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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柴之芳，宁波材料
所所长王立平、党委书记张家元，宁波
市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施英，宁波材
料所、西北工业大学宁波研究院相关领
导，浙江省中学生英才计划及宁波市科
技新苗培养计划导师代表、学校代表，
以及英才计划、科技新苗学员近400人
参加了此次活动。

本次活动设有“科学传承”“共探贯
通育才”以及“科学之光”展览三个环
节。

在“科学传承”环节，中国工程院院
士、浙江省英才计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副
主任薛群基为青少年夯实科学根基送
上殷切寄语，鼓励他们在科学的道路上
坚定信念、勇攀高峰。柴之芳院士则带
来了一场《从切尔诺贝利事故说起——
核是人类的朋友》主题报告。

现场，4位来自第一期英才计划的
学员代表，物理学科的竺叶、生物学科
的陈睿哲、化学学科的李墨妍、计算机

学科的刘星宇，分别分享了他们在英才
计划中的学习经历和成长感悟。从理论
知识的系统学习，到实践项目中的挑战
与突破，再到对科研精神的深刻领悟，
学员们用亲身经历展现了在英才计划
中所获得的成长与蜕变。

英才计划导师代表还为首期57位
英才班学员颁发了培养证书，同时，4位
青年科技工作者与在场的所有学生分
享了工程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前沿发
展报告，可谓是一次集中式的知识展现
和交流。

在“共探贯通育才”环节，宁波市部
分中学校长、科技副校长以及英才计划
和科技新苗培养计划的导师代表齐聚
一堂，围绕“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全链条
培养宁波路径创新”这一核心命题展开
深入探讨。各方代表结合十年科技新苗
培养工作和第一期英才计划培养工作
的经验与成果，针对特色培养模式优
化、科教资源下沉机制创新、“双导师

制”协同育人效能提升以及拔尖创新人
才早期识别与动态培育体系构建等关
键议题各抒己见，共同为构建具有宁波
特色的全链条协同育人创新机制出谋
划策。

“科学公众日”展览同样精彩纷
呈，第八期宁波市科技新苗学员及英
才计划学员在材料所成果展厅、磁材
实验室展厅、氢能实验室展厅、电镜室
以及海洋国重实验室、先进诊疗实验
室、机器人实验室、西工大实验室提供
的展项中流连忘返。他们近距离观察
科研设备、了解科研成果，体验科学研
究的魅力与乐趣，在心中种下了科学
的种子。

未来，宁波市科协与市教育局将继
续深化与大学、科研单位合作，充分发
挥各自优势，整合优质资源，不断完善
青少年科学教育体系，为培养更多具有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优秀人才贡献
力量。

英才科苗与科研大咖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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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国英

“英才计划不仅是一次

科研训练，更是一次自我成

长的历练。它让我明白，科

研的道路上没有捷径，但每

一步都不是毫无价值。”学

员刘星宇这样分享自己在

英才计划中的感悟。

“这段科研经历，是我

人生中宝贵的科研启蒙。”

学员竺叶这样评价自己参

加英才计划的收获。

5 月 17 日，由宁波市科

学技术协会、宁波市教育局

主办，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

技术与工程研究所、西北工

业大学宁波研究院、宁波市

科学技术传播教育中心共

同实施的“青科畅谈”活动，

在宁波材料所举行。

这同时也是一场“科学

之问 启未来新程”的中国

科学院公众开放日活动，宁

波市科技新苗学员和英才

计划学员走进中国科学院

宁波材料所，两场活动的融

合，让学员们沉浸式感受科

学思想、体验科普魅力。

A

柴院士告诉大家，核电是高效、清洁的
能源，它排放的二氧化碳，是煤电的1%。

2025年4月2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
核准浙江三门三期工程等10个核电机
组项目。目前，我国在运、在建和核准建
设的核电机组共有102台，居世界第一。

中国的核电是从浙江秦山起步的，
浙江还拥有全国第一座第三代核电站
——三门核电站。浙江在我国的核电发
展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除了发电，在军事、医疗、农业、环保
等多个领域，核都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当然，关于核辐射对人类的威胁和

影响，也一直是科学界研究的课题。明年
正好是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40周年，这
个发生在苏联时期的核电站爆炸事故，
是近80年核电发展史上最大的事故，也
是科学界一直在研究的一个事件。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在接受长期
的低剂量辐射，只是没有感觉而已。我们
头顶上的宇宙线，地下的铀、钍、钾等，都
有天然的放射性。我们吃的食物里面，也
有很低的放射性，辐射是我们躲不掉也
避不开的。国际上对于低剂量辐射对健
康的影响，有各种研究，最重要的问题是
剂量的限值并不清楚。”柴院士说。

核是人类的朋友 柴之芳院士开讲
说起核，你会想到什么？是核电站还是核辐射？是对

人类的作用还是对人类的威胁？

5 月 17 日，由宁波市科学技术协会和宁波市教育局

主办的首期“青科畅谈”暨“院士开讲啦”第17期活动中，

中国科学院院士柴之芳为大家做了一个关于核的全面

科普。宁波的英才计划

学员和对科学感兴

趣的高中生参与了

此次活动。

人类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接触到的辐
射，被称作天然本底辐射，主要来源包括
宇宙射线、土壤、岩石、水和大气中的放
射性元素。天然本底辐射的组成和分布
在不同地区有所不同，有些地区的辐射
水平较高，比如广东阳江地区，是其他地
区的三倍左右，但长期的跟踪研究发现，
其对人类的影响并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
差别。

“原则上所有辐射损伤效应与剂量
呈线性正相关，然而，至今没有什么实验
结果支持这一原则。近期甚至有研究人

员表示低剂量的辐射对人是有益的。”到
底辐射对人的影响如何？柴院士希望，同
学们中间，未来能有人从事相关研究。

“尽管核给我们造成了不少的灾难，
比如广岛的原子弹、福岛的核泄漏，但核
还是人类的朋友，没有辐射没有核，就不
会有我们的今天。”

柴院士在讲座的最后说，生命起源
或与核辐射有关。因为生命起源一个需
要营养，一个需要能量。“能量哪里来？就
是宇宙线，就是核辐射，所以核辐射是生
命起源中的能源和催化剂。”

辐射，我们躲不掉也避不开

核辐射，生命起源中的能源和催化剂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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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期英才班学员获颁培养证书。

柴之芳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