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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地震局
开发制作两款“接地气”科普视频

■ 孔 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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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
植物“环球旅行”

渝中区科协开展
“讲科技”志愿服务活动

渝北区科协
开展《民法典》宣讲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程小莉）近日，渝北
区科协开展“民法典与你我同行”宣讲活
动。活动中，重庆鼎圣佳程律师事务所的
律师王明武围绕“见义勇为而受伤的，由谁
承担民事责任？”等问题，结合《民法典》的
相关法规，向大家作了详细宣讲。

参会人员一致表示，通过参加此次《民
法典》宣讲活动，进一步了解了《民法典》相
关内容和精神，增强了大家对《民法典》的
理解，对工作和生活都有帮助。

渝北区科协负责人表示，举办《民法
典》讲座是为了弘扬法律精神，希望大家用
好会上下发的《民法典》读本，下一步区科
协将持续有序有效的开展《民法典》系列宣
讲活动，营造学习《民法典》的良好氛围。

永川区科协开展化肥农药
减量增效宣传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刘帅）为进一步加强
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和推进化肥农药减量
使用行动，坚持绿色引领，转变发展方式，保
护美丽乡村的农业生态环境，保障辖区农业
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
全，近日，永川区科协联合板桥镇农业服务
中心利用赶场日开展松材线虫病防控、化肥
农药减量增效知识宣传及技术咨询服务活
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在发放宣传资料的
同时，农业技术人员还向广大农民认真介绍
实际生产中关于选肥、购肥、施肥、病虫害防
治等方面的具体问题。

此次宣传行动共计接受群众咨询百余
人次，让群众在宣传中提升绿色环保理念，
在咨询中得到启发。

大渡口区科协开展
科技工作者爱国教育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蔡安静）近日，大渡口
区科协举办以“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建功立
业新时代”为主题的科技工作者能力提升及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组织企事业科协科技工
作者代表前往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参观学习。

在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大渡口区科技工
作者代表了解到聂荣臻元帅为祖国的繁荣
富强出生入死、呕心沥血的感人事迹，学习
聂荣臻元帅带领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艰苦
奋斗、自力更生精神。

本次活动旨在激励和鼓舞大渡口区广
大科技工作者弘扬爱国奋斗精神，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积极探索、勇于拼搏，牢记科
技兴国的重任，在新时代科技创新中建功立
业，加快大渡口区经济社会发展，为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在上天入地的轨道交通上遇到地震怎么办？为什
么有时候远离震中的地区震灾还更严重？近日，重庆市
地震局为进一步丰富科普宣传资料库，切实加强防震减
灾科普宣传，以提升社会公共服务能力为目标，开发制
作了2款“接地气”的地震科普短视频。

制作团队紧紧围绕社会经济发展和公众关心的热
点问题，反复研究讨论，多方收集整理资料，并组织专
家严密论证，最终确定以市民关心但宣传较少的轨道
交通避震和“澡盆地基”为主题制作2集科普短视频。
其中，《轨道交通避震》重点科普了在轨道交通站内及

列车上发生地震的瞬间列车制动以前的正确避震方
法，指出主要危险来源及避险措施；《当地震遇上“澡
盆”地基》运用生动形象的比喻，对“澡盆地基”地震进
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说，提出相应的震害防御和抗震加
固措施建议。

此次开发制作的科普短视频主打“接地气”，每集时
长1分钟左右，语言习惯贴近市民、知识点通俗易懂、节
奏简洁明快。下一步，重庆市地震局“两微一站”将同步
推出，同时，欢迎广大电视、网络、车载视频等平台转播，
共同拓宽防震减灾科普公益宣传覆盖面。

（重庆市地震局震灾风险防治中心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 何仕明）新时代文明
实践宣讲志愿服务活动开展以来，渝中区科
协按照市科协工作部署，牵头在全区范围内
扎实开展宣讲志愿服务。

充分利用辖区优势组建宣讲队伍。渝中
区科协针对辖区医院、学校较多的特点，积极
动员医疗科普专家、科技教师等加入志愿服
务活动。开展优秀宣讲稿征集。渝中区科协
在全区范围内积极发动相关部门、街道、学校
的宣讲队伍报送资料，开展征集活动，从中推
选优秀案例。开展“讲科技”服务。渝中区科
协根据社区居民需求，组织宣讲志愿队伍成
员深入社区开展营养健康、科技与生活等与
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科普服务。

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
实施工作办公室主办实施工作办公室主办

提提
升升全全民民科科学学素素质质在在行行

动动

地球表面遍布植物，就连海底火山喷发诞生的新岛屿，
不久之后就变成了绿洲；楼房破损的墙壁，经过几年也被绿
植覆盖。显然，植物是可以自如分布的。它们分布的手段就
是依靠种子传播，传播的媒介包括风、水、动物及人类等，这
种传播对物种延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迷你降落伞——蒲公英

蒲公英的果实用它们轻柔的珠丝状软毛借着风
力被运送到很远的地方。

人们通常认为，蒲公英的种子上带着珠丝状软毛，
但严格来讲，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蒲公英所属的菊科
果实像南非的茼蒿那样，有果肉的果实很少，通常是没
有果肉的果皮紧贴着一颗种子，这被称之为“瘦果”，由
于很轻，所以容易靠珠丝状软毛借着风力散布。

自由滑翔——巨翅瓜

即使没风，有些种子依靠自身滑翔仍然能散布
到远方，它们属于滑翔型。种子的滑翔翅越平衡，越
是有与种子重心保持平衡的翅，就能滑翔得更远。原
产于印尼和新几内亚等地的巨翅瓜就是典型代表。
巨翅瓜可以缠绕在其他植物上借力攀爬到30米高的
地方。它的果实直径有20～30厘米，里面长有约
400颗种子。巨翅瓜的种子带有薄翅状的飞翼，长
14～15厘米，宽5～6.5厘米，飞翼具有极短的后角，所
以看上去呈三角形，尾部有一点翘曲，可保持稳定姿
势。果实成熟后，其底部将形成中空的洞，种子可以
从中一粒一粒飞出去，并滑翔到很远的地方。

在无风状态下，巨翅瓜种子以每秒1～1.5米的
飞行速度滑翔，就像带有软毛的蒲公英种子那样徐
徐飘落，其滑翔距离约为下降高度的4倍。假如从
30米的高度落下的话，则它在空中滑翔距离约为
120米。如果能幸运地乘着这一地域产生的上升气
流飞行的话，其滑翔距离甚至可以超过1000米。事
实上，每粒巨翅瓜种子的飞翼形状都有微妙差异，有
些适合直线飞行，有些适合边旋转边飞行。

随波逐流——巨柱仙人掌

种子或果实被雨水冲刷带走，经过河流或海洋
漂流到遥远的岸边。平时在没有河流的地方，借助
下大雨意外地被运到远方，这个方法特别在干旱的
沙漠地区效果尤为明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得
克萨斯州的沙漠中生长着一种巨柱仙人掌，可以算
是世界上最高的仙人掌了。它约有四层楼房那么
高，重量可达6吨。巨柱仙人掌的根深入土壤，根的
深度是地面巨柱高度的2倍，而且分布很广，只有这
样它才能在沙土中吸收到充足的水分。奇怪的是，

这种仙人掌并没有紧挨着生长，因为其根部会分泌
一种阻碍幼苗发育的物质。然而，一旦下暴雨形成
河流的话，少部分种子经沙子冲刷除去了阻碍发芽
的物质，并被运到远离母株和其他仙人掌的地方，生
根发芽，便形成了稀疏散布的情形。

来历不明的“藻玉”——榼藤子

在日本，人们有时会发现一种来历不明的种
子——直径达4～5厘米，呈红褐色的扁平状，稍加
研磨就会发出光亮，像玉石那般莹润漂亮，故冠以

“藻玉”之名。其身份却是豆科榼藤子的种子。榼藤
子豆荚生长在岸边，长度超过1米，其种子从岸边

“出发”，开始漂流。有人曾目击，暴风雨过后，许多
榼藤子种子漂流到马达加斯加的海岸。传说，曾滞
留在非洲西北岸马德拉岛的哥伦布看到过这种种子
漂流到那里，以为是印度产的。他认为从欧洲西航
可到达东方的印度，这样，就更增强了他航海到东方
的信心，故榼藤子也被称为“哥伦布豆”。

浴火重生——山龙眼

在澳大利亚，有一种植物以万万没想到的方式
传播着种子，那就是贝克斯属山龙眼。山龙眼是桃
金娘科花木，花朵由数百片花瓣聚生在花茎周围。
即使花朵凋谢，雌蕊的花柱也不落，照旧紧紧地挤在
一起。因为果实埋在中间，难以发育成熟，也无开
口，所以这种状态可以保持数年之久。不过，一旦遇
到野火，野火的
高温会使果
皮 不 断 受
热 绽 开 ，
种 子 显 露
出 来 。 在
火熄灭之后，
地面冷却，果实被
风吹散在地，地面积
存的草木灰正好可以
充当肥料，培育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