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近科学

再找“北京人”

神秘的丢失案

1941

年秋
，

协和医
院的年轻技工胡承志将
5

个北京猿人头盖骨化
石装箱运送到总务长的
办公室后

，

就再也没有见
到它们的踪影

。

按照计
划

，

化石将由美军护送
，

由秦皇岛上船运往美国
本土暂存

。

然而
，

就在轮
船应该到达的当天

，

日本
偷袭珍珠港

，

日美交恶
，

局势混乱
，

化石从此去向
不明

。

北京人头盖骨的
神秘丢失震惊了世界

，

也
成为

20

世纪最大的谜案
之一

。

2006

年深秋的一
天

，

一位东北边陲的保卫
干部向周口店北京人化
石寻找工作委员会透露
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

这个
消息让工作队的队员们
兴奋异常

。

水边的头盖骨

当年白洋淀少年辛
景田

，

在上个世纪
40

年
代曾在水边捡到

5

个箱
子

。

其中两个箱子无论
大小

、

质地还是里面的物
品

，

都与胡承志送出的北
京人化石惊人相似

。

老

人如今已经去世
，

但是保
卫干部何墨福清楚地记
得老人的话

：

箱子被埋在
白洋淀老家的一处河滩
上

。

当年的埋藏地被绘
制成图

，

化石寻找队历尽
周折

，

在河北安新县的马
家寨找到了图纸上的地
点

。

白洋淀探宝目标锁
定在一片河滩开阔地

，

中
国地球物理所的专家与
中国地质大学的师生将
联手进行排查

。

异常情
况接连出现

，

在探测麦田
的屏幕上出现了

4

组深
蓝色的可疑地方

。

经过
甄别

，

最终河滩上一处明
显的异常点让何墨福兴
奋不已

，

这与他框定的重
点区域正好吻合

。

2007

年初冬
，

针对这里的探掘
行动正式展开

。

正在这
时

，

传来一个消息
：

有人
在天津看到过北京人化
石

。

寻找 6号楼

关于化石的下落有

许多版本
，

其中最著名的
是

：

当年曾有美国兵见到
天津美国兵营的

6

号楼
地下室的地下埋藏了北
京人头盖骨

。

上世纪
80

年代
，

美国人类学家夏皮
罗曾专程到天津寻找

，

只
可惜当年的

6

号楼已被
拆除

。

就在同一天
，

施工
工长杨守凯在

6

号楼的
地基里发现了一个奇怪
的水泥构件

。

经验丰富
的杨守凯看到暴露出的
混凝土构件的位置十分
蹊跷

，

怀疑它是被有意埋
藏的

。

埋在地下室的箱子

埋在地下的水泥构
件究竟是什么

？

杨守凯
怀疑那是一个封存东西
的箱子

，

而且化石可能就
在里面

。

有人提出异议
，

因为根据历史线索
，

从北
京运出北京人化石到日
军占领天津的美国兵营
只有短短的

3

天时间
。

在
这段时间里

，

究竟有没有

可能将化石封存到水泥
构件当中

，

再埋入地下室
的地下

，

而且不露痕迹
呢

？

有专家提出
，

如果地
下室存在过地板

，

藏匿化
石再掩人耳目是可能的

。

无独有偶
，

当年美国老兵
的线索中偏偏就提到了
地板

，

而且说化石就埋在
地板的下面

。

埋藏的记忆

左松盛是天津医科
大学的老职工

，

当年在拆
6

号楼的时候
，

他曾发现
了一个方方正正的混凝
土构件

。

这使寻找更加
复杂

，

他发现的是否就是
当初杨守凯发现的那个
东西呢

？

当年的施工监
理周景坤说当年确实在
施工现场看到过一个方
水泥墩

，

至于杨守凯在不
在场

，

时隔
20

多年已记
不清了

。

杨守凯的弟弟
再一次为物探专家指认
了地点

。

这时
，

10

号楼的
施工场地也挖出了一个
混凝土构件

，

上面还带了
一个铁环

。

9 月 29 日至 10 月

4日 20∶30(十套)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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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发现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
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

一批极具时代特征的超
级建筑在

21

世纪的中
国相继落成

。

这些建筑
超越极限

，

以大胆的设
计挑战传统的理念

，

将
创意和创新发挥得淋漓
尽致

，

每一座都是宏伟
辉煌的建筑奇观

。

北京 T3航站楼

为迎接北京奥运
会

，

北京必须建造一座
全新的航站楼以迎接各
国嘉宾

。

一座占地
100

万平方米
、

造价
36

亿
美元的超级机场

，

在短
短

4

年内打造完成
。

它
是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
机场航站楼

，

是全中国
人引以为傲的招牌

，

是
一个属于全人类的建筑
奇迹

。

杭州湾跨海大桥

它是全球最长的跨

海大桥
，

它将上海港和
宁波港连接在一起

。

当
杭州湾的恶劣天气来临
的时候

，

工程师们还要
对抗危险的水流

、

台风
以及钱塘潮这道巨大水
墙的挑战

。

庞大的项
目

、

庞大的机械和独一
无二的施工地点

，

使杭
州湾跨海大桥成为设计
与工程领域的一场终极
挑战

。

青藏铁路

50

多年来
，

在与世
隔绝的中国西南部修建
一条横贯青藏高原的铁
路一直是中国人的梦想

。

历经与天气
、

地形
、

地
震和海拔的抗争

，

铁路
工程师们最终创造出了
奇迹

，

穿越世界屋脊的
青藏铁路

，

成为不可思

议的建筑奇观
。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大厦有

101

层
，

高达
492

米
，

是已建成的亚
洲第一高楼

。

自
1997

年
开工到

2007

年封顶
，

整
个施工过程吸引了全球
的目光

。

亚洲第一高楼
建在亚洲经济投资热点
地区上海浦东

，

无疑具
有象征意义

。

从整个建
造过程可以感受到现代
中国的发展速度

，

体会
到中外建筑工程人员挑
战高度和难度的勇气

。

洋山深水港

上海要成为世界上
最大的集装箱码头

，

必
须解决第三四代集装箱
船通过长江入海口的问

题
。

洋山深水港的建设
使这一目标成为现实

。

建成后的上海洋山深水
港是亚洲最大的深水港
口

，

世界上任何重量级
的货轮都能自由出入

，

这一工程引起了世人的
关注

。

本片围绕工程建
设设计

、

填海造地工程
、

临港新城建立
、

船坞建
造等内容

，

全面展示了
洋山深水港从一个荒凉
小岛成为现代化港口的
历程

。

兵马俑的神秘主人

1974

年
，

西安兵马
俑横空出世

，

震惊全球
。

然而
，

一个叫陈景元的
人却发现

，

种种迹象表
明兵马俑根本不是秦始
皇的陪葬

。

那么兵马俑
的主人是否另有他人
呢

？

9 月 29 日至 10 月

5日 21∶25(十套)播出。

本期推荐

绿色空间

鲨鱼之影

瑞恩和瓦莱丽夫妇在世界自然摄影
界享有极高的声誉

，

他们是世界上最早
在海洋中进行拍摄的摄影师

。

他们最关
注的是海洋中最凶猛的动物

———

鲨鱼
，

尤其是嗜血成性的大白鲨
。

为了近距离
拍到它们

，

夫妻二人首创了在铁笼中进
行海底拍摄的方法

。

为了收集到有关鲨
鱼的第一手资料

，

两个人不断挑战极限
，

甚至冒着生命危险
，

让鲨鱼撕咬自己的
身体

，

以测试鲨鱼在进攻时的状态
。

狼人

在寓言故事中
，

狼的形象总是和凶
残

、

阴险
、

狡诈联系在一起
，

比如
《

东
郭先生

》

里要吃掉恩人的狼
， 《

伊索寓
言

》

里披着羊皮的狼
， 《

天方夜谭
》

里
蛮横霸道的沙狼

， 《

格林童话
》

里阴险
狡诈的狼外婆等

。

但在英国
，

却有一个
人尝试以狼的方式生活

，

并和狼生活在
一起

。

大和尚和小老虎

在泰国一片丛林的深处有一座寺庙
，

寺里的
12

位僧人一共养育了
17

只老虎
，

这座寺庙因此被人称为
“

虎庙
”。

因为母
虎惨遭猎杀

，

人们把小虎送到这里
。

本
着慈悲为怀的理念

，

和尚们开始抚养这
些小家伙

。

佛门本是清静之地
，

僧人每
天晨钟暮鼓

，

打坐修行
，

可这些小老虎
每天上蹿下跳

，

调皮捣蛋
，

僧人和老虎
能适应各自的新生活吗

？

蚂蚁入侵

圣诞岛位于爪哇岛以南
360

公里的
印度洋上

，

是个面积只有
135

平方公里
的小岛

。

别看它面积小
，

却是世界上最
大的环礁湖岛

。

圣诞岛拥有独特的动植
物资源

，

三分之二的面积被热带雨林覆
盖

，

在这里
，

还能看到全球规模最大的
陆地红蟹大迁徙

。

但是近几年
，

大量的
红蟹却死于蚂蚁之手

。

蜂之战

节目中呈现的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
争

，

交战的双方是两群蜂
。

挑起事端的
是大黄蜂

，

另一方是小蜜蜂
。

这场惨烈
的战争没有逃过山口和尚的眼睛

，

因为
参与战争的蜜蜂就是他饲养的

。

猩猩托儿所

这是一个致力于收救猩猩的婆罗洲
猩猩生存基地

。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
，

猩
猩居住的森林以惊人的速度被破坏

，

许
多猩猩成为不法分子走私和残杀的对象

。

猩猩托儿所里的小家伙在生命之初就遭
遇了种种苦难

，

其中许多猩猩都曾目睹
母亲被用极其野蛮的方式杀死

。

它们在
托儿所里平复心灵的伤痛

，

学习野外生
存的技巧

，

为的是能有一天回到森林家
园

。

克努特和它的朋友

在柏林动物园
，

马戏团里的熊产下
了

30

年来第一批北极熊宝宝
。

但小熊的
母亲不仅不喂养它们

，

还抛下了小熊
，

饥饿的小熊只能躺在冰冷的地板上等待
救助

。

最后
，

只有一只叫克努特的小熊
活了下来

。

管理员托马斯
·

多弗雷恩想方
设法将小熊从笼中取出

，

决定亲自喂养
。

德国专业纪录片创作小组温德摄制组见
证了这个过程

。

他们的拍摄再现了人与
野生动物之间的沟通过程

，

画面生动有
趣

，

情节跌宕起伏
。

近期播出。

大家

动物学家胡锦矗

2008

年大熊猫再次成为世
人关注的焦点

。

6

月
，

一部名为
《

功夫熊猫
》

的美国动画片热映
全球

，

好评如潮
。

8

月
，

奥运吉
祥物福娃晶晶将具有中国特色
的奥运精神展示给了全世界

。

但真正促使我们对大熊猫生存
状态进行思考的

，

却是发生在
5

月份的那场大地震
。

地震
5

个
月后

，

坐
“

中国大熊猫研究第
一把交椅

”

的胡锦矗教授走进
演播室

，

为我们讲述了一段惊
心动魄的关于大熊猫的故事

。

近期播出。

百家讲坛

王立群读《史记》

之秦始皇

秦始皇之死

秦始皇通过焚书坑儒
，

消
除了思想文化方面对集权统治
的不利因素

。

至此
，

秦始皇已
经建立了一个高度统一的秦帝
国

，

没有了后顾之忧
。

人到中
年的秦始皇

，

此时考虑更多的
是如何与死神斗争

。

为了寻找
长生不老之药

，

秦始皇在
49

岁
的时候又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五
次大巡游

。

秦始皇原本是想追
求长生不老的

，

谁知道却由此
走上了不归路

，

并引发了一个
千古疑案

。

秦始皇为什么会蹊
跷地死在巡游路上呢

？

让我们
跟随王立群教授一起看看秦始
皇最后的人生轨迹

。

9 月 29 日 12∶45(十套)播

出。

中华医药

有过失眠经历的人都知道
失眠的痛苦

，

特别是一旦患上
失眠症后

，

长期饱受煎熬
。

林
黛玉也有失眠的毛病

，

但她身
边的人没有给她吃药

，

也没用
什么物理疗法

，

而是用了食疗
的方法

，

用随处可见的原料烹
制成了一道可以改善睡眠的菜

。

《

红楼梦
》

里有关林黛玉的饮食
有大量的描写

：

林妹妹因吃蟹
而腹寒是喝了一些酒来解的

；

胭脂本来是化妆用的
，

可是做
鹅肉的时候却要加上它

；

鸭子
和鹅差不多

，

可做菜时方法却
不一样

。 “

红楼
”

里的美食
，

无处不在
。

10 月 1 日 22∶00（四套）

播出。

互动空间

山西面食师傅超人赛

俗话说
，

世界面食在中国
，

中国面食在山西
。

早在
13

世
纪

，

游历山西的著名旅行家马
可
·

波罗就把山西面食介绍到了
意大利

，

风靡全球的意大利面
条就是从山西传过去的

。

山西的面食历史悠久
，

品
种繁多

，

据说一共有
400

多种
，

烹制方法有蒸
、

煮
、

炒
、

焖
、

炸
、

烤
、

烙
、

贴
、

烩
、

煎
、

氽
十余种

……

6

位精通山西面食的
厨师来到电视超人的赛场

，

只
为争夺

“

山西面食师傅超人
”

的称号
。

拉面
、

刀削面
、

一根
面

、

剔尖
、

揪片等各种山西面
食技艺亮相荧屏

，

刀削面射门
、

拉面穿针
、

最好吃的剔尖等各
种面食绝活将让您大饱眼福

。

9 月 28 日 22∶00(二套)播

出。

百家讲坛

军旅作家王树增讲长征

危急时刻

1934

年
，

有一群共
产党人为了追寻理想与
信仰

，

为了改变国家与
民族的命运

，

带领着一
支队伍以大无畏的牺牲
精神

，

克服千难万险
，

用血肉之躯走出了一段
光辉的里程

，

创建了一
个崭新的中国

。

这支队
伍名叫中国工农红军

，

这段光辉里程名叫长征
。

无论是中国工农红军还
是长征

，

都已经成为我
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

要
读懂长征

，

首先要了解
长征是怎么发生的

，

让
我们重回长征前的

20

世
纪

30

年代
。

著名军旅作
家王树增

，

一位研究军
史的纪实文学作家

，

为
了探寻长征的原貌

，

花
费

6

年的时间收集整理
资料

，

并数度重走长征

路
，

终于写成著名历史
纪实文学

《

长征
》。

从本期节目开始
，

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重
新踏上漫漫征程

，

走遍
千山万水

，

感受风霜雨
雪

，

去认识真实的长征
。

出征前夜

1934

年
，

由于左倾
领导者否认敌强我弱的
基本形势

，

在组织上排
斥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
领导

，

在军事上推行错
误的战略方针

，

导致了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
反围剿的失败

，

中央苏
区陷入困境

。

红军不得
不实行战略转移

，

这就
是世人皆知的长征

。

突出重围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

围剿失败
，

蒋介石以
31

个师的兵力向中央苏区
腹地瑞金逼近

，

博古
、

李德决定撤出中央苏区
，

实行战略转移
。

一场被
全世界称为

“

长征
”

的
远征就此拉开序幕

。

蒋
介石为了把中央红军聚
歼在中央苏区内

，

采取
了

“

步步为营
，

稳扎稳
打

”

的碉堡式推进政策
。

在蒋介石大兵力
、

拉网
式的严密封锁下

，

中央
红军数万人的庞大军队
怎样冲破重重封锁线

？

浴血湘西

中央红军利用蒋介
石与广东军阀陈济棠之
间的矛盾

，

顺利通过了
前

3

道封锁线
，

到达湖
南南部

。

博古
、

李德的
意图是中央红军按预定
计划继续向西前进

，

经

广西北部北上湘西
，

与
转战在那里的红二军团

、

红六军团会合
，

建立一
个新的苏区

。

根据这个
计划

，

西进的中央红军
必须冲破国民党军的湘
江封锁线

。

遵义会议

湘江之战后
，

中央
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
长征出发时的

8

万多人
骤减至

3

万多人
。

幸存
下来的红军官兵在思考
着同一个问题

，

那就是
红军必须改变被动局面

。

遭受重大损失的中央红
军怎样才能走出困境呢

？

遵义会议成为转变红军
命运的分水岭

。

10 月 1 日至 5 日

12∶30（十套)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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