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多科学研究都只是在做一件
件细微的‘小事’，但正是看似细微的
研究，推动着人类科学不断进步。”这
是本届市长奖获得者、现就读于清华
大学的李扬旭做科研时最深的感
悟。而他研究的，就是一件“小
事”——声波刺激对青蒿生长及代谢
的调控研究。

屠呦呦因青蒿素的研究成果获
得诺贝尔奖，这让李扬旭对青蒿种植
产生了很大兴趣。据他了解，传统化
肥对环境有影响，他想尝试寻找一种
环保、高效的物理肥料应用于青蒿种
植。

在巴蜀中学读高中时，李扬旭从
物理课上学到，声波刺激对植物生长
有明显的影响。于是他就思考：适宜
的声波刺激是否可以促进青蒿生长，
从而达到提升亩产的目的呢？

经过与老师深入探讨，他确定了
自己的研究项目“绿色物理肥料应用
探秘：声波刺激对青蒿生长及代谢的
调控研究”。

对于一名高中生来说，研究难度
不言而喻，但这反而激发了李扬旭的
斗志。为了能够看懂各种生物学专
业名词，他找来30余篇关于青蒿的
生物学论文“啃”。由于缺乏生物学
基础知识，他只能反复阅读这些论
文，用不同的论文相互印证学习。

“有不少是英文文献，我读起来
还是很吃力。”李扬旭坦言，遇到不懂
的问题，他还去找大学教授请教。凭
着这份毅力，他“硬啃”下了这些论
文。

研究期间，李扬旭的寒暑假及周
末几乎都在实验室度过。通过反复实
验，他也得到了想要的结果——适宜
的声波刺激下，青蒿有关应力响应的
基因被启动，从而显著促进了青蒿的
生物量积累，且不会对青蒿造成损
伤。凭借这项研究成果，他先后斩获
多项国家级、市级青少年科技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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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也
许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首小学课本
里的古诗《悯农》，竟然让一个小学生
对锄头产生了浓厚兴趣，并钻研起锄
头。

“当读到这首诗时，我对配图里
的锄头很感兴趣，想把它画下来。”
本届市长奖获得者、渝北区实验小
学校的曾驿雯告诉记者，通过上网
搜索，她发现锄头竟然有许多不同
的种类、样式，为什么一把普通的锄
头竟然会有这么多样式？这些样式
各有什么样的用处？为什么普通的
锄头能在中国传承两千多年，至今
仍广泛使用？这勾起了她的好奇
心。

为了研究锄头，曾驿雯的父亲
带着她经常去农村搜集各种各样的
锄头，还托亲戚朋友从黑龙江、海
南、湖南等省份搜集，“至今家里还
有几十把锄头，可以搞展览了。”

通过文献查找、采访调查、实地
走访等多种方式，曾驿雯深入研究了
锄头这一中国传统农具的结构、原
理、制作、使用、维修、变化等，发现并
提出锄头蕴含的结构力学原理和力
的传递、卯榫结构的理论。结合巴渝
地区的自然条件，她还分析出巴渝地
区的锄头和其他地区的不同之处，系
统地探究了巴渝传统锄头蕴含的科
技因素与科普教育价值，最终完成了
论文《一锄耕天下——探秘巴渝传统
农具之锄头》。

除此之外，曾驿雯还完成了《探
寻御临河流域水稻传统种植的秘密》
等研究，斩获第33届全国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一
等奖等多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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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种子正在快速生长

市长奖让更多青少年热爱科学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孟涛 王丽

6月29日，在第十二届重庆市青少
年科技创新市长奖（下称市长奖）颁奖仪
式上，尹艺臻等10名学生获得市长奖，
冉超峰等10名学生获得市长奖提名奖。

市长奖设立于2005年，迄今已评
选表彰十二届，102名中小学生获得市
长奖，93名中小学生获得提名奖。

本届市长奖评选活动自去年10
月启动，共收到来自渝中、渝北、南岸、
酉阳、忠县等20个区县64所学校的
推荐人选申报材料99份。经资格审

查、初评推选、视频面试、终评审议等
程序，并经市政府审定、社会公示无异
议后，市政府决定授予尹艺臻等10名
学生市长奖、授予冉超峰等10名学生
市长奖提名奖。

据介绍，本届获奖的中小学生从小
热爱科学，勇于探索，勤于实践，具有较
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积极参加各
类科技创新实践活动并多次在科技创
新大赛中获奖，不少学生的科技成果还
取得了国家专利。

市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获奖
者的科技成果大都来源于生活，又应用
于生活，他们都是优秀的“生活观察
家”，懂得用自己所学去解决现实生活
中的问题。

与往届不同的是，本届获奖者中女
生占据了“半壁江山”，其中市长奖6名，
市长奖提名奖3名，展现出“巾帼不让须
眉”的特点。越来越多的女生参与到科
技创新实践活动中，并取得优异成绩。

据了解，本届市长奖评选的覆盖范

围较上届也有了明显扩大，参与区县由
上届的13个扩大为本届的20个。“近
年来，我市围绕市长奖评选表彰，开展
了丰富多彩的青少年科技创新实践活
动，引导科技资源向更多区县覆盖，让
更多孩子热爱科学、勇于探索，让创新
的种子在他们心中快速生长，对他们的
成长、成才产生积极影响。”该负责人表
示，通过引导青少年科技创新实践活动
由普及向提高方向发展，我市青少年科
技创新整体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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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艺臻 曾驿雯

李扬旭

写字时，遇到钢笔漏墨你会怎么
办？本届市长奖获奖者、重庆市名校
联合中学校的尹艺臻，在小学时不仅
自己解决了钢笔漏墨的问题，还发明
了防漏墨钢笔。

钢笔为什么会漏墨？钢笔的构
造是怎样的？上小学时，望着衣服上
被墨水弄脏的污渍，尹艺臻决定拆开
钢笔进行一次“大检查”。

经过一番研究，尹艺臻发现了钢
笔漏墨的缘由，于是她在钢笔的毛细
管处加了一个开关，用来控制墨水的
流动，防止钢笔使用时漏墨。2016
年5月，尹艺臻的这项发明获得国家
专利。

同年7月，尹艺臻的另一项发明
“水面悬浮垃圾收集装置”也取得国
家专利。尹艺臻介绍，在小学一次春
游划船活动中，她发现湖面漂浮着许
多悬浮垃圾，人工打捞水中的垃圾工
作量大，又苦又累，于是她萌发了设
计一种全自动、全电力、安全高效的
水面悬浮垃圾收集装置的想法。

经过长期学习和实验，尹艺臻成
功研制出水面悬浮垃圾收集装置，利
用可充电式水泵产生有序水流，使悬
浮垃圾在有序水流的带动下，自动收
集到集渣和储渣系统中，装置还可以
由电机带动两侧叶轮实现前进、后退
和转向。这项成果也让她多次斩获
科技创新大奖。

去年，尹艺臻的另一项发明“一
种新型激光甲烷传感器”取得国家专
利。她想象力丰富、对事物充满好奇
心，老师、同学们都亲切地称呼她为

“创新明星”“科技小达人”。
“通过参加比赛，我也从小树立

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尹艺臻说，
下一步，她还将继续完善水面悬浮垃
圾收集装置，也有意将相关专利转让
或许可给企业，让自己的成果转化为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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