇迹消失”。所以，不要盲目相信银杏果能降脂降压

的说法，如有血脂血压问题应遵循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和调整生

活方式。 李纯
科普教育应深入城乡青少年

“让青少年，尤其是缺少接触科普

资源的机会的城乡青少年，认识科学、

理解科学，对科学形成理性的认知和判

断，充分认识到科学的价值，认识到基

础科学的重要性，然后通过科学探索世

界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11 月 18 日，由中国经营报社和中

国三 星联 合 主 办 的 “科 技·点 亮 梦

想———中国青少年科普创新研讨会”在

北京举行。此次研讨会汇聚了多位教育

专家、行业领袖及企业代表，共同探讨

如何通过科普创新提升青少年对科学

的兴趣和理解。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产业融合研究室主任

江飞涛如上指出，并分享了其对青少年

科普教育的独到见解。

科普教育应深入城乡

江飞涛认为，当前青少年科普教育

面临着一个非常明显的挑战，那就是城

乡教育资源的巨大差距。作为 20 世纪

70 年代出生的“小镇做题家”，江飞涛通

过个人经历，深刻感受到县城和乡镇学

生在科普教育方面面临的困境。他指出，

虽然我国在脱贫攻坚和缩小城乡物质差

距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科普教育

资源的分配上，尤其是对于县城和乡镇

的孩子来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

“对于这些地区的孩子来说，问题

不仅仅是兴趣和选择的问题，首先是视

野的局限。”江飞涛指出，由于这些地区

的学生较少接触到先进的科技知识和

实践机会，他们对科学的认知大多局限

于书本内容，缺乏对外部世界的全面了

解。这种信息隔阂和认知偏差，往往限

制了他们未来的职业选择和发展空间。

他进一步指出，国家在各个层面都

在大力推动教育公平，但在科普资源的

普及上，仍然有大量的基础性工作需要

做，尤其是面向那些经济和文化相对落

后的地区。为了弥补这一差距，江飞涛

提到，科普工作者和科技人员的角色至

关重要。他表示，科技工作者不只是在

科研院所中埋头研究的专业人士，更是

将科学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形式，

让青少年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桥梁。

同时，江飞涛指出，科普教育的一

个重要作用在于让青少年了解科学背

后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激发他们对科技

的兴趣。他强调，当前很多孩子和家长

在职业选择上仍然存在信息盲点，尤其

是对于那些来自较为偏远地区的孩子

来说，他们对科技、工程类职业的认知

相对薄弱。“很多家长甚至不知道孩子

可以从事哪些职业，孩子们也没有机会

了解这些职业的实际内容和发展前

景。”江飞涛说道。

他呼吁，科普工作应当更加注重职

业导向的内容，通过讲解不同职业领域

的工作性质、未来发展及社会价值等方

面的信息，帮助孩子们更清晰地了解自

己可能热爱或擅长的行业，进而作出更

加理性和有远见的职业选择。通过这一

过程，科普教育不仅仅是为了普及科技

知识，更是为了帮助青少年拓宽视野，

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最终将这种兴趣

转化为长远的事业追求。

培养青少年科学思维

此外，江飞涛还特别强调了批判性

思维在青少年科普教育中的重要性。他

认为，科普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

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批

判性思维能力。“我们要教会孩子们如

何提问，如何质疑，如何理解科学背后

的原理和逻辑。”他补充道，科学不仅是

理性和实证的，更是充满好奇心和求知

欲的探索过程。

江飞涛认为，科学思维的培养应该

贯穿整个教育体系，而不仅仅是集中在

科技课程中。他建议，科普教育应该让

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培养对科学

的兴趣和思维方式。例如，通过互动式

的科学实验、工程设计等活动，让学生

在实践中培养对科学问题的敏感度和

探索精神。

在谈到如何提升科普教育的普及

性时，江飞涛提出了利用新媒体的力

量。他指出，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

体的发展，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平

台成为青少年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科

普教育要紧跟时代步伐，通过这些新媒

体形式将科学知识传播到更广泛的群

体中，尤其是那些偏远地区的学生。

江飞涛还提出，科普不仅仅局限于

基础科学，工程和产业科技同样是不可

忽视的重要领域。“青少年对科技的认

知不应仅限于科学实验室，更应扩展到

工程和产业应用的实际场景中。”他说，

未来的职业市场不仅需要科学家，还需

要大量具备工程思维和产业科技能力

的人才。因此，在青少年的科普教育中，

如何将工程科技、产业科技以及科技产

业化的相关知识普及到青少年群体中，

是当前亟待解决的课题。

谭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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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咳嗽会引发肺炎吗？原来一直都理解错了

目前并没有科学研究表明常吃燕麦会引发骨质疏松。首先，骨

质疏松的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如年龄、性别、遗传、激素水平、运动

量、吸烟饮酒等不良生活习惯以及钙和维生素 D 摄入等。燕麦并非

导致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其次，燕麦作为一种富含膳食纤维、蛋

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的健康食品，对身体有多方面的益处。含有

的钙、磷、铁等元素对骨骼健康有积极影响，能在一定程度上辅助

预防骨质疏松。过量吃燕麦会导致膳食纤维、植酸影响钙、铁等元

素的吸收，但这并不代表会引发骨质疏松。只要不一天三顿拿燕麦

当唯一的主食，一般不用担心过量的问题。总之，只要保证均衡饮

食，摄入足够的钙和维生素 D 等营养素，常吃燕麦不会引发骨质疏

松。 郭峰

luezhiyierK 略知一二

根据现有数据，规范治疗后，生育并不影响乳腺癌患者的长期

生存。尽管某些治疗可能影响生育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乳腺癌患

者无法生育。许多乳腺癌患者在治疗后仍能成功怀孕并生下健康

的宝宝。甚至有研究表明，成功生育的乳腺癌患者预后更好，但这

一结果受多种因素影响，并不意味着生育能改善预后。专家共识指

出，一般辅助化疗结束后 2~3 年可以考虑怀孕。高风险或需长期辅

助内分泌治疗的患者,建议延长至 5 年或更久。为避免抗肿瘤治疗

对胎儿的影响，建议停止治疗 6 个月后再计划生育。乳腺癌患者在

治疗过程中应与医生密切沟通, 了解自身情况和可行的生育选择,
以制定个体化的治疗和生育计划。 丁明骥

11 月 20 日，第三届岳麓书会悦科普“讲书吧！少年”科普进校
园系列活动走进湖南师大附中高新实验中学，为师生们带来一场
科普盛宴。 姻 蔡娟摄

银杏果能降脂降压没有科学依据

常吃燕麦会引发骨质疏松法不准确

生育并不影响乳腺癌患者的长期生存

科普述评
kepushupingK

姻 毕文婷

提到科普的受众，你会想到哪些

人？是有“十万个为什么”的中小学生，

还是“活到老学到老”的爷爷奶奶？诚

然，这两组群体是科普工作的重要对

象，而常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高校大

学生，是否也应该是科普的重点关注对

象呢？围绕中国科普研究所提出的大学

生学术型科普需求研究课题，中国科普

研究所与北京理工大学合作的研究团

队在全国 35 所高校中展开调研，得出

了肯定答案。

承担课题研究任务的北京理工大

学经济学院特聘副研究员陈燕表示，与

中小学生不同，大学生的知识水平相对

较高，创新教育和科研任务更加重要，

因此，他们对于科普的需求不仅包括通

识性科普，而且增加了针对性更强的学

术型科普。调研结果显示，92%的学生认

为学术型科普重要或十分重要。

“提纯”网络知识，

衔接基础教育和科研指导

什么是学术型科普？课题组研究认

为，学术型科普应以服务创新人才培养

为目标，以提高科研兴趣、提供基础科

研资源、普及科研方法、促进科学前沿

传播和跨学科交叉为主要内容的高级

科普。在我国，现行高等教育体系中贯

通衔接高校基础课程教育和导师制科

研指导，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补充。

调查中发现，79%的学生通过哔哩

哔哩、抖音等视频平台获取相关知识，

59%的学生通过知乎、贴吧等社交媒体

学习，“但这些平台的知识供给水平良

莠不齐，很容易让学生陷入误区，亟须

开发多层次、系统化的综合型学术科普

平台，为学生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学

术科普服务，避免学生零散、盲目地寻

找学习资源。”

对此，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人

工智能中心工程师郑松表示赞同，“我

曾经指导的一名学生，误将搜索引擎提

供的内容信以为真。如果能够通过学术

型科普推动搭建专业科研平台，‘提纯’

网络中的知识，对学生成长是非常有帮

助的。”

权威性、综合性和启发性

三点最重要

综合型学术科普平台要有哪些特

征？权威性、综合性、启发性是学生们

最看重的三点。此外，75%的受访者认

为，平台应具备资源分享、下载及智能

搜索功能，超过 60%的学生对平台的

问答社区和实时答疑服务提出了需

求。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

授魏春景表示，北京大学已经在校内开

展了专家学术讲座，未来，全国性的学

术科普平台建设可以先从前沿讲座的

“破壁”入手，通过网络直播或录播的方

式，将各高校的讲座分享到学术科普平

台，打破线下讲座的地理限制，让更多

学生获益。数据显示，69%的受访学生对

具有动态性质的专家讲座、学术报告表

达了偏好。

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很多学

生表示，不会或无法熟练操作科研工具

类软件、对文献与数据等学术资源的获

取方法了解不足。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

院研究生范鑫宇告诉笔者，使用工具类

软件前会到视频平台寻找教程，但是这

些视频提供的都只是适应于一般场景

的操作方法，面对专业问题时，很难找

到解决方案。

调研发现，工具类软件的需求随年

级升高而呈现下降趋势，但仍然保持

70%左右的较高比例。“学术型科普需要

在工具使用上弥补高等教育体系中基

础性科研教育的不足，搭建起课程教学

与科研实践之间的桥梁。”陈燕说。

同时，学术型科普也要注意与未来

职业的结合，以吸引更多学生的关注和

兴趣。“并不是所有大学生都会扎根科

研院所，更多人还是要进入企业工作

的。”中国科普研究所科普理论与政策

研究室主任谢小军坦言，大学生科普还

要围绕“如何让更多学生觉得有用”这

一点下功夫。

大学生对于科普的诉求与社会大

众有什么不一样？这是需要持续探索的

话题。“学术型科普为大学生科普工作

提供了一个方向，但还要通过更多调研

与实践来进一步完善。”谢小军说。

kepushehuihuaK 科普社会化

“讲书吧！少年”
科普活动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