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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要给《脑补》（山东科学技术
出版社） 写编辑手记的任务时，这本

“小书”从选题策划之初，到入选2025
年3月“中国好书”，那些细碎的瞬间
就像夜空中的星云，一股脑儿全在大脑
深处密密麻麻地闪耀起来。

总的来说，这是一场有“预谋”的
机缘巧合。

2023年秋，时值山东科学技术出版
社另一本科普书《触手可及的未来科技》
组稿关键时期，其中关于“脑库”的内容
需要采访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
教授包爱民。

随着采访的一步步深入，我们惊喜
地发现，这位在神经生物学领域熠熠生
辉的学者，还积极投身脑科学的科普工
作，B站上她的课弹幕满满。她希望通
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脑科
学，消除对脑疾病的误解和恐惧。这与
我们一直想做一本关于脑医学深度科普
图书的想法不谋而合。

很快，选题通过社编委会初步论
证。时任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赵猛
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也是这个选题
要做好必须面临的两个核心挑战：第一，
专业性与可读性的平衡，如何将学术概
念转化为公众能理解并感兴趣的叙事语
言？第二，学科壁垒的消解，如何让心理

学、医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交叉内容既
保持学术严谨，又避免知识堆砌？

为此，我们与包教授以及社编委会
又进行了三轮深度论证，最终确立了

“生命时间线”的叙事框架，以“生命
阶段”为经线 （新生儿、童年、青春
期、成年、老年），以“疾病”为纬线
（自闭症、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病、帕
金森病），将神经科学进展编织成个体
生命史。例如，在“青春期叛逆”小
节，既解释前额叶皮层发育滞后如何导
致冲动行为，又引入“青少年因脑发育

失衡误入歧途”的案例，使家长对青春
期孩子的叛逆行为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本书选题被列为社重点选题，正是
因为社长、总编辑以及分管副社长和发
行同事拧成一股绳的高效、敏锐与默契
配合，才让我们在选题策划伊始就充满
了信心。

接下来，便是紧锣密鼓的内容打磨。
稿件内容主要来源于作者的授课课

件。众所周知，课件大多数都是口语化
表达，具有即时性和随意性，整理成文
稿时则需要重新梳理，按照一定的逻辑
顺序，如时间顺序、因果关系等，使文
章条理清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尝
试了很多 AI 编辑工具进行语音识别、
智能审校、术语检索等。

稿件完成后，除了常规编辑审校，
我们还请了不同领域的审稿专家进行审
读。前后共返回 50 多页审改意见。赵
猛社长也逐字逐句对稿件做了大量审稿
和调整。从 2024 年开春到深冬，整整
10 个月，一部体量不算大，甚至可以
说挺小的书稿，光审改就进行了四五
轮。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深刻体
会到什么是“小书不小”，因为越是文
字体量小的书，读者对可读性的期待就
越大，对创作者的要求就越高。

在封面的设计上，一开始我们的设

想是，让自然万物变成音符，通过大脑过
滤出属于自己的意识。美编很快出了一
个方案，但因“太具象”，很快被淘汰了。
征求了出版界前辈的意见后，为了匹配
作者“科学诗意”的内容气质，美编又做
了一套“神经美学”视觉体系：封面采用

“大脑沟回”与模切图案的融合设计，勾回
纹路烫银，模拟意识流动的动态轨迹。这
种看似简单的小心思当然也经历了数次
打样、修改，因为勾回纹路不能偏离分毫。

为增强内容公信力，我们邀请了中
国科学院院士段树民、著名脑神经科学
家仇子龙撰写了推荐语，正如二位专家
所说，包教授打破了“脑科学=高冷学
术”的刻板印象，用一支笔勾勒出神经
科学的未来图景。

回望整个出版过程，最令我动容的
是包教授的一句话：“我们的大脑是如此
复杂而迷人，它赋予我们思考、观察、聆
听及区分美与丑、善与恶的能力，最终决
定了我们是谁，以及将走向何方。”

这种对生命本质的敬畏，让 《脑
补》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时，超越了一
本图书的物理形态——它是神经科学与
人文精神的对话场，是科学理性与感性
诗意的共生体，更是人类在AI时代重
新定义“自我”的认知地图。

（作者单位：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脑补》

一场有“预谋”的机缘巧合
□张琳

在广袤的大自然，蘑菇是一类拥有
再生力的自然资源，不但具有重要的生
态价值，还具有重要的食用和药用价
值。然而，有些蘑菇有毒，这些蘑菇被
采食后会导致人中毒甚至死亡，我们把
这类蘑菇统称毒蘑菇。

毒蘑菇中毒事件，在每年采蘑菇的
季节都在上演。据统计，全球每年因毒
蘑 菇 中 毒 死 亡 的 人 数 超 过 5000 人 ；
2012—2023 年，我国共报道了 3229 例
毒蘑菇中毒事件，其中就有710个死亡
案例，病死率高达 21.99%！国家食品
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数据显示，2010—
2022 年我国发生在家庭的食源性疾病
事件超过2万起，其中首要原因是采食
毒蘑菇中毒。毒蘑菇中毒事件是全球面
临的难题，关系到人类健康、关系到千
家万户，尤其是偏远山区老百姓。

哪些蘑菇有毒？分布在哪些地方？
什么季节出没？食用后会导致哪些中毒
症状？如何有效治疗毒蘑菇中毒？要解
决这些问题，除了认识毒蘑菇，还要系
统地研究毒蘑菇的生长习性、毒性成分
以及相应的解救措施等。

如何快速、准确地识别毒蘑菇是毒
蘑菇中毒防治工作中的第一步，也是关

键的一步。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我国
的毒蘑菇种类并预防中毒，吉林农业大
学教授图力古尔、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
研究所杨祝良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教
授陈作红、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李泰辉研究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李海蛟研究员携手编著了《中国的毒蘑
菇》（科学出版社）一书。

该书系统梳理了我国毒蘑菇研究历
史与现状、种类及其生态地理分布、标

本采集和处理、形态特征与鉴定、中毒
症状类型及其毒性成分、中毒诊断与治
疗要点等，图文并茂，集中展示了我国
毒蘑菇51科126属509种 （其中作者独
立或参与命名的毒蘑菇新种 106 个）、
毒性待确定的蘑菇 26 种，列述了我国
分布待确定的毒蘑菇 65 种，可为毒蘑
菇的快速识别、中毒预防与救治提供科
学指导或参考。我国著名真菌学家、中
国科学院院士庄文颖，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中毒控制首席专家孙承业研究员
都很关心该书的撰写和出版，并欣然为
该书题写序言。

该书的特色或价值总结如下。内
容权威：该书由多年从事大型真菌
（包括毒蘑菇） 研究的主要科技工作者
执笔；记载的毒蘑菇物种是作者在多
年野外调查、中毒现场采样、民间寻
访以及实验室研究过程中发现或命名
的，仅少数物种根据文献资料载入；
对一直以为有毒的“假毒蘑菇”和实
际上我国没有分布的“黑户”进行了
核实、厘清。内容丰富：该书收录的
毒蘑菇来自全国各地并覆盖了我国所
有不同生态区域，同时全面呈现毒蘑
菇八大中毒类型；相较于同类书，该

书所收录的毒蘑菇种类更多、更具代
表性，中毒信息更全。可读性强：物
种、分布、毒性同步展示，图文并
茂，以简练的语言准确描述了毒蘑菇
的形态特征，按照中毒类型进行归类
方便读者查阅和辨别。读者广泛：该
书既可作为普通读者的毒蘑菇科普读
物，也可作为各级疾控部门防控毒蘑
菇中毒的实用指导，还可作为大型真菌
科研人员、爱好者的参考资料。

根据 《中国毒蘑菇新修订名录》，
我国拥有丰富的毒蘑菇物种资源 （660
种），如在蘑菇属、裸伞属等分布广泛
的毒蘑菇重要类群中，还有不少有毒种
类需进一步调查、研究；有些物种的毒
性可能记载不够全面、研究不够深入，
仍需进一步采集标本、检测和研究。

当然，毒蘑菇并非“一无是处”，
除了生态价值，一些毒蘑菇中的鹅膏肽
类毒素在临床研究中表现出抗肿瘤活
性，裸盖菇素有望治疗重度抑郁症……
相关研究也展现出毒蘑菇作为生物资源
的特殊价值。

了解毒蘑菇的“菇”事，请打开
《中国的毒蘑菇》。不认识的野生蘑菇，
请谨慎采食！

《中国的毒蘑菇》

“毒”树一帜 且论“菇”事
□陈新

作 家 孟 昱 创 作 的 《南京温度——
“158”雷锋服务站纪实》（江苏凤凰教育
出版社） 以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全国时代楷模”“江苏时代楷模”等多项
重量级荣誉的铁路南京站“158”雷锋服务
站为创作对象，记录了第一代领衔人李慧
娟的峥嵘岁月、第二代领衔人孙燕光的时
空往昔、第三代领衔人施凤英的流年记
忆、第四代领衔人黄吉莉和许慧玲的携手
共进，以及当前生力军代表吴晓娟的成长
之路，通过重点描写几位代表人物传承与
践 行 雷 锋 精 神 的 事 业 接 力 线 ， 勾 勒 出

“158”雷锋服务站在近 60 年光阴延展中的
清晰脉络。

报告记事，文学写人。作品严格遵循
了这一思路，立足真实事件和客观事实，
通过文学笔法的渲染，将发生在“158”雷
锋服务站中的人物、故事以更具文本表现
力和情感冲击力的形式展现出来。作者通
过质朴文字，将温情洒满了书中角落。李
慧娟自发成立“学雷锋班组”的初衷、孙
燕光全力帮助“施南京”一家人的善举、
施凤英悉心照料“盲童辉辉”的言行，以
及黄吉莉、许慧玲探索“158”在新时代下
新发展的实践，还有吴晓娟对弘扬雷锋精
神的执着等，每一篇章都包含着大量真实
案例。

对于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来说，
除了主题的深刻性、表述的文学性外，一
定还会有独特的立足点，那是作者思想内
核的凝缩。在我看来，这部作品的内涵价
值 主 要 体 现 在 三 个 词 ： 一 是 “ 传 承 ”。

“158”之所以从诸多爱心组织中脱颖而
出，几代人的接续坚守是不可忽略的关键
因素。二是“平凡”。“158”的客运员们无
一不是平凡的人，她们有着平凡的经历、
经营着平凡的家庭，也在平凡的岗位上尽
心尽力服务好每一位有需求的旅客。从这
个角度说，“平凡”是“158”最亮眼的底
色，客运员们以平凡之躯缔造不平凡之
业，产生全国范围的影响，成为了平凡人
干事创业的生动写照，这对于社会弘扬正
能量，特别是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的引导塑造，具有积极的意义。三是

“爱心”。“158”的肇始、成长与壮大过程
中，爱心是贯穿始终的主线，是从未偏离
的追求，不论是第一代领衔人发自内心地
帮助旅客的行为，还是进入新时代后，更
加规范化、标准化的帮扶作业流程，爱心
的光芒从未黯淡。

在对作品主体内容进行深入挖掘之
外，《南京温度》作为报告文学所携带的史
料价值同样值得关注。例如在序章中，作
者从享有“中国最美火车站”美誉的南京
站引入，对车站的源起及变迁进行了梳
理，使读者能够大致了解南京站的前世今
生。再如，作者对“158”的由来和演变进
行了追溯，从南京站建站初期根据上级要
求设立的“母婴候车室”，到跨入新世纪自
主创设的“重点旅客候车室”（后更名为

“158” 工 作 室）， 再 到 拥 抱 新 时 代 的
“158”雷锋服务站，陈列出了“158”一路
走来的点滴印记。

2025年是“158”雷锋服务站被授予全
国“时代楷模”10 周年，在这个颇具意义
的时间节点，这本书的出版发行恰逢其
时。一直以来，全国各地向“时代楷模”
学习的浪潮此起彼伏，在这长盛不衰的学
习热情背后，反映的是人们对于作为榜样
的“时代楷模”们的认同与崇敬。《南京温
度》以作为“时代楷模”的“158”雷锋服
务站为叙述中心，将“158”客运员们的动
人事迹呈现给读者，并借助文学的魅力，
让读者在阅读中真实感受榜样的引导和力
量，从而努力在更大范围尝试形成一种思
想共识，即时代楷模并不是悬浮的道德符
号，而是真切流淌在身边的汩汩温泉。

《南京温度》的创作完成了，但书中描
绘的故事却未到终章。“158”雷锋服务站经
历了岁月的绵延，见证了时代的跨越，如今
已从历史中走来，在当下优雅转身，正向未
来阔步而去。我们有理由期待着，在雷锋精
神的指引下，“158”雷锋服务站能更持续地
发挥出“时代楷模”的典型示范作用，能带
给人们更多的温暖和感动，能创造更为广阔
精彩的前景与可能，也能为南京这座千年古
城增添更深沉的独特韵味。

看温情南京城，新时代春风遍起；感
六朝古都暖，“158”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江苏省作家协会）

《南京温度——“158”雷锋服务站纪实》

穿越时代的灯塔
□杜冬梅

在雷达技术不断演进的历程中，多
输入多输出（MIMO）雷达的出现标志
着一次重要的范式转变，它赋予了雷达
系统前所未有的空间自由度与信息获取
能力。而认知雷达概念的兴起，则代表
着雷达感知方式向智能化、自适应迈进
的深刻变革。

电子工业出版社于 2025 年初推出
的重点学术著作《MIMO雷达认知波形
设计理论与方法》（电子工业出版社），
正是这一前沿交叉领域的系统性研究成
果，这本书为我们揭示了如何赋予
MIMO 雷达“思考”与“适应”能力
的关键理论与关键技术。

这部专著的核心关切在于：如何使
MIMO 雷达的发射波形不再是固定预
设的，而是能够动态地、智能地响应瞬
息万变的环境与任务需求？它将“认
知”这一源于生物智能的概念严谨地
引入雷达工程领域。认知雷达的精髓
在于其构建了一个闭环的信息处理流
程：感知环境 （接收端信号处理）、理
解环境 （信息提取与特征识别）、作出
决策（基于目标和干扰信息、任务需求
以及资源约束进行优化）、执行行动
（生成并发射最优波形）、接收反馈（再

次感知环境变化），并持续循环迭代。
在这个闭环中，波形设计不再孤立，而
是整个认知循环中最具主动性与适应性
的关键环节。

这本书深入探讨了 MIMO 雷达认
知波形设计的理论基础与方法架构，系
统地阐述了认知闭环的构建原理、环境
感知与知识库构建、优化目标与约束建
模、核心优化理论与算法、实时性与可
实现性考量。

认知闭环的构建原理，即如何将环
境感知、目标信息提取、先验知识利
用、优化决策与波形生成紧密耦合，形
成一个高效的自适应环路。环境感知与
知识库构建探讨了在复杂电磁干扰、杂
波背景下，如何有效感知和理解环境特
性，并将这些信息转化为可供波形优化
利用的先验知识。优化目标与约束建模
详细分析了不同雷达任务（如探测、跟
踪、识别、成像）对波形性能的不同需
求 （如分辨率、旁瓣抑制、互相关性
能、抗干扰性），以及实际系统面临的
能量、频谱、硬件复杂度等约束条件，
如何将这些需求与约束形式化为严谨的
数学优化问题。核心优化理论与算法重
点介绍了适用于 MIMO 雷达认知波形
设计的各类优化方法。例如，增强
MIMO 雷达目标检测性能的最大化检
测概率、衡量 MIMO 雷达目标参数估
计性能的最小化克拉美-罗界、提升
MIMO 雷达信号分辨率等能力的最小
化加权积分旁瓣电平等准则。此外，还
深入剖析了它们在解决特定波形设计问
题时的效能与适用性边界。书中特别关
注了如何利用 MIMO 雷达特有的波形
分集增益和空间自由度来实现更优的性

能。在追求性能最优的同时，本书也并
未忽视工程应用的现实挑战，探讨了算
法复杂度、实时性要求与硬件实现潜力
之间的平衡策略。

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超越了单纯的技
术罗列，清晰地勾勒出了认知波形设计
作为一套完整的方法论体系，其核心思
想在于赋予雷达系统一种与环境持续
对话、共同演进的能力。雷达发射的
电磁波，不再只是单向的询问信号，
而是在优化的指导下，主动适应环境
的“智能探针”。这种适应性的高低，
直接决定了雷达在复杂、对抗性环境下
的生存能力和感知效能。书中严谨的理
论推导和深入的方法分析，为这种“智
能”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和可
行的技术路径。

本书出版的意义还在于，它引领着
雷达感知方式向更高层次的智能化发
展，它回应了现代战场、民用空域、复
杂城市环境中对传感器提出的日益严
苛的要求：不仅要“看得见”，更要

“看得清”“辨得明”，并且能在干扰和
欺骗中保持“清醒”。认知波形设计是
实现智能雷达感知宏大目标的关键技术
支柱之一。

《MIMO雷达认知波形设计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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