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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更新，1971年生，教育部深
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重庆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我
国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生物科
普载荷总设计师，教育部创新团队
发展计划创新团队负责人，我国航
天强国战略纲要编写组专家。

人物名片>>>

谢更新在CE-4任务生物科普试验载荷报告会上。 （受访者供图）
重庆市肿瘤防治科学传播专

家团拥有肿瘤防治各领域47位专
家，其中2名专家入选中国科协首
席科学传播专家。团队创作了

《肿瘤防治科普丛书》，编制了《重
庆市居民常见恶性肿瘤筛查和预
防指南》，打造了“胖熊科普”图文
作品，搭建了“一台一网两微六
号”自媒体矩阵。

团队名片>>>

肿瘤专家们在义诊活动中为群众答疑。 （受访者供图）

谢更新：

拓展人类宇宙生存空间
培育出月球第一片绿叶

本报见习记者 魏星

古往今来，多有文人墨客借月抒
怀，寄予情思。忽似瑶台镜，忽作白
玉盘，人们对月亮的遐想与向往从未
停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
足迹已经踏上月球这片神秘的土地。

2019年1月，由我国探月工程嫦娥
四号任务生物科普载荷总设计师、重
庆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谢更新牵
头的科普载荷“月面微型生态圈”作为
嫦娥四号的“乘客”之一登陆月球背
面，完成了人类首次月面生物试验。

"月面微型生态圈"是一个由特殊
铝合金材料制成的圆柱形“罐子”，总
重量3公斤。里面搭载了马铃薯、拟
南芥、油菜、棉花、果蝇、酵母6种生物
以及18克水、土壤等必需品，为了保
证温度适合其生长，还封装了一个大
气压的空气。可见，这“奶粉罐子”体
积虽小却五脏俱全。

“在此之前，科学家在空间站以
及其他航天器上，开展过多次生物生
长培育试验，但在月球上，这还是第
一次。而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并不是
轻而易举的。”谢更新说。

面对发射、飞行、月球表面恶劣
的环境，种植还面临诸多挑战。谢更
新介绍，“月球昼夜更替的周期大致
为28天，昼夜温差大，白天高温可达
到130摄氏度，夜晚最低则低于零下
180摄氏度，无疑是生命的禁区。”除

此之外，动植物的生存还需要面临高
辐射、高真空、低重力等恶劣环境，这
些都是要克服的难题。

“生物科普试验对生物物种的筛
选有着非常严苛的条件，光是物种选
择就耗费了两年时间。”谢更新说。
由于“小罐子”空间有限，对于生物物
种的筛选除了体积小，还要考虑人类
生存必需品等等因素。

在完善的设计之下，生物科普试
验载荷罐凭借着高度密封的抗压能
力，通过了发射和着陆等阶段严酷的
力学考验。2019年1月5日20时，地面
接收数据显示，载荷内喜温耐热的棉
花种子顺利完成了发芽生长的过程，
人类首次在荒芜寂寥的月球表面培育
出了第一片绿叶。

人类为了探索宇宙，拓展生存空
间，一直在不懈努力。谢更新激动地
说：“此次月面生物试验，有利于我们去
了解外太空，为人类开展地球外星球生
存提供技术保障和奠定基础。”这一成
果，不仅引起国家领导和有关部委高度
重视，还得到境内外的CNN、中央人民
政府网、中央电视台等上千家媒体深入
报道，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谢更新
一直致力于航天科普工作。2019—
2021年，他带领团队通过线上线下在
重庆、北京等地共作130余场报告，个
人开展专题报告80余场，现场观众超
过5万人，其间还带领团队赴英国、法
国、意大利等国家发表演讲以及举办
讲座和展览等，向广大民众特别是青
少年传播生物学、宇航科学等知识，
宣传我国取得的探月成果和航天精
神，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热情和爱国
主义情怀。通过线上线下齐发力，深
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科研成果得到
了广泛传播，影响深远。面对未来漫
长的科研岁月，他和团队将一如既往
秉持初心，不畏挑战，希望为中国的
深空探测事业做出贡献。

重庆市肿瘤防治科学传播专家团：

全方位 多领域
创肿瘤防治科普模式

本报记者 肖咸秋

2021“典赞·科普重庆”年度推选结果
日前正式揭晓。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
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重庆大学先进研究
院院长谢更新等获选 2021“典赞·科普重
庆”年度科普人物（团队）。在获选的 10

个年度科普人物（团队）中有的是从事前
沿科学研究的知名科学家，有的是几十
年如一日奋战在科普一线的科普工作
者。通过推选宣传优秀科学传播人物可
以有效激发公众参与科普活动的热情，

引领公众崇尚科学、尊重科学、热爱科
学，推动全社会关心支持科普工作，激励
广大科技工作者、科普工作者积极作为，
努力形成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两翼齐飞
的生动局面。

编
者
按

“十大癌症到底有哪些征兆“细数
生活中隐藏在身边的致癌物”“肿瘤诊
治如何才能精准”，一大波与肿瘤防治
息息相关的医学科普知识在《肿瘤防
治科普丛书》里都能找到。该书通过
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形象的插图，介
绍临床实践中的常见问题，力图将肿
瘤医学专业知识变为普通民众易懂易
记的常识。2021年1月，《肿瘤防治科
普丛书》获评2019年全国优秀科普作
品。2021年4月，获2020年重庆市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

此书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由重
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吴永忠
牵头建立的重庆市肿瘤防治科学传播
专家团。

“肿瘤防治的核心一定是预防，防
远远大于治。”这是吴永忠建立此团队
的初衷。从医三十载，吴永忠不忘初
心，始终坚守心中的那份责任。在繁忙
的工作之余，他带领专家团不断地创新
创造，在科普事业上可谓硕果累累。

成立至今，重庆市肿瘤防治科学
传播专家团走进社区、学校等基层，深
入群众，开展系列健康课堂450余场，
受益群众超45万人；在电视台录制科
普节目250余期，在媒体刊物发表科
普文章1500余篇。2020年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共开展“云直播”227场次，

在线观看突破5000万人次，真真切切
地做到了将肿瘤防治科普知识送进千
家万户。

他们打造的“胖熊科普”系列动
漫，内容涵盖了肺癌、肝癌和网络癌症
流言等，以传播有趣有料的医学科普
知识为宗旨，通过活泼可爱的胖熊医
生的视角，将肿瘤医学专业知识生动
形象地讲述出来，提高了患者及家属
对肿瘤的总体认知，增强了全民防癌
抗癌意识。

他们深入患者，感受患者之痛苦，
解决患者之需求，为患者建立了癌症患
者康复家园，将科普融入肿瘤患者康复
全过程。截至目前注册志愿者4875
名，策划志愿服务活动150余场，志愿服
务104924小时，服务超过60万人次。

在吴永忠的带领下，重庆市肿瘤
防治科学传播专家团屡获殊荣。曾获
首届重庆市创新争先奖先进集体；重
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获批重庆市健康
促进医院、重庆市科普基地、科普重庆
共建基地、全国健康管理示范基地和
科普中国共建基地等平台。

“这一系列荣誉的背后，离不开医
院对科普工作的重视，离不开医务人
员对科普传播的努力。”吴永忠说，“大
力开展科普工作是对肿瘤防治工作的
有益补充，目标是让广大人民群众科
学认识肿瘤疾病的发生发展，树立正
确的健康观念。”

如今，重庆市肿瘤防治科学传播
专家团已然成为了重庆地区肿瘤防治
工作的坚实力量。近年来，该团队坚
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并重，重点围
绕提升西南地区公民癌症防治核心知
识知晓率，创新性提出构建肿瘤防治
共同体的理念，不断创新科普服务模
式，构建起适合重庆地区的肿瘤防治
模式，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将科研
创新成果转化成科普知识传播，在科
普机制创新、科普团队建设、科普作品
生产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具有较强
的区域示范带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