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氧化碳转化成的液体燃料看上

去清澈透明。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摄

在科学表演比赛中，各参赛队通过一个个故事展演，寓教于乐，阐释科技知

识。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本报记者 沈湫莎

教科卫 公告

电视节目如何让人重拾文化渴望
专家汇聚华东师大共同探讨“朗读者现象”———

今年上半年，以《朗读者》为代表的

一类电视节目给电视荧屏带来 一 股 清

流，让人们重拾内心深处的文化渴望。一
档好的电视节目的影响力不仅是在播放

时留住了电视机前的观众， 每期节目的

“余韵”更是化为金句在网络上流传。
在日前举行的第十届上海大学生电

视节之“朗读者现象”研讨会上，《朗读者》
制片人、 主持人董卿回到母校华东师范大

学，与专家共同探讨“朗读者现象”，为电视

节目如何在新时代直抵人心出谋划策。

眼泪成为节目的高频词

著名影评人、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

语学院教授毛尖搜了关于《朗读者》成百

上千个新闻标题，几乎篇篇涉“泪”。在她

看来，关于《朗读者》的报道中，哽咽、热

泪盈眶、泣不成声肯定是高频词，而在电

视节目中，只要嘉宾、主持人眼眶中泪光

闪闪，镜头一定给予特写。
《朗读者》 一经推出就引起巨大反

响，也收获了极大的美誉度。不过让毛尖

有点诧异的是， 一些看起来不苟言笑的

嘉宾走上这个舞台， 在朗读前的互动环

节中，往往就已经饱含热泪，这也使得这

个节目有点“软弱”。
这让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

认为， 网络热搜对这一表达手段给出的

反馈是，比起朗读内容本身，人们更容易

记住朗读者的表演。所以，华东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院长袁筱一并不认为《朗读者》
会让更多人去读著名翻译家许渊冲 （第
一期节目嘉宾）的作品。 “其价值更多在

于让人们认识了许老先生吧。 ”她说。

比眼泪分量更重的是克制

为做好这一节目， 董卿制作团队花

一年时间建了“读库”，有几百个篇目。董
卿说：“每一篇都是我们在办公室读过、
筛过的，甚至有一些，叫我当场落泪。 ”

毛尖提到， 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
让人领略过另一种力量： 电影 《江姐》
中，江姐看到自己的丈夫已经被敌人杀

害 ，没有嚎啕大哭 ，而是噙着泪大步向

前；《战争与和平》的男主角要上战场前

想找老伯爵告别 ，却收到了 “既然要上

战场了，还来告什么别”这样的回复；李

斯特弹钢琴被母亲听出了感情，上去就

是个耳光。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国华则

认为， 伟大的文学作品会触动人们共同

情感，但单纯以感情作为挑选指标，会遗

漏很多伟大作品。 比如他无法想象有人

用饱含深情的声音朗诵卡夫卡的作品，
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在现实生活中未

必那么讨喜， 这个形象存在的更大意义

在于让人反思。

吸引人的是情，形成共鸣
的是理

据《朗读者》总导演田梅透露，第二

季正在筹备中。毛尖认为，作为央视出品

的具有风向标性质的电视节目 ，《朗读

者》承担着传递价值、培养情操和美学的

重任， 更需要探索在当代如何从内容层

面吸引人的问题。
朱国华表示， 文字最擅长的是带来

批判性的思想和给人以启迪， 这恰恰可

能是在感官满足已经饱和的当下人们的

追求。 事实上，《朗读者》的走红，也正是

迎合人们对不狗血、不煽情的追求，让人

们重拾内心深处的文化渴望。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

说，《朗读者》吸引人的是情，而真正能形

成共鸣的是理。对于《朗读者》，我们不应

该苛责，但我们希望它做得更好。

科学表演有时需要做点“减法”
第五届全国科技馆辅导员大赛决赛举行

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如果你昨天

突然走进全国科技馆辅导员大赛决赛现

场，没准以为来到了“我要上春晚”的舞

台，节目进行中时，这种感觉更强烈———
虚拟现实、动作捕捉、声光电影齐上阵，
让人眼花缭乱。最终，上海科技馆看似简

单的《人声与电子合成器》获得一等奖，
这个节目台上也只有一人， 表演也只是

一段 8 分钟的脱口秀。
参与《人声与电子合成器》的节目的

共 4 人 ， 除了控制音响和放 PPT 的以

外，绝大部分时间，舞台上只有一个穿着

随意的小伙子表演口技。小号声、蚊子嗡

嗡声、 蒙古族特殊的歌曲演唱方法 “呼
麦 ” ……10 种声音被他模仿得惟妙惟

肖，更关键的是，配合这些声音，还有不

同的震动波形展示出来。
全国科技馆辅导员大赛两年举行一

届，今年已经是第五届。 此次不少参赛项

目都在特效中做足了文章，整块 LED 屏幕

做背景或变换出绽放的红花，或显示出袅

袅烟雾；动作捕捉技术则完全展示了人与

猩猩骨骼的不同，让人忍俊不禁……
但是，最受欢迎的却是做了“减法”的

一些科学表演。上海科技馆的节目中全部

“科学表演”就维系在表演者一张嘴上。
上海科技馆原展示教育处处长竺大

镛说， 过去的科学表演一度流行 “说相

声”， 常常是一个人提问， 引出 “聪明

人” 的解答。 此后， 不少科技声光影像

的加入， 都让科学表演给人留下深刻的

印象。
“科学表演最主要的是创意， 虽然表

现形式是吸引人的一种手段，但归根结底

要回归到内容上来。 表演太多，对科学传

播也许是一种伤害。 ”上海科技馆副馆长

梁兆正说，过去，判断科普成功与否，是观

众记住了没有，但是“如今我们认为，如果

我们的表演哪怕让一个孩子对科学有了

兴趣，愿意去探索科学，就是成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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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340℃一步“变”汽油
中科院上海高研院找到合适催化剂，实现化工业界数十年的梦想

本报讯 （首席记者许琦敏）把生就

一副惰性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直接变成

汽油一样的液体燃料？ 这可是化工业界

花了二三十年，也没实现的梦想。 如今，
这个梦想被来自中国科学院高等研究院

和上海科技大学的专家实现了。 北京时

间昨天 23 时， 国际著名学术期刊 《自

然-化学》 发表了这个既能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又能增加绿色能源的新成果。
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温室气体， 我

国是二氧化碳排放大国， 正面临严峻的

减排压力。 可同时， 二氧化碳也是自然

界大量存在的 “碳源” 化合物， 若能借

助清洁能源， 比如太阳能、 风能、 核能

等， 从水中获得廉价的氢气， 再让二氧

化碳与氢气变成有用的化学品或燃料，
则可同时得到 “一石三鸟” 的好处———
解决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导致的环

境问题， 减少人类社会对化石燃料的过

度依赖， 同时这也为可再生能源的存储

提供一种途径。
汽油和航空煤油等烃类化合物是重

要的运输燃料 ， 在世界范围内 应 用 广

泛、 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著名诺贝尔

化 学 奖 获 得 者 乔 治·欧 拉 教 授 提 出 了

“人工碳循环” 的概念———若借助替代

能源 ， 将二氧化碳直接转化为 液 体 燃

料， 可使整个碳循环更加有效。
然而， 由于二氧化碳分子的化学惰

性， 让它变成甲醇、 甲烷、 一氧化碳等

小分子很容易， 可要变成含有更高能量

的高碳化合物， 比如乙醇、 汽油等， 就

非常困难。 “如果耗费很多能量， 才能

把二氧化碳变汽油， 就不值得了。” 中

科院高研院院长助理魏伟说， 因为科学

家已经成功通过三步化学反应， 将二氧

化碳变成汽油， 可成本太高， 根本不适

合产业化。
在高研院对面的上海科技大学物质

学院， 有很多国际著名的材料学教授，
他们在基础研究领域有着强劲的科研实

力。 从催化剂原理研究入手， 两个科研

机构的科学家组成了中科院低碳转化科

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 通过多年攻关，
终于找到了一种催化剂， 可以让二氧化

碳变得活泼， 乐于与同伴牵手， 尤其是

与氢原子牵手， 变成与汽油主要成分相

当的液体燃料。

完成这一高难度挑战的， 是高研院

的孙予罕、钟良枢和高鹏研究员团队。他
们做出了奇特的双功能催化剂———先让

氧化铟表面的高度缺陷结构来让二氧化

碳变活泼，使它与氢原子牵手，再由分子

筛让碳原子一个个连接起来， 得到人们

需要的汽油分子。
在实验室， 记者看到了这种透明得

像水一样的液体燃料。 “只需添加一定

的辅助物质， 使它满足汽车发动机的性

能要求， 它就能当汽油用了。” 魏伟说，
由于找到了合适的催化剂， 现在科学家

可以在 340℃的温和条件下， 让二氧化

碳和氢气一步到位， 变成汽油———选择

性超过 80%， 而产生甲烷等副产 品 不

到 1%， 而以往同类技术所产生的甲烷

超过 10%。
目前， 科学家已制备出了高机械强

度的工业尺寸颗粒的催化剂， 目前这套

工艺已具备了示范应用的条件。由此，该
工作也得到了杂志审稿人的高度评价，
被认为是二氧化碳转化领域的 一 大 突

破， 为二氧化碳转化为化学品及燃料提

供了重要平台。

层层把关确保高考评卷公平公正
全科目网上评卷继续实行，主观性试题评阅组首次成立

本报讯 （见习记者朱颖婕 通讯

员焦苇 思媛） 高考评卷工作正在规范

有序地进行。 记者昨天获悉，2017 年上

海秋季高考试卷总量近 15 万份， 继续

实行全科目网上评卷（除外语科目的小

语种），扫描题块数量超过 145 万个。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网上评卷前，

高速扫描仪将把考生书写的答卷扫入

计算机存储， 计算机将答卷按设计的

条块分割成若干部分。 评卷时， 计算

机将分块的答卷随机发送到评卷教师

的电脑屏幕上， 一切过程都在计算机

网络系统上进行。 每一题均由两位教

师分别评阅， 两位教师的评分误差在

规定范围内， 即取平均值； 若超过规

定范围， 则计算机再将试题发送给第

三位教师评阅， 以此类推， 直至误差

控制在设定的范围内。 除网上评卷外，
答卷的保管、 传送、 登分、 加分等步

骤一并在计算机网络上进行， 这也将

使网上评卷工作安全、 可靠。
在高考各科目评卷中，高考语文作

文历来备受关注。语文评卷组相关负责

人表示，上海有一整套完善机制确保评

卷公平公正。 据悉，从 2009 年开始，上
海已对数百名资深语文教师进行多轮

培训，迄今累计培训了 1300 余人。通过

严格考核，优中选优，最终从中遴选出

600 多名核心骨干教师，授予高考作文

评卷“上岗证”，淘汰率约 50%。 这 600
多名核心骨干教师，构成了高考作文评

卷的“专家库”。同时，高考评卷过程中，

还有多重检查、抽查、质检机制，对评卷

质量进行全程监督。
而对于拟评为 “不及格” 和 “一

类卷 ” 的作文 ， 须经 4 步严格 把 关 ，
除了一评、 二评、 仲裁外， 评卷中心

组的所有成员都要一一过目， 确保学

生能够获得最公平公正的评价， 同时

令优秀作文脱颖而出。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阅卷组首次

成立了主观性试题评阅组。 据语文阅

卷组负责人介绍， 今年是新高考元年，
语文试卷更关注学生的语文能力和核

心素养 ， 尤其是语文主观性试 题 中 ，
有些开放性的题目答案不唯一。 为了

确保那些 “表述方式不同， 但中心思

想正确” 的答案得到公平公正的评阅，
今年专门成立的主观性试题评 阅 组 ，
将使得评卷老师有更充裕、 更集中的

时间讨论这类开放性题目。
据悉， 今年上海共有 1000 余名高

水平的教师和工作人员参与评卷。 整

个评卷工作将于 6 月 22 日前完成， 6
月 23 日公布高考成绩。

昨 天 ， 副 市 长 翁 铁 慧 一 行 来 到

2017 年秋季高考语文科目评卷点， 视

察正在进行的秋季高考评卷工作， 并

慰问参与评卷的教师和工作人员。

三级防控补上慢性病防治“短板”
松江区建立沪上首个慢阻肺诊疗信息平台

本报讯 (记者陈青 )患病率高 、知

晓率低、治疗率低、致死率高，慢阻肺已

经成为各种慢性病防治中的“短板”。 松

江区中心医院借助互联网和手机 App，
开发了全市首个慢阻肺分级诊疗信息平

台，并与松江区域内 15 家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联合， 建立起了 “医院—社区—家

庭”的慢阻肺防治模式。这是记者昨天获

悉的消息。
据悉， 这种三级防控系统是目前最

为有效的从“疾病早期预防、早期诊断到

疾病临床规范化防治”的手段。
有数据显示，在我国 40 岁及以上人

群中， 慢阻肺 （COPD） 的患病率高达

11.3%。 然而，近三分之二的人并不知道

自己患有此病， 大量患者长期处于未诊

断和无干预状态， 等到症状明显再就诊

往往已错过最佳治疗时间， 同时病情也

非常严重了。 世界卫生组织已将慢阻肺

列为人类第三大致死病症。按此估算，松
江区有一两万慢阻肺患者。

据介绍， 松江区中心医院成立的慢

阻肺诊疗信息平台通过初筛、肺功能、诊
断与病情评估、治疗、继续教育、个人中

心六大功能模块可建立全区慢阻肺患者

信息库，根据松江区居民卫生健康档案，
筛选出已经诊断为“慢阻肺、慢性支气管

炎、肺气肿、哮喘”等患者，进行肺功能测

试，并将按照国际通行的诊断标准，建立

慢阻肺患者库，并进行规范诊治。对于不

符合慢阻肺的人群， 松江区中心医院将

按一般人群 、COPD 高危人群分级进行

干预； 对明确诊断的病人按照慢阻肺诊

疗指南，实施分级诊疗：稳定期则进行社

区医院随访； 急性加重后双向会诊和转

诊。 慢阻肺分级诊疗信息平台还为医院

提供了相关量表和评价指标为医生提供

科学筛查和诊断依据。
据了解， 这一信息平台目前已可实

现 15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和

区中心医院呼吸专科医生之间互通，平

台(医—医平台)中录入患者 3000 余名，
预计到今年底， 信息平台内慢阻肺患者

信息将超过 10000 名， 最终实现全区域

内慢阻肺病人“医院—社区—家庭”分级

诊疗。
依托松江区慢阻肺分级诊疗平台开

展的慢阻肺分级诊疗， 是以松江区中心

医院为主导开展的区域康复体系、 腹透

下社区、 区域高血压心电监测移动医疗

平台后第四个分级诊疗项目。

2017 年 上

海秋季高考评卷

工作正在有序进

行。 李立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