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 甘肃省流动科技馆服务团队（团队

成员：杨树奎、张兴中、黄玉辉）

推荐单位：甘肃省科学技术协会

团队负责人杨树奎，甘肃科技馆资源

管理部部长。团队将优质科学教育资源送

达甘肃省 14 个市州、86 个县区。10 年来，

争取流动科技馆展教资源 31 套，巡展 453
站，服务公众 1708.9 万人次。

② 龙乐豪

推荐单位：中国工程院一局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运载火箭技术

研究院运载火箭系列总设计师。弘扬航天

精神，传播航天知识，履行社会责任，为航

天科普事业做出突出贡献。

③ 田小川

推荐单位：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首席专家研究员。

创作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国防科普活动和

高收视率的节目，激励广大青年投身科技

报国事业。

④ 田艳涛

推荐单位：中国抗癌协会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胰胃外科主

任医师。长期致力于医学科普工作，围绕

老年人等群体开展多项科普活动；主编出

版 4部科普书籍，获多项奖励。

⑤ 冯 强

推荐单位：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体健中

心副主任。结合自身科研成果，发表科普文

章、开展科普讲座，累计受众逾 1.7亿人次。

⑥ 西藏那曲市聂荣县中学科普团队

推荐单位：中国科技馆发展基金会

团队负责人才吉，西藏那曲市聂荣县

中学校长。

学校教师积极投身青少年科技辅导

工作，给高原牧区的孩子们种下科技创新

的种子，学生多次获奖。

⑦ 李保国科技兴农专家团队（团队成

员：郭素萍、齐国辉、张雪梅、贾志华）

推荐单位：河北省科学技术协会

郭素萍研究员任队长，组建“李保国科

技兴农专家团队”，常年在全国各地义务开

展科技志愿培训活动，助力山区增收近 2
亿元。

⑧ 阿地里·阿不都热合曼

推荐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技

术协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科普宣

传员。长期从事儿童科普文学创作，发表

近 500 篇科普作品；建立塔城市剪报博物

馆 和 塔 城 西 部 科 普 图 书 馆 ，供 民 众 免 费

使用。

⑨ 袁亚湘

推荐单位：国家自然基金委科学传播

与成果转化中心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

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开展“好玩的数

学”等科普讲座，编辑出版《跨越时空的数

学家》等科普著作。

⑩ 韩喜球

推荐单位：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

我国大洋科考史上首位女首席科学家，走

进学校、媒体，走向国际，分享深海科考成

果，传递大洋科考精神。

一、年度十大科普人物
（根据首字笔画排序）

①《山川纪行——臧穆野外日记》图书

推荐单位：中国植物学会、中国科普作家

协会

由已故著名真菌学家臧穆创作，作品以优

美的手绘结合文字的形式，记录了第三极植

物、生态、地理等多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和科考

纪实，被誉为“当代科学界的‘徐霞客游记’”。

② 《中国历代疆域变化》（第十三版速

览）短视频

推荐单位：共青团中央宣传部

由史图馆创作，作品选取、整编了中国历

史上的数万个重大历史事件，绘制成 6000多张

地图，将近万年历史浓缩于 3分 44秒中。全网

浏览总量达数十亿次。

③《从 1G到 5G，中国经历了什么》短视频

推荐单位：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创作，回顾

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信技术的发展历程，视

频发布 72小时内全网曝光量突破 1亿。

④《古建奇谈——打开古建筑》（中国建

筑学会建筑科普书系）图书

推荐单位：中国建筑学会

由遗介创作，作品从中国古建筑起源讲

起，涵盖六大古建筑类型、五大古建筑趣味结

构和构筑物，从发展历史、建筑类型、建筑科

技、建筑保护等多个角度系统地阐释古建筑。

⑤ 冬梦飞扬——中国科技馆“科技冬

奥”主题展览

推荐单位：中国科学技术馆

由北京冬奥组委指导、中国科技馆策划推

出。展览面积约 2000平方米，全方位呈现了北

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的科技、文化与

艺术，线上线下累计服务公众超 2300万人次。

⑥ 百年韶华 科普为民——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百年科普展

推荐单位：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由中国科协主办，中国科普研究所和新

华网科普事业部承办，展览分为“救国”“兴

国”“富国”“强国”四大篇章，生动再现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开拓科普事业的百年历程和生动

实践，线上线下累计服务公众超 2000万人次。

⑦《医学的温度》图书

推荐单位：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由中国科学院院士、病理生理学家韩启德

编著，作品以“医学是人学，医道重温度”为主

题，审视快速发展的现代医学技术及其方向，

倡导发扬医学的人本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

⑧《典籍里的中国工匠》图书

推荐单位：中国农业历史学会

由詹船海创作，通过生动的语言和精美

的历史图片，系统梳理传统典籍中的各种发

明和工匠记录，并将其还原为鲜活生动的科

普故事。

⑨《神奇的嫦娥五号》影视片

推荐单位：中国公众科学素质促进联合

体秘书处

由中科海镁（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创作，共

12 集，每集 10 分钟，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嫦娥

五号从发射到“回家”全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和

核心技术等内容。全网浏览总量约 2.5亿次。

⑩《勇往直前的我们》影视片

推荐单位：应急管理部新闻宣传司

由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长沙市消防救

援支队携手湖南卫视共同打造，共 12 集，每集

约 100 分钟，聚焦长沙 3 个消防救援站的普通

消防员，带动全民关注消防救援安全话题。

二、年度十大科普作品
（根据首字笔画排序）

① 天宫开讲科普课，京港澳共话“太

空梦”，掀起全民航天科普热潮

2022 年，“元旦京港澳天宫对话”活动

举办，“天宫课堂”开讲，“解锁”新“太空教

室”——问天实验舱，天地互动点燃青少年

的航天梦想。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

法》修订实施，进一步明确科普是全社会的

共同责任

2022年1月1日，时隔14年再度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正式施行。新

法建立健全科学技术普及激励机制，提高全

体公民特别是青少年的科学文化素质。

③ 涡流制动、永磁牵引系统等多项自

主创新技术相继应用，中国高铁屡创佳绩

2022 年 4 月 21 日，我国自主研发的新

型复兴号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上线运行。该

车采用涡流制动、永磁牵引系统等 9 项新

技术，增强了安全性、效能性、经济性。

④ 2022 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成功

举行，引发科技界热议

2022年 8月 20日，2022世界机器人大会

开幕式在京举行，大会以“共创共享 共商

共赢”为主题，共有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余位嘉宾分享前沿学术成果和发展趋势。

⑤ 2022 年版标准地图和参考地图发

布，全民国家版图意识显著提升

2022 年 8 月 29 日是第十九个全国测绘

法宣传日。“国家版图意识进媒体”活动现

场发布 2022 年版标准地图和参考地图，共

计 646幅。全民国家版图意识显著提升。

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

工作的意见》

2022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

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提出到 2025 年，科

普服务创新发展的作用显著提升，公民具

备科学素质比例超过 15%。

⑦ 2022 年全国科普日掀起各地科普

热潮

2022 年 9 月 15 日至 21 日，全国科普日

活动在各地集中开展。自 2004 年以来，全

国科普日期间累计举办重点科普活动约

32.2 万场次。

⑧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

技、人才一体部署，明确提出加强国家科普

能力建设

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

教育、科技、人才进行统筹安排、一体部署，

并将“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作为提高全

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途径，以高质量

科普服务高质量发展。

⑨ 中国 6名航天员“太空会师”，开启

载人航天的新时代

2022 年 11 月 30 日，神舟十四号航天

员乘组与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

间站“太空会师”，中国空间站进入长期有

人驻留模式。

⑩ 新冠病毒感染实行“乙类乙管”

2022年12月26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公告，

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2023 年 1 月 8日起实施“乙类乙管”，最

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三、年度十大科普事件
（根据事件时间排序）

① 吃素就不会得脂肪肝

真相解读：长期吃素、营养不良、过度减

肥的人，也可能得脂肪肝。脂肪的代谢需要

载脂蛋白作为“交通工具”。蛋白质摄入不足

时，体内没有足够的载脂蛋白，肝脏就无法向

外运输多余的脂肪，这些脂肪就会堆积在肝

脏导致脂肪肝。

② 孩子生病后打针比吃药“好得快”

真相解读：口服药物多数会因肝脏的首

关消除作用，耐药性和不良反应的风险会降

低。而注射药物直接进入人体，不良反应风

险增加。通常在不适合口服给药的情况下，

才会选择注射方式给药。

③ 吃了橘子后做抗原或核酸检测会阳性

真相解读：吃橘子难以影响检测结果。

抗原检测时如操作正确，取样部位是鼻腔黏

膜，此处也不会接触到食物。而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通过扩增新冠病毒的核酸来判定结

果，该过程中要经过洗脱、纯化，杂质对检测

结果的影响微乎其微。

④ 土豆发芽，把芽削掉就可以吃

真相解读：龙葵素有毒，土豆发芽后，其

龙葵素含量会大大提高。一次摄入 200 毫克

龙葵素，即相当于食用约 30 克已经变青或者

发芽的土豆，就会使人中毒，严重时还会致

命。发芽严重的或无法判断发芽程度的土

豆，坚决不能食用。

⑤ O型血更招蚊子

真相解读：蚊子通过触角来识别人体散

发出的气味，通过气味来选择叮咬对象。而

人的气味主要由基因决定，这种差异跟血型

并无关系。易招蚊子的人一般可以采用物理

防护和化学驱蚊的办法。

⑥ 蜂蜜、大蒜能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

真相解读：蜂蜜、大蒜等并不能治疗幽门

螺杆菌感染。虽然细菌在蜂蜜中会因失水而

凋亡，但蜂蜜进入胃部会被稀释，无法达到杀

菌效果。大蒜素虽能抑制细菌生长，但进入

人体后会分解，也难以杀菌抑菌。

⑦ 感染新冠后要综合用药，这样好得快

真相解读：这 种 做 法 可 能 带 来 生 命 危

险。每种药物都有严格的用法用量，擅自服

用多种药物，容易危害人体健康。居家治疗

的患者，建议按照卫健委居家治疗指南用药，

不要自行联合用药。

⑧ 近视可以通过手术治愈

真相解读：近视不可逆。近视的原因是

眼轴变长。现阶段，包括手术、戴眼镜在内的

任何手段，只能矫正视力，而不能使眼轴变短

或恢复原状，也不能预防高度近视带来的并

发症。因此，近视预防更重要。

⑨ 可以靠只吃水果来减肥

真相解读：只 吃 水 果 难 以 减 肥 且 不 健

康。要想维持健康，需要蛋白质、脂肪、碳水

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等多种营养素。长期

只吃水果会导致身体营养不良，且部分水果

含糖量较高，过量食用体重甚至会增长。

⑩ 家附近有变电站很危险，需要搬家

真相解读：我国变电站的交流电频率为

50 赫兹，在电磁辐射领域属于极低频率，辐

射范围非常小，居民无需担心。同时，变电站

有一定的覆盖区域，即供电半径，超过供电半

径，就无法保证有效供电，因此城市变电站也

无法随意远离居民区。

四、年度十大科学辟谣榜
（排名不分先后）

典赞·2022科普中国特别报道

本报北京 3 月 29 日电

（刘俊、温超）26 日，“典赞·
2022 科普中国”揭晓盛典特

别节目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综 合 频 道 播 出 ，现 场 揭 晓

2022 年度十大科普人物、十

大科普作品、十大科普事件

和十大科学辟谣榜。特别节

目由中国科协、科技部、中华

全国总工会、中国科学院、中

国工程院、新华通讯社、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由

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

办公室、中国公众科学素质

促进联合体支持。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运载火

箭系列总设计师龙乐豪，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

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袁

亚湘，甘肃省流动科技馆服务

团队等 3个团队和 7名个人入

选“2022 年 度 十 大 科 普 人

物”；《医学的温度》图书等作

品入选“2022 年度十大科普

作品”；“党的二十大报告首

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部

署，明确提出加强国家科普

能力建设”等事件入选“2022
年度十大科普事件”；“吃素

就不会得脂肪肝”等谣言的真

相解读入选“2022 年度十大

科学辟谣榜”。

戚 发 轫 、邬 贺 铨 、陈 香

美、袁亚湘等院士，以及中国

科协专职副主席、书记处书

记孟庆海，科技部党组成员、

副部长李萌，中国科学院副

院 长 高 鸿 钧 ，人 民 日 报 社

副总编辑徐立京，新华通讯

社党组成员、副社长赵承，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党组成员、

副台长王晓真，中华全国总

工会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

邹震，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

记处书记兼中国科技馆馆长

殷皓等出席活动。

特别节目以“科普托起

强国梦，十年砥砺铸辉煌”为

主题，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

重大科普成果；邀请央企代表

讲述科普历程，穿插科技工作

者合唱的《科学之歌—— 梦

想的翅膀》、青年科普工作者

演绎的《奔跑的青春》MV 等

节目。

“典赞·科普中国”是由

中国科协牵头主办的一项评

选 年 度 科 普 典 型 的 活 动 盛

事，创始于 2015 年，已连续

举办 8 届，通过盘点年度科

普 的 人 物 、作 品 、事 件 和 谣

言，在促进全民科学素质提

升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已 成 为 科 普 领 域 影 响 力 最

大、最具权威性的品牌活动

之 一 。“ 典 赞·2022 科 普 中

国”年度评选共有包括相关

部委、央企、全国学会和省级

科 协 等 174 家 单 位 参 与 推

荐，参评项目共计 1213 项。

﹃
典
赞
·
二
〇
二
二
科
普
中
国
﹄

揭
晓
盛
典
举
办

本报北京 3 月 29 日电

（刘俊、温超）近日，在“典赞·
2022 科 普 中 国 ”揭 晓 盛 典

上，2023 年科普短视频创作

联合行动启动。该行动由中

国科协、中央网信办、科技部

联合指导，科普中国、学习强

国、中国科普网、人民日报视

频客户端、新华网、央视频、

光明网、抖音、快手、新浪、知

乎、哔哩哔哩、网易、腾讯等

14 家网络平台共同发起。

启动仪式上，各网络平

台 代 表 相 继 发 表 了 科 普 宣

言，共同向科技工作者和科

普工作者致敬，表示将努力

连 接 科 技 工 作 者 和 社 会 公

众 ，不 断 壮 大 科 普 力 量 ，共

创 科 普 生 态 ，共 享 科 学 精

彩 ，加 强 国 家 科 普 能 力 建

设，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科普短视频创作联合行

动将充分发挥各平台特色优

势 ，通 过 推 动 内 容 、形 式 创

新，鼓励和支持科技工作者

做科普，向全社会输出更多

更优质的科普资源，助力加

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联合

行动计划全年动员超过 100
万名科技工作者和科普创作

者参与，创作优质科普内容

全网传播，内容总传播量预

计超 100 亿人次。活动将遴

选各平台优质科普短视频并

评出“年度百大科普短视频”

和“年度十大科普短视频”。

2023年科普短视频创作联合行动启动

图①：年度十大科普人物颁奖现场。

图②：年度十大科普作品颁奖现场。

图③：科普短视频创作联合行动启动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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