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盛经开区科协
开展主题科普教育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赵雪）近日，万盛经
开区科协走进八角社区旅居儿童之家组织
开展主题为“神奇的电磁波——无线电实
验”的科普教育活动，近40名来到万盛旅游
度假的旅居儿童参加。

活动开始时，科技辅导员明亮老师给
小朋友讲解了无线电的基本概念，电磁波
产生、发射、接收的过程等科普知识，让大
家初步认识了无线电。在实际操作中，每
个小朋友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动手制作了
一台简易的音频信号无线传输装置，随后
通过实验成功地与老师的信号接收装置连
接，发出了一阵阵美妙的音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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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列佛游记》自1726年首次出版以来，被翻译成几十种语
言，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其中大人国和小人国的故事更是家喻
户晓。我们知道大人国和小人国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那么
动物世界中是否有“巨人”和“小矮人”呢？让我们走进青蛙的世
界一探究竟。

青蛙王国的
“巨人”和“小矮人”

两江新区妇联线上线下
同步开展家庭教育知识讲座

武隆区科协启动“基层科普
行动计划”项目申报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黄河春）日前，武隆
区科协下发《关于申报2020年度区级“基层
科普行动计划”项目的通知》，2020年度武
隆区级“基层科普行动计划”项目申报工作
正式启动。

武隆区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基
层科普行动计划”项目申报工作，严格按照
《武隆区“基层科普行动计划”管理办法》进
行。该负责人同时表示，此次的申报对象
在乡村振兴、脱贫攻坚中始终发挥着科学
技术普及在改善民生、助推脱贫攻坚的作
用，始终坚持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
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推动区
域科普示范引领带动作用。

北碚区科协开展
“垃圾分类”系列科普活动

为引导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增强保护
环境意识，在学校、家庭中做好小小垃圾分
类督察员，北碚区科协在暑假期间走进社区
积极开展“垃圾分类”系列科普活动。

近日，北碚区科协在北温泉街道城北社
区开展了“垃圾分类大手拉小手”活动，社区
20多名小朋友参加了此次活动。活动中，
科技志愿者首先向小朋友们讲解了垃圾分
类的意义、如何分类等相关知识。志愿者特
意设置了充满趣味性的垃圾分类小游戏，让
小朋友们在玩中学、在学中玩，有趣的游戏
吸引了小朋友们踊跃参与，提高了他们对垃
圾分类的认识。

（北碚区科协供稿）

青蛙中的“巨人”

大家可能都知道，世界上最大的两栖动物是大鲵，
俗称“娃娃鱼”，那么世界上最大的青蛙是谁呢？

答案是巨谐蛙，因其出生在非洲，又称非洲巨蛙。
巨谐蛙仅分布于喀麦隆西南部，栖息在热带雨林的溪流
中，成年个体的体长可达34厘米，体重可达3公斤。据
报道，1989年有人抓到一只体长36.83厘米、体重3.66公
斤的巨谐蛙。如果这只蛙站起来，高度可达87.63厘
米。这一吉尼斯纪录估计很难被打破，蛙中“巨人”当之
无愧。

巨谐蛙是凶猛的食肉动物，被它捕到的都会成为它
的食物，如昆虫、虾、鱼和小型蛙类等。巨谐蛙听觉很敏
锐，但没有声囊（通常没有声囊的蛙类不鸣叫或者叫声
很小）。目前尚没有巨谐蛙鸣叫的研究证据，我们暂时
可以认为巨谐蛙不鸣叫，因此巨谐蛙可以说是蛙类中的
哑巴，大自然蛙类中悄无声息的“巨人杀手”。

巨大的蛙巨大的家

巨谐蛙主要在溪流边的石块、砂砾上筑巢，巢穴与
溪流通过砂砾隔开，但水可以通过沙砾间的缝隙流到巢
穴中。它们甚至会根据具体的场地和材料建筑不同的
巢穴，巢穴通常为圆形或椭圆形。

如此“伟岸”的身躯，它们的巢穴该有多大啊？研究
人员测量发现，巨谐蛙巢穴的平均直径可以达到102.8
厘米，个别巢穴的直径甚至能够超过140厘米，巢
穴的平均深度为9.1厘米。

大部分巢穴内有150~350枚蛙卵，但也
有一些巢穴内的蛙卵数量多达2700~2800
枚。从蛙卵开始到蝌蚪完成蜕变，其间它
们会一直待在巢穴里。巨大的巢穴为卵
的安全发育和蝌蚪的健康成长提供了有
效的庇护。借助红外摄像机，研究人员
还发现成年巨谐蛙会长时间待在巢
穴边缘，由此猜测巨谐蛙很可能有护
卵行为。

当然，即便待在巢穴里也并不
意味着绝对安全。观察发现有些
小虾会在巢穴内捕食巨谐蛙的
卵，面对这些捕食者，巨谐蛙的
蝌蚪们会聚在一起，通过快速
游动来逃生。

青蛙中的“小矮人”

2011年，科学家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南部一座与世
隔绝的山脉进行考察时，发现了两种体形超小的青蛙，
刷新了当时的世界纪录。其中一种名为小童蛙，成年雌
性小童蛙的体长仅有8.5~9.0毫米，大约是成年人大拇
指指甲盖长度的一半。另一种名为多疣童蛙，成年雌性
多疣童蛙的体长仅有8.8~9.3毫米，比雌性小童蛙稍大，
雄性仅有8.1~8.9毫米。

不过小童蛙坐上世界最小青蛙的“宝座”不到一年，
就被另一种青蛙取代了。2012年，科学家在巴布亚新
几内亚发现了另一种迷你青蛙，再次刷新纪录。新发现
的阿马乌童蛙平均体长仅有7.7毫米，比小童蛙还小，当
仁不让地成为了世界上最小的青蛙。

此前，地球上已知最小的脊椎动物是一种鱼，成年个
体体长最小记录是7.9毫米。阿马乌童蛙的发现不仅刷新
了蛙类体形最小的纪录，而且刷新了脊椎动物体形最小的
纪录——阿马乌童蛙成为了目前世界上最小的脊椎动物。

为何如此“迷你”

童蛙属新物种的陆续发现，打破了人们对蛙类和脊
椎动物小型化的认知，证明这些小型物种的出现绝非偶
然，它们很可能代表着一个以前未被认可的生态系统。
那么，为何这些青蛙体形会如此“渺小”呢？

一种猜测认为这个种群的青蛙只生活在雨林地面
的树叶上，它们之所以能进化出如此小的体形可能是

为了适应不被其他动物利用的环境。这些迷
你青蛙可以用螨类等体形微小的猎物填
饱肚子。

另一种猜测认为身体缩小是对气
候变化的适应。研究表明由于气候变
化，许多物种已经表现出小型化趋
势。许多物种可能会遵循基本的生
态和代谢规则，对持续的气候变化
做出反应进而缩小体形。

截至2020年 7月 14日，世
界上共有两栖动物8205种，其
中包括7238种青蛙和蟾蜍。
在种类如此繁多的大家族
中，有的青蛙会“飞”，有的能
钻洞，有的会长“胡子”……
也有“蛙中巨人”巨谐蛙，

“蛙中小矮人”阿马乌童蛙。

为提升两江新区广大家庭科学教子水平和责任意
识，近日，两江新区妇联在康美街道银竹苑社区举办了
主题为“家庭教育中的生命教育”的家庭教育知识讲座，
并面向两江新区广大家庭同步进行线上直播，国家二级
心理咨询师林敏为大家授课。这次活动是重庆市妇联
家庭教育流动学校走进两江新区开展的百场讲座进万
家活动，共300余人参加。

林老师从认识生命、养护生命、守望生命三个方面
对家庭生命教育内容进行了讲解，通过大量真实案例，
帮助大家了解家庭、职场、学校、社会四个维度关系对生

命安全的影响，强调家长要在生活中进行积极的自我心
理管理，才能保护好孩子的心理状态，让孩子拥有健康
良好的成长环境。现场家长积极融入课堂教学，通过知
识竞答与林老师互动，参与情景模拟巩固所学知识。

讲座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学到了生命教育知识，
提升了敬畏生命、珍爱生命意识，“这场讲座很有意义，
我们学到了如何更好地关爱孩子的心理健康，守护孩子
生命健康，也有利于家长更好地认识和调解自己的心理
状态，家庭成员身心都健康了，整个家庭也就幸福和谐
了。”参加讲座的白女士这样说道。

（两江新区妇联供稿）

合川区开展
反邪教宣讲进社区活动

为增强辖区群众反邪教意识，形成崇
尚科学反对邪教的浓厚气氛，近日，合川区
在小沔镇李湾新村开展以“普及反邪知识，
共建平安家园”为主题的反邪教宣讲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以案释法的
宣讲方式，向社区群众讲解邪教残害生命、
骗取钱财、扰乱社会的本质，宣传反邪教知
识，认识邪教的危害及非法性、反动性，引
导群众筑起抵御各种反科学的腐朽思想和
邪教的歪理邪说。

通过开展此次活动让社区群众进一步
认清了邪教的真面目，并激发了群众反对
邪教的积极性。此次活动共200余人参加，
发放宣传资料200余份。
（市反邪教协会办公室、合川区科协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