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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科普示范社区”温州鹿城区滨江街道洪殿社区，通过举办科普培训
班，大力提升辖区内青少年学生的科学素养。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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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互联网了解世界，参观科技馆、博物馆增长见
识，关注环境信息自我保护，这些在中国十分常态化的
生活现象，正暗合了国际通行标准对公民科学素质水平
的考量。

近日，中国科协发布了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的
调查结果。数据显示，2015 年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
比例达到了6.20%，共有20个省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已经
超过了“十二五”定下的5%目标。

“这充分说明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已经进入快速增
长阶段，这也为我国到 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科协相关人士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道。

5年来公民科学素质大幅提升

1992年以来，中国科协相继展开了9次公民科学素质
的调查。相比于2010年第八次调查结果的3.27%，今年具
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6.20%，提高了近90%。

“5 年来，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总体水平大幅提升，完
成了‘十二五’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超过5％的目标任
务。”面对调查结果，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徐延豪这样表
示。

而在中国的众多区域中，上海、北京和天津的公民
科学素质水平分别为18.71％、17.56％和12.00％，位居全
国前三位，分别达到美国和欧洲世纪之交的水平。

“这 3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总体较好。公众在经济
社会达到一定程度后，自身的需求从物质转向更高层次
的精神需求，对科技的需求和满足自我发展的需求更加
重视。”中国科协的工作人员表示，与全国其他地方相
比，这3个地区科技、教育基础好，高校院所多，科技工
作者、教育工作者及在校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在全国排
在前列。这是京津沪在公民科学素养方面较为领先的原
因。

另外，这3个地方科普服务能力较高，科技馆、自然
博物馆等科普场所设施较为完善，同时积极开展各类科
技教育、传播和普及活动，这些举措也均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为公民获得科学知识和科学信息提供了更多机会。

此外，报告还显示，公民利用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
获取科技信息的比例达到 53.4%，比 2010年的 26.6%提高
了 一 倍 多 ， 已 经 超 过 了 报 纸 （38.5%）， 仅 次 于 电 视

（93.4%），位居第二。在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中，高达
91.2%的公民通过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获取科技信息，互
联网已成为具备科学素质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第一渠道。

“抗生素能否杀死病毒”列为考察问题

抗生素能不能杀死病毒？我们呼吸的氧气是否来源
于植物？婴儿的性别由父亲决定吗？……这些问题活泼
生动接地气，方便普通民众的回答。而它们正是出自于
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的调查问卷。

相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像你是否知道分子、DNA、
辐射等词汇？地球的中心是不是非常热？电子是不是比
原子小？光速是否比声速快？乙肝会如何进行传播等也
都列入了问卷之中。

此外，问卷涉及的问题还有你通过哪些渠道获取科
技信息？是否参加过科技周、科技展览等科普活动？是
否会去自然博物馆、科技园区等科技类场馆了解科技知
识等等。

据介绍，第九次调查的另一个亮点就是实现了实时
无纸化调查。依托自主研发的“公民科学素质数据采集
与管理系统”和专业调查团队，1500 台平板电脑成为入
户面访的重要工具，最终获得了涵盖问卷信息、面访录
音、随机拍照、调查员行程路线和调查点 GPS 信息等超
过 500GB 的数据资料。因此，也被称为是一次“互联
网+”的调查。

在 2015 年 3 月至 8 月期间，调查组以大陆 31 个省区

市18-69岁的公民为对象进行抽样调查，共回收有效样本
69832份。为了确保数据科学合理有效，调查团队加强了
对数据质量的把控，对回收问卷进行了剔除不合格问
卷、消极作答、高度相似问卷等处理工作，并通过双重
数据比对计算来杜绝人为操作的失误。“这很好地满足了
对31个省区市在相同估计精度下的评估要求。”中国科协
方面介绍说。

破解网络中的“伪科学”还需时日

纵观9次调查，中国科协认为，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
设从缓慢增长到稳步提升，现在已经进入到快速增长阶
段。这种趋势也符合发达国家公民科学素质发展的进
程。而今年的调查，也反应出我国公民对科技事业的高
度关注和积极支持。

尽管总体态势良好，但是 2015年的调查报告也重点
指出：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发展不平衡，公民科学素
质建设任重道远。比如沿海发达地区与西部内陆落后地
区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差距
进一步拉大，农民和妇女
的科学素质水平仍然偏
低、提升较慢。

据媒体报道，去年
10 月以来，由于担心受
到辐射影响，吉林长春净
月高新区绿色家园小区部
分业主多次投诉要求关闭
附近的通信基站。虽然政
府相关部门、运营商多次
沟通、解释、协调，仍无
法取得广大居民的理解和
支持。最终，小区附近的
基站暂停了信号发射的设
施，但小区移动通信服务
受到严重影响，出现信号
弱、通信质量差、通话容
易断线，无法上网、无法登
录微信、QQ等现象……
居民不信科学的盲目行为
带来了日常生活中的不
便。

而关于食品安全的谣
言更是在生活中随处可

见。互联网既成为公众获取科技知识、提高科学素质的
渠道，也加速了谣言的滋生。根据社科院最新发布的

《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网络谣言中食品安全方面的占
到45%，位居第一位。今年春天，“北京昌平区草莓或致
癌”的消息直接导致了草莓销量“滑铁卢”。

为了肃清网络食品谣言、传播科学知识，新华网联
合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中国营养学会等，于 8 月 28
日成立了中国食品辟谣联盟 （CFRA），邀请食品领域专
家、法律学者、媒体人士等对网络谣言进行梳理、分析
和发布。除此之外，还将建立黑名单机制，针对被举报
较多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网络警示，结合线上线下的活
动，推广科普安全知识。这样的措施也体现在其他领域

“反谣言、真科普”的活动中。
中国科协表示，将继续推动把公民科学素质指标纳

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推进公民
科学素质建设共建机制，定期开展公民科学素质监测评
估，促进全民科学素质的提高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
施。

中国暗物质探测卫星升空在即
本报记者 李 贞

天高地阔，宇宙无穷。当我们仰望星空，面对的是太多未知的奥秘。对此，人类从未停止

过孜孜求索的步伐。在天文学界、物理学界所关注的待解之谜中，极为神秘的“暗物质”可谓

是焦点话题。而现在，或许可以说，我们离破解暗物质的秘密又近了一步：由中国科学院空间

科学战略先导专项支持研制的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DAMPE），目前已完成研制并整体交付，并

将于2015年底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择机发射。

当被问及“到底什么是暗物质”时，连
暗物质卫星科学应用系统的副总设计师范一
中也要笑着说：“诚实地讲，目前世界上最
顶尖的物理学家，也不确凿知道它究竟是什
么。”

暗物质无法被感知，有人戏称它是宇宙
中的“幽灵”，可以说，我们身体周围每时
每刻都有暗物质穿过，而你却毫无察觉。

暗物质卫星首席科学家、紫金山天文台
研究员常进介绍说：“宇宙中，我们能看见
的物质，都因为带有电子而能‘发光’，而
我们能触碰一张桌子、一面墙，感觉到它们
的存在，是因为有电磁场的相互作用。与此
不同，暗物质是不带电荷的，也没有电磁场
的相互作用，能像幽灵一样穿透阻碍物，不
着痕迹地从身边飞走，因此尽管我们周围存
在暗物质，例如平均 1立方厘米的空气中可
能就有上千颗暗物质粒子，但并不能为我们
所看到或感觉到。”

既然如此，科学家们又是怎么发现暗物
质的存在的呢？据范一中讲解，暗物质的存
在有很多证据。例如科学家们在进行普通的
天文学研究时，发现我们所能观测到的物
质，即星系中发光物质的质量，要远小于其
吸引力所需要的质量。用力学方法测出的质
量往往比用光度方法测出的质量大得多，甚
至有量级之差。通过行星围绕恒星旋转速度
变化的异常，可以进一步推断，在人类已知
的物质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物质存在。

另外还有“引力透镜”学说也被用以解
释暗物质的存在。我们知道光线通过玻璃透
镜会偏转，同样，宇宙线在通过大质量的物
质周围时也会发生偏转。科学家们在研究子

弹头星系团时发现，主要导致光
线发生偏转的地方并没有看得见的物
质存在，这说明，有一种我们所看不到
的暗物质存在。

范一中总结暗物质的性质是“不发光，
却有引力”。暗物质粒子寿命长，远大于137
亿年；质量比质子大；作用弱，无法被感
知。而且宇宙中的暗物质要比可见物质多得
多。据常进介绍，天文观测表明，宇宙中最
重要的成分是暗物质和暗能量，暗物质占宇
宙 25%，暗能量占 70%，通常所观测到的普
通物质只占宇宙质量5%。

那么，去探究如此神秘的暗物质，又对
我们的实际生活有何作用呢？常进表示，目
前探索暗物质的征途才刚刚起步，其实际作
用尚未明朗。我
们首先要了解暗
物 质 的 物 理 性
质，才能进一步
谈 发 展 和 应 用 。
许多科学在起步
之初，也都不能
预见其今后对人
类 生 活 的 作 用 ，
例如没人会预见
量子力学对后来
手机、电脑的贡
献。这正是科学
发展推动人类进
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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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暗”求索：领先国际的探测卫星

作为前沿科学课题，暗物质探测为世界最顶尖的
科学家们所关注。常进认为，在2000年前后，国际科学
界进入了空间探测时代。而对于暗物质的探测，目前
各国仍都在探索阶段，这对中国来说是种机遇，可以
说我们在此领域上与世界同步。如果能尽快实现对暗
物质的成功探测，则有可能取得领先国际的成果。

探测暗物质的方法目前有三种：直接探测、间接
探测和对撞机探测。直接探测是探测暗物质粒子与普
通粒子碰撞后，后者得到的能量反冲信号。在美剧《生
活大爆炸》中出现的谢尔登进入矿洞探测暗物质的情
节，便是直接探测。目前，各国有不少这样项目，其中

我国四川锦屏的地下实验
室是目前世界上最深的研究暗物

质实验室。对撞机探测则是用两束高
能粒子对撞产生暗物质粒子，这种实验花费

极为高昂。在欧洲核子中心，有此方面的研
究，但目前尚未发现新的证据。

而我国即将发射的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属于间
接探测，原理是在宇宙中探测暗物质粒子湮灭后产
生的明物质，通过探测宇宙线及伽马射线能间接地
研究暗物质粒子。据暗物质卫星科学应用系统
总设计师伍建介绍，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
的原理可以比喻为一个底片曝光过程，

宇宙线穿过探测机时发生作
用，探测机把信号记录下来，从
而判断粒子的类型、电荷、能量大小
等。目前美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都
发射或放置过探测暗物质的仪器，包括丁肇
中先生研制并放置在国际空间站的阿尔法磁谱仪
2号。今年 8月，日本也发射了量能器电子望远镜，
此项目与我们即将发射的卫星研究目标较为接近。

据介绍，我国的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是中国科
学卫星系列的首发星，于 2011年底立项，计划于今
年 12月发射。相比世界上其他已经开展的暗物质探
测项目，我国发射此颗卫星的优势首先在于我们经
过了长时间的积累，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作为暗
物质卫星的首席科学家，常进研究员早在 1998年就
开始研究暗物质探测的新方法。受制于当时国内的
科研条件，他早年于国外进行研究，在 2008年发表
的科研成果引起了轰动。2010 年后，我国开始大力
发展科学卫星，常进归国后投入研究工作，为我国
此领域发展带来了优势。卫星发射成功后，需要花
费6个月到1年的时间来收集并传回数据，后续将会
有百余人的科研团队来分析这些数据，得出科研结
果。此外，我国此颗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的成本约
为1亿美元，远低于其他国家探测卫星的成本。这得
益于我国近年来基础工业的发展，使得卫星的许多
元器件来自国产，大大降低了制造费用。

常进称，此颗暗物质卫星是迄今为止观测能段
范围最宽、能量分辨率最优的空间探测器，超过国
际上所有同类探测器，为暗物质探测研究开辟了一
个新的观测窗口。此外，此颗卫星还将在研究宇宙
线起源和伽马射线等方面做出贡献，推动我国空间科
学发展。

国人科学素质如何来衡量？
——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综述

柴逸扉 谭 思 宇康晰 史 哲

近日，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征名活动启动仪式举行。全球网民可登陆人
民网，为暗物质卫星提供命名建议，特等奖的获奖者还有机会亲临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现场观摩卫星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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