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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科普创作 助力创新发展  

 
2017 年 12 月 2 日，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2017

年会在合肥举行。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徐延豪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全国各地的

科普作协、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期刊出版领域及

相关媒体等专家、学者及科普创作工作者 200 余人

与会。 

年会由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周忠和院士主

持。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荣誉理事长、科普作家卞

毓麟在年会上作了题为《老兵新识——关于原创科

普创作的再思考》的报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

物理系教授陈宇翱、央视创造传媒创意副总监王雪

纯、果壳网 CEO姬十三等也在会上作了报告。卞毓麟的报告再次强调元科普于当今科普创作的价值，并

呼吁要像在科技创新上给予科学家保障一样给予

科学家投身科普的政策保障。 

本次年会的另一大看点是大会主报告之外设

立了包括科普产业发展、科学文艺与科幻创作、

旅游科普与创作、科普教育与创作、科普编辑与

出版、科普科幻创作青年论坛等分论坛，会场内

议论风生、亮点多多。 

本次年会是中国科普作协 1979 年成立以来的

首次年会。会议主题为“繁荣科普创作 助力创新

发展”，旨在为广大科普创作爱好者搭建学术研

究和创作实践交流平台。 

             部分与会的上海代表合影 

http://www.shkpz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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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新华网“科普

中国-科技前沿大师谈”、上海科协大讲坛管理办公室承办，《文汇

报》社、《科学》杂志、上海电影集团科教电影制片厂、上海科普教育

展示技术中心、《上海科技报》社、高校科幻苹果核协办的《解读 2017

年科学类诺贝尔奖》活动于 2017年 11月～12 月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 

11 月 25 日下午，“物理学奖”解读专场揭开了本年度诺奖解读的

序幕。本会荣誉理事长卞毓麟代表主承办单位致辞。接着在中国科学院

院士、物理学家沈学础主持下，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全国量子力学研

究会副理事长施郁作了题为《引力波的世纪追寻：从爱因斯坦到 2017

诺贝尔物理学奖》主题报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南极天文学研究室副研

究员姜鹏以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孙正凡为互动嘉宾。 

11 月 30 日下午，“化学奖”解读专场由我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

院士、华东理工大学教授钱旭红主持，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丛尧作了题

为《冷冻电镜在原子层次解析生命》的主题报告，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余学奎、上海市科

普作家协会理事、《文汇报》首席记者许琦敏为互动嘉宾。 

12 月 10 日适逢本年度诺奖颁奖典礼，当天下午举行的“生理学和医学奖”专场也是今年的科学类诺

奖解读的收官之作。在中国科学院院士、神经生物学家杨雄里主持下，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徐璎作题为 

《生命旋律的曲线美》的主题报告。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二荃及澎湃新闻记者吴跃伟为互动嘉

宾。 

每场主题报告后，主持人、报告人、互动嘉宾及听众，都围绕主题进行热烈的互动和对话，会场气

氛非常热烈。 

由本会为主承办的科学类诺奖解读活动自 2012 年创办以来，因解读专家及内容的权威性以及形式的

生动、活泼性，已经成为沪上科学传播的品牌项目。 

 

 

2017 年 12 月 8～9 日，由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主办，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北京青蜜科技有限公司承

办的为期两天的 2017 年“科普中国-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上海培训（第二场）在上海科学会堂和辰

山植物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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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营特邀嘉宾为：中

国科幻更新代代表作家，世

界华人科幻协会副会长江

波、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理

事，科幻作家丁子承、上海

辰山植物园科普部工程师、

知名科普作家刘夙博士、北

京青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雷永青等。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秘

书长江世亮在开幕辞中指

出，本次培训班是７月份和１０月份培训活动的延续，在课程设计与学员招募上，更侧重于老学员的

“回炉”，希望通过特邀嘉宾分享自己的创作心得、对学员作品的深度分析、学员互动等安排，帮助他

们进一步打磨作品。同时，也为科普科幻爱好者提供面对面交流、解疑释惑的机会、指导与帮助。 

江波、丁子承、刘夙等分别以科幻和科普创作为题作了演讲，并对学员的作品予以详细的点评。 

 

  

“医者之美 感恩有你——上海人

民广播电台《名医坐堂》节目开播

25 周年纪念活动”于 2017 年 12 月

17 日在上海广播大厦举行。 

《名医坐堂》是上海开设最早

的广播类健康科普节目，邀请沪上

知名医学专家走进直播室，通过电

波传播科学、权威、准确的医学健

康知识，深受广大听众欢迎，被听

众誉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健康顾

问”。 

1992 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科学与生活》节目每周日的固定栏目“医药顾问”改版升级为《名

医坐堂》节目，播出形式也从录播改为直播，并且延续至今。每期名医坐堂节目都会邀请各大医院的专

家医生做客直播室，通过电波与听众进行沟通，让医生走出诊室和手术室，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和听众交

流。       

我会荣誉理事长、著名医学家、健康教育专家杨秉辉教授是该节目的老朋友，也是做客《名医坐

堂》节目时间最长的嘉宾。 

《名医坐堂》开播 25 年以来，始终坚持以听众为友，为百姓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每当有重大公共

卫生事件发生时，节目组都会在第一时间邀请权威专家做客直播室，为听众答疑解惑。由此，上海市民

多了个没有时间限制、不需要挂号的“医学顾问”。 

 

 

 

2017 年 12 月 9 日，由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医学科普创作专委会、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医疗健康专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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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风采 
 

会、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科普

专委会联合主办，上海市精神卫

生中心承办的“达医晓护”全媒

体医学科普品牌学术年会暨上海

市科普作家协会医疗健康专委会

心理学组、妇儿学组成立大会在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召开。作为

国内医学与传媒专家共同创立并

自主运营的公益医学科普品牌，

“达医晓护”自创办以来始终坚

持以学术为纽带，目前已经拥有

60 个线上子刊和 14 个落地项目，专家团队超过 200 人，年原创科普作品超过 500 部，全网阅读量达到 2

亿人次。 

 “达医晓护”总编辑董健等 10 余位专家在年会上做了有关科普与科研相结合的学术报告。并宣布

进一步启动 “家庭照顾者科普”体系建设、“外来务工人员健康跟踪与干预”、 “医学传播学教学示

范点” 等项目。 

中华医学会科学技术普及部主任唐芹、上海市科技党委宣传处处长陈琦、上海交通大学文科建设处

处长吴建南、上海市科协科普部副部长龙琳等嘉宾共同为教学示范点揭牌。 

上海市科委科普处处长曹宏明、中华医学会科学技术普及部主任唐芹在会上做了发言。“达医晓

护”总编辑、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医学科普创作专委会主任王韬表示，“未来‘达医晓护’将通过‘科普

学术化’的方式，将医学科普事业推向医学学术高地。” 

 

 
 

朱长超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朱长超，男，汉族，1967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1982 年毕业于上

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专业。后又修完法学、汉语文学、学前教育、

古典文学、心理学、书画学、中药学、园林学、中西医临床等专业。上海

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主要从事思维科学研究、科普创作、时事评论等。学术著作有《思维

史学》、《思维的历程》，《创新思维》等；科普作品有《２０世纪科学

发现纵横谈》，《认识自我》，《人生的智慧》等。撰写了《科学智慧》

电视片 40 余集。其作品《月球上的足迹》、《向命运挑战》、《玩出了名

堂》等被选入全国中学、小学多种语文课本。散文集有《我的人生不是

歌》等。此外在《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红旗》杂志等刊

物发表过思维科学等学科的论文。 

其作品《挖掘大脑中的财富》被评为 2001 年最受读者欢迎的图书之一，获得移动杯奖，并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会、中国作协、中国科协、新闻出版总署优秀著作三等奖。2007 年获得大众科学奖，2013

年被评为全国学习之星。其科普理念认为，科普作品要努力把科普知识、科普美、哲理美结合起来，把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