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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

回望南极

观 天 下

入夏，今年北京比通常燥热得早。一
天，笔者到北京市东单办事，趁清晨出
门，顺便找一家早点铺，比较三四家，最
终选定一家叫“咔哥智能厨房“的餐厅，
走进去。

这家店面不大，餐厅也就20平方米
左右，摆着三排简易进餐桌椅。环视餐厅
环境，倒简洁干净。店里只有三五个穿短
衫的年轻人忙乎。正面是服务柜台。柜台
旁是后厨，灶具多在封闭的壁柜里，按客
人点的菜单由机器炒制，见不到油烟；后
厨也有一两位厨师，但多用于个别道菜的
炒制。我走到智能点菜单旁，点了一碗小
米粥，一个蔬菜肉包子，一个煮鸡蛋，用
手机微信支付款后，选一个位置坐下来，
发现来此就餐者众。看来，这个店很受欢
迎，利润可观。

在繁华街道建的这个小店之所以能赢
得顾客，有赚头，就在于运用了机器炒菜
技术，减少了人工成本，也解决了炒菜的
油烟困扰。近年来，智能技术的应用，大
大便捷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例子举不胜
举。仅以家居为例，比如智能门锁、自控
空气净化器、机器人除尘仪等技术的应
用，大大便捷并提升了人们的生活品质。

科学是什么？一般解释为科学是关于
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我们谈论
的应用于生产与生活中的科学，多是指自
然科学范畴。自然科学技术的应用，方便
人类生产与生活，提高生产力是第一要
义。但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其前提应

着眼于保护人类安全（当然，运用于战争
的科学技术，另当别论）。

有一种说法，科学是双刃剑。此话
不假。比如，有些科技产品，推广应用
于我们的生产与生活时，就有点顾此失
彼，忽视了对人类或生态伤害的一面。
前些时，一位朋友与我谈起，他所在宿
舍小区实施改造，统一换门窗。他嫌麻
烦，只换了阳台窗子。殊不知，换了阳
台窗时间不长，靠新窗玻璃旁的原来有
的一溜好好的盆栽花草都蔫了，叶子上
生出许多莫名其妙的虫子。一查原因，
出在玻璃上。原来，装修方提供的玻璃
窗上涂有一层无色的保护液膜，有毒性
作用，殃及了花草。

顾此失彼地应用于生产与生活中的科
技产品，何止类似这种液膜呢？又比如，
化肥的发明，是人类科技史上的一个重要
事件。化肥因营养元素含量高，营养全
面，对植物生长起速效催进作用，而一度
广受推崇；但随着人类对农产品安全的认
知度提升，种植者在施用化肥种植实践中
发现，过量或长期使用化肥，既会改变土
壤结构，也影响植物营养结构，导致土
壤酸碱化、植物体生长异常，出现诸如

果实变小、味道变得不好吃之类的弊
病。又比如，用于除虫除草的农药的发
明，当时为减少在田间除虫除草的人工
劳动确实起到重要作用，但人类逐渐发
现，使用后的农药，90%残留在环境中，
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对农产品本身的污
染，最终影响人类的健康。

所以，近年来追求高品质生活的人
们，排斥施过化肥或农药的农产品，而
选择不施农药化肥的生态农产品。农业
农村部和各地厅局在近些年的生产发展
计划里，也特地把“实现化肥农药使用
量负增长”纳入规划。

从农产品种植依赖化肥农药，到实现
化肥农药使用量负增长，这个过程，也印
证了人类从认识到实践，到再认识再实践
的渐进过程。这个渐进过程中，升华了科
技产品的使用如何保护人类的意识。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人民日报
高级记者，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

科 学 技 术 应 着 眼 于 保 护 人 类
□ 王 谨

“极地”号顺利渡过黄海、东海，
于 1988 年 11 月 22 日驶进琉球群岛的宫
古海峡，平稳地进入浩瀚的太平洋。
往后一个多星期内，太平洋风平浪静。

此次考察队队员中有一支十分特殊
的队伍——四川电视台电视连续剧 《长
城向南延伸》 的剧组成员。剧组 7 名成
员，其中有现今已经是全国著名影视演
员的张国立，当时他在剧中任副导演兼
木工郑毓山一角；还有曾在电影 《芙蓉
镇》 中饰演老支书的著名演员郑在石；
主角是曾经在话剧 《杨开慧》 一剧中扮
演“毛泽东”的金乃千同志。（可惜拍完

《长城向南延伸》后，他在归途中不幸病
逝，这是后话）。该剧的导演、制片、编
剧之—是四川电视台的高级导演唐毓
春。电视剧 《长城向南延伸》 的主要内
容是描述中国第一支南极考察队，克服
种种困难到乔治王岛建立南极“长城
站”的经历。

在太平洋驶往赤道的航行中，电视剧
组开始拍摄部分场景和故事。闲暇时，他
们有的人帮厨，有的人协助办 《极地之
声》小报，有的人帮水手干活，多方面体
验生活的同时，他们还培养了一大批临时
演员，就连我这个不会讲普通话，毫无文
艺细胞的人，也被他们拉进剧组充当了一
名慰问团的副团长。

为了活跃大家的生活，船上经常举办联欢会。每到
这时刻，电视剧组成员的表演特别受欢迎。张国立自编
自演的快板朗朗上口、节奏明快，绘声绘色；金乃千朗
诵的毛主席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声情并茂，感情
真挚。最可笑的是郑在石表演的模仿秀，能够活灵活现
地模仿出考察队里许多人的言谈举止，逗得大家捧腹大
笑。

烟波浩淼的太平洋并不总是风平浪静。渐渐的，风急
浪大起来，队员们都回舱室休息了，剧组却格外忙碌，许
多镜头必须赶在风急浪大时拍摄。有一次为拍一个风浪镜
头，几个演员坐在一、二层甲板之间的铁梯上等待开机
时，突然一个巨浪卷来，把他们全都掀翻在甲板上，个个
淋得像落汤鸡，连高级摄像机也被海水淋透了！从此以
后，演员们不再像以往那样只是扯开嗓门唱“大海呀大海
就像妈妈一样。”而是每当风急浪高，他们就苦着脸改
唱：“大海呀大海，就像后娘一样！”，一边唱着，一边照
样忙着。演员们吃苦耐劳幽默乐观的态度，逗得大家又好
笑又敬佩。

特别令我敬佩的是金乃千教授。那年他和我同是54
岁，我们两人都不太善于交际言谈，而且住舱邻近，所以
在船上成了常来常往的好朋友。他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研
究室的主任、教授，我是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船舶飞机处
的处长和高工，两人专业不同，爱好不同，却相处得十分
投缘。他多才多艺，不但会演戏，书法和篆刻也十分精
通。旅途中，他特意为我亲手制作了一枚“首日封”，上
边写了一首小诗：

半百涉重洋，
极地结新知；
海天本一色，
情深语话迟。
——首航东南极同龄好友王子怀兄雅正。

金乃千
金乃千对工作精益求精。拍戏时，每一个镜头他常常

主动要求连拍三次，以备选用。有一次，我去他住舱聊
天，他刚写完日记。只见日记扉页上写道：“人生难得几
回搏，搏它一次没白活！”。小书桌上还摆放着一枚一寸见
方的青石印章，是他不久前为自己镌刻的 3 个大篆体字
—— “南极翁”。我笑了，说：“你对南极可真是情深意
笃啊！”他也笑笑说：“你不也一样吗？我们都已年过半
百，能有机会远涉重洋到南极大陆建站，不容易呀！”

“极地”号在太平洋上继续南行。天气一天比一天
热起来。过不了几天，就可以到达赤道了。由于这段
航行相对来说比较平安顺利，队里许多同志被拉到剧
组拍“长城向南延伸”。大家齐心协力，决心要拍一部
我们中国人远航南极考察的正气歌。

太阳越来越火红。我们从青岛出发时是初冬时节，大
家还都穿着毛衣或棉衣，现在却只穿一件汗衫或衬衫就足
够了。这意味着赤道越来越临近了。

（王子怀为原国家海
洋局北海分局船舶飞机
处处长，张静为原国家
海洋局北海分局信息中
心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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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行业有句话叫“看颜色，识
成分”。黑土之所以是黑色，是因为它
的成分中含有更加丰富的暗黑色的腐
殖质。腐殖质不仅可以为植物生长提
供丰富的氮、磷、硫等营养成分，还
使黑土具有一种独特的结构——团粒
结构。腐殖质像胶水一样把土壤单颗
粒胶结成几毫米的团粒体，被叫做植
物根系的小水库和小肥料库，这些特
性可是粘土、沙土等望尘莫及的。所
以说，黑土肥力高，性状好，无愧于
土中之王的美誉。

我们通常提到黑土地就能想到东
北，那为什么我国的黑土地只分布在
东北地区呢？答案与东北四季分明的
气候有最直接的关系。夏日来临，雨
热同季，植被生长旺盛，地表有机物
积累量非常大，而秋冬时节，温度骤
降，有机物来不及分解便被积雪覆

盖。第二年温度升高时，微生物将植
物残体转化成腐殖质在土壤中积累。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才形成了如今
的黑土地！有研究表明，形成 1 厘米
厚的黑土层至少需要200年。

地球自形成以来，只为我们创造
了四大黑土带，除了我国东北平原，
黑土地还分布在美国密西西比平原、
乌克兰大平原和南美的潘帕斯草原，
由于土地肥沃，都是所在国家重要的
农产品基地。然而由于人们过度垦殖
和掠夺式经营，导致黑土发生了不同
程度的退化。乌克兰和美国都曾因毁
草开荒爆发过黑风暴事件。

那么，我国东北的黑土地身体状
况如何呢？自 2003 年以来，自然资源
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开始对黑土地进行
全面的体检。给黑土地做体检总共分
三步：第一步就是野外实地测量黑土

的厚度以及各项物理性质；第二步就
是采样化验，目前已经采集了 50 多万
件土壤样品，获取了百万精准数据；
第三步就是利用卫星遥感、航空高光
谱遥感等先进技术对黑土地进行快速
监测。于是，一份权威的黑土地体检
报告横空出世！

报告显示，东北黑土地整体清洁，
基本没有重金属污染，可以为我们生产
出安全放心的粮食。不仅如此，地质工
程师们还在黑龙江海伦等地区发现了大
量天然绿色富硒黑土地，所谓“天眼透
视黑土地，龙江遍开富硒花”。不过，
东北黑土地也有一点病了！与上世纪
80 年代的数据相比，东北平原的土壤
有机质含量已经下降了约13%，局部地
区存在水土流失、土壤板结等问题。如
果给黑土地下个诊断书，“营养失衡”
再贴切不过，建议通过秸秆还田、轮作

休耕等方式逐渐恢复黑土的有机质含量
和性状，还黑土地健康。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东北
时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
牢牢的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
该主要装中国粮”。东北黑土地是我国
最大的商品粮基地，每年生产出五分
之一的粮食，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压
舱石”。保护黑土地，任重而道远，东
北地质人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保
证黑土地不退化，不减少，打好黑土
保卫战，做好黑土卫士！

（作者系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
调查中心地质工程师。此文为 2019 年
全国科普讲解大赛二等奖作品讲解词）

黑龙江省三江平原黑土地（刘国栋拍摄于2019年5月）。

解 密 黑 土 地解 密 黑 土 地
□□ 刘刘 凯凯

科普讲解

土壤经常被叫做地球的皮肤，跟人有不同的肤色一样，
土壤亦然。在北京中山公园的社稷坛里，分布着五色土，青
红蓝白黑，五种颜色代表着广阔的中华大地。其中的黑土，
有人形容他是一两土出二两油，也有人说黑土地上插根筷子
也能发芽，因此黑土也被叫做“土中之王”，那么，黑土地到
底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长城向南延伸》主要演员金乃千
赠送作者的墨宝。

（上接第一版）
杨教授说，这个农民20多岁时就跟

着他们团队挖掘化石，如今50岁的他基
本能识别该产地中的化石类群，对整个
研究历史也较清楚。这个现象说明了公
众的科普旅游意识在提高，之所以选择
这个农民，就是因为他比一般导游懂得
更多的科学内涵，能用通俗的语言将深
奥的科学问题传达给大众。“所以我们
科学研究群体在做好研究的同时，应该
能多考虑通过科学普及这个桥梁让大众
了解我们，真正做到科技创新和科学普
及同等重要。”

这位“科学家导游”名叫刘锋，他
说每年有研学团队来到这里，暑期是高
峰，多来自北京和江浙一带，反倒贵州
本地来参观的较少。

“金钉子”如何进一步做旅游开发？
就古生物化石资源而言，贵州是一

个百宝囊，剑河“金钉子”的科学价值
如何真正体现出来呢？

“现在对这个点的开发和打造与它
的资源是非常不匹配的。”贵州省地质
学会秘书长廖莉萍表示，金钉子应该和
它附近的资源结合起来，“金钉子地学
旅游线路，应与其周边的旅游资源结合
起来，比如剑河温泉就是天然优势，除
了疗养泡浴外，还可考虑为游客介绍一
下该温泉的形成等知识。这里的革东断
层就与温泉的形成有关，可顺路考察革
东断层。同时参观附近的清水江组地层

标准剖面。金钉子剖面位于革东镇八郎
村，八郎村具有打造为古生物化石村的
优势，其山麓两边有保存非常完好的苗
寨古村落，也可以与民族文化旅游结合
起来。再远一点，台江县保存有这一带
最老的一个地层剖面，从台江到剑河，
可以串成一线，打造成一条完整的地学
科普及研学线路。同时，还可通过举办
国际、国内古生物学术交流活动及会议
扩大影响。现在研学非常火，也可做一
个整合，一定会发展得很好。

与会专家指出，科普旅游基地一定
要有深度科普游的意识，当前的旅游很
多止于“形象化参观”，即看到某山形
像猴子、大象，但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
样貌，在当前的旅游中，并不能给予一

个很好的解答。
参会的学生则结合自己的旅游经

验，分享了博物馆科普资源开发的想
法，科普景点目前在贵州存在现代化不
足的情况，例如借助 3D 动画等动态形
式可以很容易让游客做到喜闻乐见，不
知不觉达成了科普的效果。

将科普旅游打造成贵州旅游重要名片
与西安、南京、北京相比，贵州的

历史沉淀似要逊色不少。既然没有太多
的历史资源，那么自然资源就显得更为
重要了。

贵州大学副教授喻美艺指出，要把
科普旅游作为贵州省旅游发展的第一首
选。贵州省曾专门进行了全省的旅游资
源大普查，前期工作有了，现在是怎么

把成果做好的问题。科普旅游的两个路
径无非一个是现场参观自然资源，另一
个是去领略博物馆体系。地学是贵州最
有特色的亮点，不管是喀斯特资源还是
化石资源都在全国较有代表性。

如何做好所面临的第一个困境，
是这些自然资源的经营权和管理权这
两权的分离。地方政府想做好，但管
理权重不一定在你手上。伴随着凯里
生物群的研究推进，至今还没有一个
像样的博物馆体系展现出来。贵州省
科协做了很多工作，省科协电子博物
馆已经开始运作，搞了很多年，想搞
电 子 化 ， 做 电 子 博 物 馆 也 是 一 种 手
段，但现在大家重视程度还是不够，
没有系统做起来，当前需要大力去做。

喻美艺还就他组织的几次中美学生
联合考察的经验进一步指出了中美科普
教育的差距。贵州大学当时参与的全是
研究生，美国来的全是本科生和非地质
专业的学生。“我们的学生反倒在野外
操作的技能不如他们，为什么？他们很
多知识来源于地质公园，美国所有的国
家公园都有很完善的配套体系建设，美
国的中小学生从小学到中学不知要参观
多少次博物馆，他们将科普深深融入到
旅游中去了。科普旅游的意义还不能完
全用旅游的产值来衡量，因为它是针对
提高我国全民科学素质的工作，有更深
远的意义。科普旅游只有在现实生活中
推动，才可能真正有效果。”

“金钉子”有着“地球的年轮”和
地质学界的“奥林匹克金牌”之称。
2018年中国第11枚“金钉子”落户贵
州，一股地质科普游在贵州悄然兴起。

贵州省地矿局派驻六盘水市钟山区
脱贫攻坚工作组于2018年在月照社区双
洞村、独山村一带发现一处构造复杂、
外观奇特的古喀斯特地质遗迹。那里有
地层剖面遗迹、褶皱构造遗迹、断层构
造遗迹，喀斯特地貌奇观比比皆是，有
双洞盲谷、神雕峰、大硝洞，独山环状
绝壁，峰丛、洼地等等。

贵州省地矿局、钟山区积极将其打
造成为全国首家旅游地质文化村。地学
旅游文化村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审美
价值、科普价值、生态价值、人文价
值、经济价值，也是一项实施精准扶

贫、脱贫攻坚的创新举措、新尝试。
贵州省地质学会秘书长廖莉萍研究

员表示，创建地学旅游文化村等取得了
一些成果，在参观完兴义国家地质公园
之后，不妨参观文化村。

有专家指出，贵州地理对旅游存在限
制性条件，比如不像其他省份很密集，很
散，来一次只能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联
系到科普旅游，要注意点的密度。

贵州大学资源环境与工程学院院长
吴攀则提议应该在贵州大学筹建一个喀
斯特博物馆。

吴攀认为，全民科学素养提升是一
个系统工程，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投入必
不可少。要整合地质学会、旅游局、高
校等资源，形成联动，把大学生培养成
科普工作的后备军。在贵州大学建立一

个喀斯特博物馆就是很好的倡议，国际
上像东京大学就非常重视，国内如中国
地质大学、西北大学、吉林大学等都有
非常精致的地学展览馆。贵州地质资源
非常丰富，若贵州大学建地学科普馆，
仅学校每年一万新生入学，这样传递，
每名学生带1个家长来，就有至少两万
人参观。还可面向贵阳市民和周边高校
师生。

吴攀还提议编一系列地学科普旅游
手册。现在周末家长带着孩子到周围景
点郊游的特别多，如果能编一本介绍贵
阳周边地质环境的科普书，可以方便家
长带着孩子参观。

另外，他认为以点带面很重要，一
开始可选择性地找几个点，也可以先提
出来论证，先做几个样板出来，边做边

总结，最后推广。
贵州是一个宝地，动植物、中草

药，矿产资源都很丰富。
贵州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美

圣认为，贵州现在讲发展的故事讲得比
较好，但地质故事讲得还没那么好。搞
好科普旅游工作最重要的是顶层设计，
应该以良好的顶层设计来促发展。

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颜实则认
为，要做好科普旅游乃至科普工作，首
先需要从建设科普队伍出发。科普实际
上是一门行当，需要和专业人员有很好
的结合，而我国当前科普高端人才非常
缺乏，需要在科普人才培养方面多努
力；而如何让一般民众看了就爱上科
学，爱上地质专业，科普的创新也显得
非常重要。

从 “ 认 识 地 球 ” 到 “ 讲 好 地 球 故 事 ”

有余图 王谨写意

贵 州 ： 用 “ 金 钉 子 ” 做 强 科 普 游

你知道什么是真
正的“海洋”吗？海
与洋有何联系？二者
又有何区别？海洋对
全球气候变化有着什
么重要影响？

《知 识 就 是 力
量》 2019 年第 6 期聚
焦海洋，通过“你真
的认识海洋吗”“海
洋宝藏”“深海龙宫
孕育多彩生命”等专
题，揭开海洋的神秘
面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