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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肖勇综合报道 本版文图素材由省呼吸与健康学会、广东科学中心提供

“湾区南山少年行”
公益科普活动启动

同饮一江水，共筑科学梦。4月20日，在广州实验室、中国科普研究所、生物岛实验室
共同指导下，广东省呼吸与健康学会、广东省钟南山医学基金会联合主办，澳门特别行政
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澳门科学馆协办，“湾区南山少年行”公益科普活动启动仪式暨
澳门战略合作伙伴签约授牌仪式在澳门培正中学举行。本次活动还得到澳门大学、澳门
科技大学、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澳门中华教育会、广东省长隆慈善基金会、广东省乡村振
兴基金会、澳门培正中学、澳门濠江中学、澳门教业中学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科普教育资源共享

促进粤港澳青少年融入科
普发展大局

中国科学院院士、广州实验
室副主任、生物岛实验室主任徐
涛，全国人大代表、澳门教业中
学校董会主席何敬麟博士，全国
人大代表、澳门中华教育会会
长、澳门濠江中学副校长陈虹博
士，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立法会
议员、澳门培正中学校长高锦辉
博士，广东省钟南山医学基金会
陈小兵理事长，澳门科学技术协
进会理事长、澳门科学馆馆长邵
汉彬博士，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学生厅陈旭
伟厅长，广东省呼吸与健康学会
钟惟月总顾问，生物岛实验室主
任助理、生物岛实验室黄埔学院
毛丽丽院长，澳门教业中学贺诚
校长，澳门大学应用物理及材料
工程研究院汤子康院长，澳门培
正中学副校长陈敬濂博士，澳门
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助理教授邓志培博
士等 40 余位有关专家、领导嘉
宾，以及 150 多名中小学生代表
参与本次活动。

活动伊始，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实验
室主任钟南山通过视频为活动
致辞。他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同
属岭南文化圈，天生有着同饮一
江水的情谊，加强青少年交流合
作，不仅有助于增进大湾区青少
年的科普融合，也能让澳门青少
年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国际顶
尖的研究院所、实验室和科学
家，形成科技自信与文化自信，
促进港澳青少年更好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湾区南山少年行”要
充分发挥大湾区优质的科教资
源优势，搭建起一个让粤港澳三
地青少年亲身探索科学奥秘、感
受科技进步、体验科研实践的广
阔舞台。

陈旭伟表示，科学教育是提
升国家科技竞争力、培养创新人
才、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重要基
础，多年来澳门持续推进学生科
学教育，引导学生广泛参与科学
探究和实践，培养学生探索科学
知识的兴趣。“湾区南山少年行”
活动在澳门举办具有重要的意
义，为澳门青少年提供了交流窗
口，活动通过分享科普报告、互
相交流心得，让学生们能够进一
步开拓视野、体验大湾区人文内

涵、提升科学素质，希望学生们
充分运用这个宝贵机会，积极参
与和交流，相互启发、共同进步！
高锦辉表示，“湾区南山少年行”
活动不仅是对青少年科学素养
培育的有力实践，更是对粤港澳
大湾区协同发展精神的一次生
动诠释，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科
普教育资源共享的重要举措。
希望青少年们能借助“湾区南山
少年行”的平台，亲身感受科学
的真实魅力，体验探究的乐趣，
养成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让科
学的种子在内心深处生根发芽、
茁壮成长，并寄语现场青少年们
勇敢张开探索的翅膀，翱翔在科
学的广阔天空，积极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
贡献青春力量。

陈小兵表示，澳门作为“湾
区南山少年行”活动的第一站，
具有历史性及开创性的意义，希
望澳门青少年能够在活动中收获
知识、开拓视野、树立志向，将来
以真才实学去服务社会、报效国
家、实现人生价值。同时也希望
活动的开展能够加强科研机构、
行业协会以及各相关单位合作，
以青少年科普创新助力大湾区健

康科普文化传播，搭建大湾区青
少年知识拓展的平台，推进大湾
区青少年全面交流交往交融。

钟惟月表示，本次湾区南山
行在粤澳双庆之年的时代背景
下孕育而生，将充分发挥广东省
呼吸与健康学会在生命健康及
生物医药领域的专业特色，立足
粤港澳大湾区新发展格局，推动
三地科创融合发展，创造有利于
三地青少年成长成才的良好环
境，通过打造形式多样、趣味感
强的系列科普活动，使港澳青少
年能够近距离接触国家级一流
的科研院所平台，培养具有“家
国情怀”的优秀人才，将来成为
科学精神的弘扬者、科学技术的
创造者。

共建科学教育特色示范基地

在大家的共同见证下，广东
省呼吸与健康学会与澳门科学
馆、澳门培正中学、澳门濠江中
学、澳门教业中学签订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并举行共建科学教育
特色示范基地授牌仪式。

根据协议，广东省呼吸与健
康学会将紧密围绕粤港澳青少
年科学素质提升的核心需求，充
分发挥科普平台网络优势，协同
优质课程体系、知名科学家团队
资源，以PBL问题导向式多元化
创新学习模式，为大湾区粤港澳
三地青少年打造形式多样、趣味

感强、体验度高、收获值大的系
列科普活动，打造澳门地区乃至
整个大湾区科学教育示范基地。

启动仪式后，徐涛院士为澳
门学生带来了以“眼见为实—显
微成像技术过去、现在和未来”
科普报告讲座，为孩子们讲述光
学成像技术的发展历程，以及应
用荧光标记技术等手段如何打开
微观世界大门的科学原理。“突破
未知疆域，这就是科学的魅力。”
徐院士寄语学生：“探索，永不止
步；学习，永不停步；我们离成功
又近了一些。”随着一个又一个问
题的提出，学生的心中种下了科
学的种子，点亮了科学梦想。

在科学家圆桌对话环节，广
州实验室毕利军研究员、彭伟研
究员、刘倩研究员，澳门大学汤
子康教授，澳门科技大学邓志培
博士作为杰出科学家代表，就

“科创强国，筑梦未来”主题开展
了分享与讨论，并与现场观众、
中小学生代表进行互动交流。

活动当天，澳门培正中学活
动广场同步举行青少年科普嘉
年华活动。现场设置了水底机
器人表演、数字微流控芯片及液
滴驱动小实验、显微镜微观观
察、手工体验等多摊位，活动精
彩纷呈，让澳门青少年学生在游
戏和体验中感受科学的魅力，从
中开拓视野、提高科学素质、树
立远大理想。

“中国天眼”是如何建造的
4月21日，由广州市科技局主办，广东科学中心、羊城

晚报社联合承办，黔南州科学技术局大力支持的第121期
珠江科学大讲堂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举行。中国
科学院国家天文台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姚蕊带来《中国天眼与南仁东》科普主题演讲。

珠江科学大讲堂来科普

“我们肉眼所见的宇宙只是
可见光频段的一部分，而宇宙发
出的频段远超我们所见。射电
频段则是在地球上最适合观测
的频段，因为它不受气候影响，
无线电波能够穿过云层到达地
球，为我们提供观测宇宙的窗
口。除此之外，射电频段的频段
范围很宽，还能让我们了解不同
的宇宙面貌，为我们提供了更深
入、更全面的宇宙信息。”姚蕊
说。

在 1932 年的时候，卡尔·央
斯基通过实验室设置的天线，偶
然捕捉到来自宇宙天体发射的
信号，这一重要发现揭开了射电
天文学的序幕。在过去，中国没
有属于自己观测射电天文的设
备，因此，难以在射电天文或者
在其他电文领域上有所贡献，而

申请使用国外的设备需要国家
有一定的天文基础，基于这些情
况，天文学家南仁东提出要在中
国建设 FAST 工程。1994 年，他
放弃了国外的高薪职务，毅然回
国组建团队开始了“建锅之旅”。
FAST工程即“500米口径球冠状
主动反射球面射电望远镜”，是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主导建
设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
目。它坐落于贵州省平塘县，是
目前全球最大且最灵敏的射电
望远镜，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
权。“虽然说是 FAST，但是建造
过程一点都不快，从1994年提出
到 2016 年 建 成 ，整 整 花 费 22
年。”姚蕊介绍，在 FAST 望远镜
的建造选址方面，通过综合考虑
电子环境、减少建造成本并避免
积水问题、地貌的结实程度、气

候等因素，最终选择了贵州黔南
州作为 FAST 望远镜的建造地
点，这里不仅满足所有条件，并
且喀斯特地貌已接近所需的形
状，还减少了修建成本。

南仁东团队通过计算，巧妙
地解决了望远镜材料的强度极
限和结构稳定性的问题，使用望
远镜中间部分形成有效抛物面，
将300米范围之内全部的信号进
行汇聚，因此，FAST望远镜的灵
敏度不仅是Arecibo（阿雷西博望
远镜）的3倍，还是如今其它射电
望远镜的10倍以上。

FAST望远镜组建的灵魂是
它底下的柔性索网，通过6000多
根索网编织成的网兜，配合斜拉
索的作用，使得整个网兜能够变
形，将球面转变为抛物面，从而
有效反射无线电波信号。其中，

反射面板由铝合金制成，轻薄且
透光，打孔设计不仅减轻了重
量，还确保了植被生长和水土平
衡。

虽然望远镜已于 2016 年建
成，但经过三年的紧张调试，直
至 2017 年发现两颗脉冲星并得
到验证，才确认了其观测能力。
此后，更多脉冲星得以观测，并
于2020年通过国家验收，成立了
运行和发展中心，负责观测管理
和维护工作。在 2021 年 3 月，
FAST 望远镜正式向全世界开
放，每年都设有申请季和观测
季。据了解，FAST 望远镜年观
测时间超过5000小时，新脉冲星
数量超过 900 颗，已进入收获丰
硕成果的阶段，不仅入选“十大
进展”，更有许多优秀论文发表
在了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

讲座结束后，还进行了一个
特别的颁奖仪式。2023年，为进
一步深化东西部科技协作，积极
推动科技资源科普化，让中、小
学生认识和了解“中国天眼”，广
州市科技局联合黔南州科技局
开展 2023 年“你好，FAST”征集
活动，围绕FAST建设历程、科学
研究、FAST运行维护等方面向广
州市中、小学生征集FAST相关科
学问题、神奇想法或心中疑惑。
活动共征集到378名学生提交的
239份报名表。经过中科院国家
天文台专家组成的评审团评审，
评选出优秀问题26个，分别由44
名学生提出。在第121期珠江科
学大讲堂结束前，姚蕊老师和广
州市科技局、黔南州科技局的代
表们，向这些对FAST充满奇思妙
想的学生们进行奖励。

启动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