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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碚区科协
丰富科普展板内容

本报讯（通讯员 傅建华）为进一步贯
彻落实北碚区委、区政府和市科协关于疫情
防控的工作部署和有关要求，科学宣传疫情
防护知识，提高公众防护意识，全力做好疫
情应急科普工作，北碚区科协高度重视科普
展板的更新和宣传工作，2月期间，对辖区
内的100余块科普宣传栏进行了内容更新，
确保“疫情不解除，科普不掉线”。

科普展板作为广大居民接收科普知识
最便利、最实在的渠道。本期内容以疫情防
控为主，辅以推送新时代文明实践、生态环
保、防范邪教等相关知识，倡导居民正确认
识当下疫情形势，科学应对疫情、积极做好
防护，同时引导居民做文明北碚人，抵制邪
教，养成爱护环境的好习惯。

永川区科协
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

本报讯（通讯员 刘帅）为进一步加强
科协队伍建设，不断增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
和拒腐防变意识。近日，永川区科协、团区
委联合在群团会议室组织全体干部职工观
看警示教育片。观看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
在今后的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提
高政治站位，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坚决
不触碰法律红线。

永川区科协负责人强调，一是要深刻认
识加强党风廉政警示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
二是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明大德、守公德、严
私德，做好表率；三是要以案为鉴，做到每日
三省；四是要进一步认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形势，牢固崇廉拒腐的思想防线。

云阳县科协开展疫情防控
宣传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叶小柱）连日来，云阳
县科协按照“两防”“三导”“一实”要求，深入
16个乡镇街道，积极开展题为“科学防护
战‘疫’必胜”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宣传
活动。

县科协利用科普大篷车资源，为赶场
居民、过路行人等，发放手折式抗疫防疫宣
传资料；为21所中小学、幼儿园及特殊教育
学校送去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宣传资
料；通过志愿者操作演示如何戴口罩、分类
讲解洗手办法等形式让市民掌握科学防疫
抗疫技能。

此次疫情防控宣传志愿服务活动的开
展，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防疫意识，
推动了群众树立讲卫生、讲科学的生活学习
观念，达到群防群控的防疫效果。

近期我市气温快速回升，有利于茶树芽叶早发、快
发，截至目前我市荣昌、永川、大足、璧山、巴南、江津以
及万盛、南川等区县已开启2021年早春名优绿茶生产
加工模式，开采期较上年普遍提前2~7天。各地茶区处
处采茶欢、茶香飘四方，茶农喜获新年第一笔收入。

今年我市春茶提早开采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一
是去冬今春晴好天气，气温快速回升，利于茶树芽叶
早发、快发；二是大面积推广以重庆市农业技术推广
总站选育的国家级早生茶树良种“巴渝特早”等茶树
品种，提早开采期；三是重庆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总

结凝练的“茶园蓄梢留养技术”在全市茶区的普遍推
广应用。

预计2月下旬至3月上旬我市渝东南、渝东北地区
茶园将陆续开采，届时全市春茶生产将全面开启。请各
地茶叶技术推广部门以及茶叶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等茶叶生产加工新型经营主体密切关注茶
树芽叶萌发情况，及时动员、召集茶叶生产加工工人，并
做好生产加工岗前技术和安全培训，提前调试加工设
备，做好加工安排，采取“早采勤采，分批多次采摘”鲜
叶，迅速掀起春茶生产加工热潮，为2021年全市茶叶增
产、提质、增效奠定良好基础。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 何福涛）渝北区科协
紧紧围绕全区打造“临空之城 山水渝北”
的发展大局，优化科普方式，开展了“临空渝
北 科普快递”有奖竞答活动，宣传食品安
全、防疫等方面的知识。

渝北区科协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通过
媒体平台同步推送，市民朋友在朋友圈、微
信群进行转发，使得此次活动的覆盖率推向
最大化。同时，渝北区科协把线上科普作为
《纲要》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坚持以有奖竞
答形式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

接下来，渝北区科协将继续开展各类科
普活动，扎实推进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深化
实施共建机制，发挥综合协调作用，切实推
进全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

一滴水大约为0.05毫升，约10万亿亿个
水分子。半滴水0.025毫升，5万亿亿个水分
子。那么，半滴水还算一个水滴吗？如果半滴
水算，那半滴水的半滴呢？如此细分下去，终点
将是一个水分子。那么，一个水分子能算是

一滴水吗？如果不算，那最少要多少个
水分子才可称为一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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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家发现，21个水
分子组成的分子团，与宏

观的一滴水的光谱基本吻
合。也就是说，最少需要21个

水分子才可以组成一滴水。

水分子到水滴

我们的世界充斥着从“量变到质
变”涌现出的特性：

有序排列的碳原子个数逐渐增加，最
终变为晶莹剔透的钻石，其超高的硬度并

非碳原子自身的特性，而是大量碳原子的集
体行为。一粒面粉不软也不硬，但许多面粉就

可以被做成煎饼、面包、面条、馒头等，这些食物
的特性并非由一粒面粉决定，而是大量面粉的集

体行为。
与此类似，水具有优秀的溶解能力、极高的比热

容、适宜的黏度，这些都不是单个水分子带来的特性，而
是众多水分子聚集而成的“一滴水”才具有的性质。那
么，最少需要多少个水分子才能被视为一滴水呢？

不妨从一个水分子的视角，来思考这个问题：假设在
一滴水中随机挑选一个水分子称作“W”。尽管0.05毫升
的一滴水中大约有 10万亿亿个水分子，但真正围绕在
“W”周围的水分子并不多。

我们偷偷把“W”转移出来，让它孤零零。然后，在
其周围不断增加水分子，直到“W”觉得，周围的水分子
似乎跟之前一样多了。此时“W”相信，自己处在一滴
水中。于是“W”和增加的水分子这个整体，就可以
被定义为最小的一滴水。这一过程被称为“W”的
溶剂化。

光谱让水分子说话

幸运的是，水分子每时每刻都处于
不断运动当中，这被称为分子振

动。每一种分子振动的能量
不同。我们可以用光

谱学方法，来

侦 测
各类振
动 的 频
率，就如同
耳朵听不同
频率的声音一
样。

水分子的振动
光谱与其周围的其他
水分子密切相关。于
是，可以利用光谱学这一
工具来观察，随着周围水分
子个数增加，“W”的分子振动
如何变化。当“W”的分子光谱
与宏观上水滴的光谱一致时，也
就找到了最小的这滴水。

不过迄今还没有掌握在一个水分
子周围精确增加水分子的技术，而且一
个水分子的分子光谱信号太弱，根本没有
办法侦测到。但是通过计算机建立模型，就
可以模拟得到在“W”周围添加水分子时，它的
光谱如何变化。

“W”的分子振动是动态过程，需要使用分子
动力学方法来实现。另一方面，因为水分子之间是
氢键相互作用，又不得不同时考虑量子力学效应。因
此，化学家将两种方法结合，来计算“W”的光谱信息。

寻找最小的水滴

米兰理工大学的化学家在对比光谱学计算与实验
测得的光谱后发现，当“W”周围有4个水分子（即5个分
子组成的团）时，它的外围已经包裹了一层完整的水分
子层，分子光谱也与一滴水的光谱比较接近，但还有一
些偏差。

他们进一步增加“W”外围水分子的个数，发现当
有20个水分子，即形成21个水分子的分子团时，计
算得到的“W”分子光谱与实验值吻合得很好。这
说明“W”此时已经认为自己真的在一滴水中
了。于是成功找到了最小的这滴水，它由21个
水分子组成。

因为水是生命体系最重要的溶剂，也
是很多化学和物理变化的介质，我们找
到水分子到宏观水滴的这个界限，或
许可以帮助更好地认知和模拟
生命体，理解更多的化学
物理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