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沈湫莎

发掘新奇炫酷外的第二眼惊喜
昨在雨中迎4.6万观众，科博会不只有喧嚣热闹的一面

要静下心来参观2018上海国际科普产

品博览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论是“飞

跃陆家嘴”虚拟过山车的刺激，还是光怪陆

离的极光体验， 都会让你处在一种亢奋状

态。 在昨天冒雨参观科博会的4.6万名观众

中，有人却在新奇炫酷的人气项目之外，发

现了“第二眼惊喜”。原来，科博会并不只有

喧嚣热闹的一面， 那些容易错过的安静展

项，只有细细体会才能品出其中的味道。

最“生活”的项目
七十二候

上海展览中心东一馆二楼过道处，上

海科技馆“天下”展厅的七十二候画静静地

挂在半空，没有屏幕、没有动画，亦没有虚

拟现实， 只有图纸上描绘的自然风光和风

土人情。许多人步履匆匆而过，有心人则会

在这里流连琢磨大半天时间。

中国人熟悉二十四节气，却不一定知道

每个节气又分三候，即初候、二候、三候，共

七十二候。 比如，刚刚过去的处暑节气就包

含“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三候。策

展人朱达一表示，七十二候是中国古人结合

天文、气象知识指导农事活动的历法，最早

见于农事历书 《夏小正》。 按照现代人的眼

光，地球每绕太阳公转15度就是一候，农耕

文明的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尽在其中。

雨水初候“獭祭鱼”说的是此时鱼肥而

出， 獭捕鱼后把它们放在岸边； 惊蛰初候

“桃始华” 描写的是桃花陆续开花的场景；

白露三候“群鸟养羞”指的是鸟类开始存储

粮食准备过冬……

“七十二候是一部古代先人生活劳作

的教科书。”朱达一说，两年前，他从四川美

术学院一位女生手中买下这套“七十二候”

的使用版权。此次，将它放在“天下”展厅最

中间的位置，是想告诉人们，天文学不仅研

究黑洞、引力波、中子星这些“烧脑”概念，

还关乎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和生活情趣。

最“浪漫”的项目
立方星

在位于上海展览中心西馆的航天展

区， 一只黑色手提箱里放着一个小小的立

方体，这就是最小的卫星———立方星。2015

年， 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载着四颗卫星飞

向太空，其中就有三颗立方星，它们负责监

测南北极融冰情况， 为北极航道勘探发挥

重要作用。

如今，这类高大上的明星航天器竟也“飞

入寻常百姓家”———普通人不仅摸得到，甚至

还能亲手做一个。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旗

下上海埃依斯航天科技有限公司把它做成了

科普产品，一个小小的魔方中，计算机主板、

传感器、天线应有尽有，还能根据人们的需要

添加不同功能，而且完全达到“上天”标准。

想拿走？ 当然也可以。 据了解，这样一个

高端立方星售价10万元。 看来，“摘一颗星星

送给你”的浪漫誓言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

最“反差”的项目
虚拟现实军舰

热闹的虚拟现实展区， 一艘大军舰的船

头架着一挺机枪，莫不是“打怪”游戏？戴上虚

拟现实（VR）头盔，旅程开始了。

正当观众如同坐上潜水艇体验大洋下的

绝美风光时，一只破旧的拖鞋飘了过来。再接

着，汽油桶、绳子、玻璃瓶等物品让你应接不

暇。 鱼儿仍在游动，而珊瑚已成白色，渐渐失

去了生气。 突然，一片血色模糊了眼睛，原来

是一条抹香鲸被枪炮打中了，越沉越深，惊恐

的小伙伴们围着它发出悲鸣……

过去，虚拟现实讲究的是炫酷体验，而当

大家摘下眼镜， 走下军舰， 内心却是沉甸甸

的。项目方说，虚拟现实的最大意义在于能够

让人换位思考， 他们借用这个载体传播环保

理念，一切尽在不言中。

最“穿越”的项目
还原克孜尔石窟

剥落的壁画、坍塌的石墙、褪去的颜色，

在这个还原克孜尔石窟的虚拟项目中， 区区

14平方米的洞窟空间，观众触到墙面就会“碰

壁”而返。

克孜尔石窟是我国开凿最早、 地理位置

最西的大型石窟群，建于悬崖峭壁上，现在已

经很少有人特意到实地去察看洞窟的场景。

上海印刷集团利用数字印刷技术， 通过数字

储存和3D打印技术，让新疆龟兹石窟群为更

多人所知晓。

展台墙壁上挂着的壁画也与当地洞窟里

的一模一样。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壁画选用的

是当地特有的泥， 依当时工匠处理墙面的工

艺逐一还原。 以泥板来说，依黄泥、白泥、黄

泥、白泥的顺序印刷了四层，就连印刷图像的

灯也是特制的，每盏都能调节明暗，确保原壁

画曝光均匀。正因为彻头彻尾的逼真，才能让

观众穿越时空的界限，体味更多、思考更多。

■本报记者 沈湫莎

“在太空中，飞船是家，祖国是梦”

“太空教师”王亚平做客科博会：希望在中国空间站再开科学课
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在太空中，只

要在物体上轻轻一点， 就能从这头飞到那

头， 我希望今天的交流也能成为推动大家

实现梦想的一点推动力。 ” 昨天，“神舟十

号”女航天员、“太空教师”王亚平身穿蓝色

航天服，来到 2018 上海国际科普产品博览

会现场，和广大青少年面对面交流。有少年

宇航员吗？在太空生病了怎么办？还会再上

太空吗？天马行空的问题背后，是孩子们心

中日渐发芽的太空梦。

作为英雄航天员， 王亚平赢得无数荣

誉与掌声的背后， 是四年以上数千小时的

刻苦训练。 在八大组几十个训练科目中，

让她印象最深的是离心机训练， 宇航员要

承受八倍重力加速度的压力， 需要非常强

大的意志力才能熬过去。 进入太空后， 由

于失重环境下的血液倒流， 人很容易患上

“空间适应综合征”， 类似于在地面上的晕

车、 晕船。 王亚平告诉孩子们， 当宇航员

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但梦想就像宇宙中

的星辰， 看似遥不可及，只要努力，就一定

能触摸得到。

当被问及是否还会重返太空， 王亚平

说：“在太空中，飞船是家，祖国是梦；在地

面上，祖国是家，太空是梦。 ”她表示，自己从

太空回来后的主要任务还是学习训练， 随时

准备重返太空。

再上太空的话，还会当“太空教师”吗？可

能的话，又会在哪里讲课呢？王亚平说，“太空

课 ” 有望再开 ， 最有可能的授课地点是在

2022 年左右建成的中国空间站。 2013 年，王

亚平在天宫一号里共演示了五项太空实验，

还准备了两项备选实验。未来，中国空间站的

“太空课”一定会比之前的更丰富更精彩。

“虽然不可能人人都成为宇航员，但无论

哪种职业，探究世界的初心是一样的。 ”从天宫

一号返回后，王亚平多次以“太空教师”身份为

全国各地青少年做科普。 她说，这件事的最大

价值是通过交流给大家带去实现梦想的动力，

就像推动浩渺宇宙初始运动的那一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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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设 中 的 世 界 最 大 天 文

馆———上海天文馆 （上海科技馆

分馆）昨天宣布，我国首次完整回

收陨石坑、 首次获得西双版纳目

击陨石全记录实证，形成了“火流

星目击视频—陨石主体—主体陨

石坑—科研成果—科普讲座—博

物馆收藏” 的完整实证。 在定于

2020 年开馆的上海天文馆中，人

们将有幸见到这块陨石的 “全生

命周期”。

诸多巧合成就陨石
“生命链”

今年 6 月 1 日 21 时 45 分左

右， 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

洪市上空突然出现一个火球，由

东向西偏北方向飞行划过夜空，

有人拍到视频， 夜空突然被一颗

火流星照亮，发出短暂强光，几秒

钟后迅速消失。 这是陨石 “生命

链”的第一步，坠入大气层时被记

录到。

火球带动了当地居民寻找陨

石的热情， 人们开始进行地毯式

搜索，全国各地的“陨石猎人”也

纷至沓来。然而，在如此高密度的

搜索下，陨石坑很容易遭到破坏。

来自上海的“陨石猎人”、国际陨

石收藏家协会会员张勃说 ，2016

年的青海班玛县陨石坑， 在他赶

到时，就已遭到严重破坏。

西双版纳这块之后申请命名

为“曼桂”的陨石，恰巧掉落在一

户对陨石不为所动的人家中。 那

一天， 勐遮镇曼桂村村民玉香怀

像往常一样去自家茶园干活，发

现一个坑， 她用手中的竹竿往里

敲了敲，触到了坑里的陨石。在迄

今为止发现的 500 多块陨石碎片

中，她发现的是最大的一块，重达

1228 克。

“如果陨石落在沙质土地

上，很难留下清晰印记。 如果陨

石太大 ，坑也拿不出来 ，所以一

个大小适中、 土质条件合适、保

留完整的陨石坑实在太难得

了。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研究员徐伟彪说。

“曼桂”陨石坑是我国首次完

整回收的陨石坑。 在昨天的发布

会现场， 记者看到这个陨石坑犹

如一个发了酵的、 撒了白芝麻的

面包， 洞口的平均直径为 13 厘

米，深度为 25 厘米，入射角度约 70 度，上面星星点点闪着

亮光。 徐伟彪说，亮光来自泥土中的云母。

两遇台风，历经30多小时辗转回沪

上海正在建设世界最大天文馆， 藏品征集工作正在

紧锣密鼓进行中， 这块 “天外来物” 自然成为上海天文

馆的 “心仪” 藏品。 经 “曼桂” 陨石主体拥有者张勃与

其发现者玉香怀商议， 决定将该陨石坠落形成的陨石坑

实体完整发掘后捐赠给上海科技馆， 上海科技馆为此专

门派人前往当地接收了陨石坑实体， 并向玉香怀一家颁

发了捐赠证书。

张勃说， “曼桂” 陨石坑的水分含量很高， 如果快递

到上海， 途中很可能会散架。 经过和上海科技馆的反复协

商， 最终决定采用最稳妥的办法， 派专人护送回沪。

8 月 16 日， 陨石坑启程运回上海， 途中经历了 “贝

碧佳” 和 “温比亚” 台风的双重影响， 列车因天气原因两

次被取消， 工作人员辗转昆明、 长沙、 南京三个中转站，

每一次中转都要抬着装箱的陨石坑随行。 历时 30 多小时，

辗转 3000 多公里， 终于在 8 月 18 日平安将陨石坑送进上

海科技馆库房。

科学家能从陨石和陨石坑中得到什么

保存完整的陨石坑具有十分重要的科研价值， 科学家

通过陨石坑可以反演陨石降落前的飞行速度和方向。

结合陨石和陨石坑，徐伟彪推测“曼桂”陨石来自火星

和木星轨道之间的小行星家族 “吉菲昂”。 这个家族约有

2500 名“成员”，表面大都有黑色熔融脉纹，核心的球粒结构

模糊不清，因此科学家推断，这些小行星原本很可能是一颗

直径为 200 公里的小行星，在 5 亿年前遭受过撞击而解体。

发布会上， 还宣布了张勃两年前向上海科技馆捐赠的

四块陨石之一有了新发现。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铁陨

石权威沃森教授历时两年多研究发现， 这块陨石中的镍含

量只有 5%，而一般铁陨石的镍含量可高达 25%。 经进一步

检测发现，该陨石中只有铁纹石，没有镍纹石。 为何会呈现

这种特征，留待科学家继续研究。 为了方便研究，科学家为

它起了个新名字“尉犁陨石”。 这块铁陨石也成为首个以上

海科技馆的名义申请国际命名的陨石样本。

“曼桂” 陨石和陨石坑在发布会上经历 “惊鸿一瞥”

后， 再次与观众见面要等到两年后的上海天文馆开馆。 上

海天文馆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林清透露， 明年上半年天文

馆的建设工程将竣工， 下半年展示工作将临近尾声， 希望

这块体现完整 “生命周期” 的陨石能在 2020 年如期与大

家再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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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博览会287项配套活动发布
丰富展会功能 提升展会价值 促进展会成交

本报讯 （记者徐晶卉）来自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局的最新消息， 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日前分两批公布了配套现场活动

预排期表。截至目前，共有 287 项配套现场

活动以预排期形式对外公布。

据悉，配套现场活动主要由国际组织、

国家展参展国、筹委会成员单位、地方交易

团和中央企业交易团、 参展商和组展机构

等主办，包括餐会酒会、发布互动、论坛、对

接签约、国别主题活动、线上购物等内容。

第一批 110 项配套现场活动预排期表

中，活动主办方非常广泛，既有联合国工发

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等国际机构或组织，也有商务部、中国人

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知识

产权局等中央部委办； 既有参展国家和地

区的政府、贸易促进机构，也有国内各省区

市人民政府；既有中国兵器、中国华能、中

国华电、中国宝武、东方航空等大型央企，

也有欧莱雅、 通用电气、 松下电器等世界

500 强跨国公司；既有中外行业协会，也有

国内高校、 研究机构……活动内容既有行

业高峰论坛、投资说明会、政策解读会，也

有采购对接签约，新技术、新产品发布等。

在第二批 177 项配套现场活动预排期表

中， 国际组织和国家展参展国的安排相当丰

富。 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将在 11 月 5 日主办

《2018 年世界贸易报告》中文版发布活动，阿

联酋将在 11 月 6 日主办“阿联酋—中国商务

论坛”，韩国将于 11 月 8 日主办 “2019 年中

国经济展望及中韩合作方案研讨论坛”，俄罗

斯将于 11 月 9 日主办“俄罗斯日”。

民营企业也参与到了配套活动主办中，

其中京东集团将主办 “无界零售—世界进口

贸易新动能高峰论坛暨京东集团与全球合作

伙伴采购签约仪式”，这是目前公布的唯一一

场民营企业主办的专场活动。京东方面透露，

论坛将发布“中国进口消费白皮书”，通过翔

实的进口品牌市场分析和实操性很强的品牌

入华政策法规梳理，为国际品牌提供一份“中

国市场攻略”。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聚焦 “不一

般”，紧扣主题定位，对标国际一流展会的经

验做法，组织开展高层次、高水准、高质量的

配套现场活动，努力办成国际一流展会，丰富

展会功能、提升展会价值、促进展会成交。 目

前，进口博览局正与活动主办方对接，商定配

套现场活动实施具体事宜。

“曼桂”陨石坑是我国首次完整回收的陨石坑，外形如

同一个发了酵的、 撒了白芝麻的面包， 洞口的平均直径为

13 厘米，深度为 25 厘米，入射角度约 70 度。

本报记者 袁婧摄

上图： 个头虽小、 功能却丰富的立方星。 本报记者 沈湫莎摄
右图： 七十二候用饶有趣味的方式将二十四节气相关知识呈现在观众

眼前。 本报记者 袁婧摄

中共一大会址年参观量破百万人次
（上接第一版）

而沪上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 让这股热

潮得以长久延续。“上海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

历史传统的城市， 这里是党的历史上诸多重

大事件、重要活动的发生地，有党史上的多个

‘第一 ’， 也留下了许多革命先辈的光辉足

迹。 ” 市文物局博物馆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上海目前对外开放的29家红色革命场馆，

类型颇为丰富。 其中，既有反映重大事件的，

如中共一大、二大、四大等；也有党史上重要

人物的纪念馆， 比如， 上海毛泽东旧居陈列

馆 、 陈 云 纪 念 馆 、 李 白 烈 士 故 居 等 。

时间上， 则几乎覆盖了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

每一个重要阶段， 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无到

有、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特别是，从1921年7

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到1933年1月中共临

时中央政治局迁往江西革命根据地， 这12年

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除三次短暂迁离外，一

直都设在上海。因此，上海有一批与之相关的

红色革命场馆， 包括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

央机关旧址纪念馆、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

址陈列馆、 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念

馆等，这些资源在全国同类场馆中很是稀缺。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徐明指出，

红色参观热， 说明越来越多的党员群众对中

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充满崇敬和向往， 但同

时也给红色革命场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面

对越来越多的新情况， 必须不断提高精细化

服务管理水平， 才有可能满足观众日益多元

的文化需求。

从有到优，使渔阳里的故事常讲常新（上接第一版）

根据目前的方案， 整体改造后的渔阳里

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将分序厅、 渔阳里和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 在共产党上海

早期组织领导下建立团组织、 外国语学社与

进步青年、团组织在各地相继建立、共青团知

识互动体验区六个部分。

王娟说， 今后渔阳里的展陈将与这座建

筑的历史联系得更为紧密： 围绕渔阳里及其

周边丰富的红色资源，还原历史本来面貌，更

加清晰地呈现20世纪20年代国内外斗争环境

孕育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在党的早期

组织的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得以建

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初期8位发起人

事迹； 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指导下各地

相继建团；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党加强

对团工作的领导下， 团一大以及历届团代会

得以顺利召开等。

向社会征集渔阳里文物

展陈文物的缺乏一直是目前渔阳里的遗

憾。 在昨日的文物捐展环节，上海拙朴投资管

理中心创始合伙人、徐汇创客中心创始人邵楠

向纪念馆交授了俞秀松手稿《青年团筹集基金

启事》，这也将成为改造之后的展陈文物之一。

《启事》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首任书记

俞秀松在建团初期撰写， 阐明了青年团与青

年人的重要使命，有着重大的证史价值。当年

为了筹集基金，俞秀松在文中敬希“邦人君子

及当代宏达鼎力匡襄， 予以惠助， 俾基金有

着，团务自易策动，直接为社会青年谋公众之

福利，间接实兴我国民族前途关系者綦巨！岂

独本团之幸焉？ ”邵楠说，如今再次读出这些

话语仍能够感受到革命志士的民族情怀。

与此同时，纪念馆还发布了《关于中国社

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向社会各

界征集文物的公告》， 号召社会各界发掘、收

集、捐赠反映新老渔阳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

团、外国语学社、 地方性团组织建团、 团一大

等相关的实物及资料， 襄助纪念馆成为展陈

内容更丰富更有价值的重要学习宣传阵地。

据了解， 本次渔阳里团中央机关旧址纪

念馆整体改造中， 还将在其东侧建立渔阳里

纪念广场， 渔阳里纪念广场效果图昨日同时

揭幕。 在锦江集团支持下， 位于淮海中路上

的渔阳里纪念广场， 将建成广大青少年开展

团日活动， 重温革命历史、 接受仪式教育的

重要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