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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上午，在市科技馆一楼大厅
里，来自展品生产企业的10多名安装工
人正在安装五颜六色的展品部件，虽然
升级后的科技馆将于6月1日全面开馆,
但许多感兴趣的市民已经抢先来体验。

新的展品集中在一楼大厅展示，我
们选取了一些展品，看您是否知道这些
展品的科学原理和实际生活用途，如果
您不知道，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展品一 声聚焦
特点：隔空传声
体验：相隔三四十米远的距离，架设

了两个形似“电视接收锅”的装置，即使
说话声音小到站在身旁的人都听不到，
另一边的人通过接收装置依然能够清晰
地听到讲话内容。

原理：利用抛物面对声音的反射和
汇聚作用。凹面对声波形成集中反射，
使反射声聚焦与某个区域，声聚造成声
能过分集中，使声音在该区域特别响。

常见实例：利用该原理可制成喇叭，
安装在博物馆、展览馆、主题公园等场合。

■展品二 自己拉自己
特点：重而易举
体验：通过一些定滑轮、动滑轮，体

验者坐在椅子上，仅靠较小的臂力拉绳
子，就能把自己拉起来。

原理：多个动滑轮、定滑轮组装在一
起之后，不但省力还改变了力的方向，省

力多少由绳子股数决定。
常见实例：除广泛应用在各类升降

机械之外，高层建筑的清洁人员拉着绳
子自由升降也是借助此原理。

■展品三 锥体上滚
特点：看着是向下的坡度，物体却向

上运动
体验：展品主要由V形导轨、导轨支

架和双锥体构成，V形导轨开口端高、闭
口端低，构成一倾斜轨道。我们把锥体
置于导轨的高端，锥体并不下滚；相反，
把锥体置于导轨的低端，松手后锥体会
自动上滚，直至高端后停住。

原理：物体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
总是以降低重心来趋于稳定。位于 V
形导轨的低端处，两根导轨相距较小，
停于此处的锥体重心最高，重力势能最
大；V 形导轨的高端处，两根导轨相距
较大，停于此处的锥体重心最低，重力
势能最小。

因此，从导轨低端处释放锥体，锥体
就会沿导轨从低端滚向高端，这其间锥
体的重心逐渐降低，重力势能逐渐减小，
被转化为锥体滚动时的动能，体现了机
械能量守恒，给人以锥体自动由低向高
滚动的错觉。

常见实例：一些酒店、旅游景点人造
的“水往高处流”“圆石向上滚”景象及孩
子们玩耍的不倒翁类玩具等。

先考考您的科普知识

磁悬浮、钉床、龙卷风演示仪、模拟汽车驾
驶……71件全新科普展品是2011年6月建馆
以来，科技馆的首批“家当”。

市科技馆副馆长姜建祥说，过去，科技
馆所摆放的展品多属临时展品，人们曾看
到的“身边的水资源”“走进低碳生活”“汽
车与安 全 ”等 展 品 ，多 系 从 中 国 科 技 馆 流
动展品中借来的，市科技馆一直没有自己
的展品。

去年10月，市政府相关部门专门划拨了近
300万元用于购置新展品。为让新购置的展品
博得人们喜欢，市科技馆专门前往合肥、南昌、

武汉、北京等地考察，在专家推荐下“量身定制”
了这71件经典展品。每一件展品部件从材料
选择到设计规格，都是按照馆内人员的要求制
作生产。除了贴近生活之外，这些展品还具有
很强的参与性、体验性、互动性。

姜建祥说，为了提高市科技馆的服务质量，
避免展品因人为操作不当而被损坏，馆内讲解
员及保安员结合新展品的使用进行了统一培
训、学习，并与厂家协调，在洛阳常驻维修人员，
从而保证展品出现故障后能及时修复。同时，
在一些展品附近还设置了专门的提醒标志，避
免因参观者操作不当导致展品损坏。

精心挑选科技馆首批“家当”

新的展品来了，科技馆“火”了；展品不新鲜
了，科技馆变“冷”了。在科技馆开馆近两年的
时间里，这种冷热不均的现象经常发生，这引起
了科技馆管理者的关注。他们认为，科技馆一
直不能“火”起来，并不是展品更新慢、资金不足
的问题，还有科技教育观念、科技馆运营方式等
其他问题。

■关键词 观念
一些参观者反映，在没有进入科技馆前，他

们脑海中对科技馆的定义类似展品展览馆，把
一些科研院所、代表先进技术的产品放在馆内
供人观看，甚至有人视为是工业类产品的生产
流程；在实地探访后，这种观念被颠覆了，事实
上科技馆不是展品展览馆，而是科学原理的展
示，揭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的发生及物品
的制造原理。

“科技馆已经运营近两年，这里给人们带来
的不仅仅是趣味性、互动性，更是人们对科普产
业认识观念的转变，让人们学会科学看待问题，
对于种种现象有科学应对之道。”市科学技术协
会副主席胡珊说，从一定程度而言，我国曾出现
的西瓜注射增甜剂、抢盐风波等事件说明，当下
人们迫切需要一个了解、学习日常生活中的科
学原理，提供事物分析能力的平台。

为了向更多的人，尤其是学生群体普及科
普知识，聚集展馆人气，科技馆曾试图通过相关
部门联系学校组织集体活动等方式，向学生普
及科普知识。然而，由于一些学校对于安全问
题有顾虑，因此这一想法并没有得到大多数学
校的支持。

“我们非常欢迎团体来科技馆举办、参加活
动，也愿意免费提供场地合作举行。”市科技馆
相关负责人说。

■关键词 运营
“刚开馆的时候，人气最高时一天达到

2000多人次，我们不得不限制人数、分时段进
入。半年后，展品更新跟不上，一天的参观人数
寥寥无几。”市科技馆一名保安回忆。

“科技馆不同于博物馆，科技馆要通过更新
展品及举办各种活动聚集人气，发挥科技馆社
会效益。”市科技馆讲解员张珂认为。

一些参观者及社会学者认为，科技馆开放
初期应该主要依赖政府投入，解决人员短缺、馆
内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问题。科技馆开放
后，应该增强自身运营管理方面的创新能力，在
坚持推行公益的前提下，要逐步改变以政府“输
血”为主的局面。

一些市民建议，当前，小学生、中学生乃至

大学生是科技馆最主要“顾客”。可常见的景象
是，每逢假期科技馆会迎来学生潮，而其他时间
则冷清不少。能不能把大中小学开设的相关科
学课程，“搬”进科技馆呢？一旦科技馆成为学
校科技教育的“常设课堂”，那么科技馆的“产出
效应”就会再度提高。另外，还可以通过举办有
规模档次的活动或吸引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让
科技馆在一定周期内不断出现新亮点。

河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相关负责人说，目
前，科普产业在我国属朝阳产业，科普展品销售
市场供不应求。其实，公益科普事业与科普产
业可以做到齐头并举。以2002年建成的安徽
合肥科技馆为例，该馆是合肥市公共财政投资
规模最大的社会公益性项目。历经多年摸索，
科技馆不但成为合肥的旅游新亮点，还带动了
当地科普产业发展，成为当下国内科普展品生
产集中区域。同时，该馆技术研发部门研发的
科普展品还走向了市场化。

“当科技馆先稳步‘活’下来，再逐步‘火’起
来后，其发挥的吸引力将对本地科普产业发展
起到助推作用。”河科大管理学院相关负责人
说，当下，管理部门需要调整思路：科技馆不仅
要为市民提供简单的展览服务，更担负着催生
和发展我市科普产业的重任！

科技馆遭遇“冷热不均”的背后

科技馆仅仅是个展览馆吗？

本报记者 张喜逢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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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科技馆催
科普产业

眼下，随着首批71件自购科普展品安装到位，市科技馆成为众多
科技爱好者的聚集之地。

对这些新展品，您了解多少呢？面对日渐升温的“科普热”，作为我
市唯一的综合性科普教育机构，科技馆如何克服展品更新、资金等现实
问题，持久保持“新鲜度”甚至实现更大的担当？日前，记者采访了科技
馆相关负责人及有关专家。

核心提示

展品——自己拉自己

展品——拓扑学

展品——汽车模拟驾驶 展品——小球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