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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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鱼子虚

在丰富多彩的自然世界里，生物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
式进行交流，传递信息。作为唯一具有高等语言能力的物种，
人类自然享受到了交流带来的便利。但是，居住在海洋的动
物们怎么交流呢？

璧山区科协组织召开
全面从严治党专题学习会

本报讯（通讯员 江丽）近日，璧山区科
协组织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专题学习全面从
严治党相关文件精神。会议组织学习了《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
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
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决
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
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通报了监督
检查发现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方面存
在的问题及廉政风险点。

区科协负责人要求，下一步，区科协要
不断增强主体责任意识；要在工作中注重薄
弱环节；要对照问题清单，加强廉政风险防
控；要将党风廉政建设落实到各项工作任务
中去。

铜梁区老科协
助力乡村振兴在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 黄小红）近日，铜梁区
科协组织区老科协的农业专家们前往安溪
镇金滩村开展生产助农培训会，旨在通过科
学化、标准化的种植模式，为今年的春耕生
产奠定坚实基础。

区老科协农业组副组长、高级农艺师李
漱泉给村民讲解了水稻、杂交玉米适时移栽、
厢面平整、禁用农药等关键技术，为科学种植
提供了技术保障。村民纷纷表示，培训会是
春耕生产的“及时雨”，技术要点短而精，适用
性强，感谢老专家们为今年的春耕助力。

区老科协负责人在培训会上说，将农业
科技知识送到农村是老科技工作者的职责
所在，振兴乡村经济，让老百姓富起来过上
好日子，是老科协的心愿。

石柱县科协开展线上
“科普中国信息推送”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刘晓红）为全面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
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等重要指示精神，充
分运用“科普中国”科普平台建立“互联网+科
普”的新模式，推动全社会形成讲科学、爱科
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石柱县科协
广泛动员全县科技志愿者开展科普中国资源
信息的精准推送工作，第一期线上“科普中国
信息推送”活动于2月成功开展。

接下来，石柱县科协将把推送“科普中
国”作为新时代开展科普工作的重要手段，
作为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智惠行动”
的重要举措，多措并举，全年将持续开展“科
普中国信息推送”线上活动。

鲸豚类：用唱歌传递语言

说起海洋当中最擅长交流的动物，那一定非
鲸豚类莫属。

由于水会吸收光线，影响视觉，因此，所有的鲸、
海豚以及齿鲸亚目动物都更加依赖声音进行沟通。那
么鲸歌真的是鲸类交流的语言吗？会不会只是胡乱发
出的叫声呢？

带着这个疑问，科学家在1971年分析了鲸鱼的鸣
叫，发现鸣叫声存在着明显的层次结构。他们根据
声音的频率高低将鸣叫声标注为基本单位，发现每
四到六个基本单位组成一个单词，两三个单词组成短
语，几个主题合在一起被称为“鲸歌”。一头鲸会在数
个小时甚至数天重复吟唱一首“鲸歌”。这也就意味
着，“鲸歌”并非是胡乱的鸣叫，而是有着确实意义的

“语言”。
有趣的是，在座头鲸的繁殖季节，一些鲸鱼会根据

其他鲸鱼的叫声来修改自己的“歌曲”。另外有研究表
明，鲸的声音可以传播超过3000公里。试想
一下，如果海洋当中没有噪声干扰，也许
一条身处塔斯马尼亚的鲸鱼发出“今晚月
色真美”的感叹，会被北极的鲸鱼回应。
它们的幸福与痛苦也能随着深邃的水流传
播得十分悠远。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鲸豚类通过叫声
来互相交流，但是没有证据证明鲸豚类存
在“语言”。或者，鲸豚类的“语言”也许存
在，只是我们依旧需要时间去探索。

招潮蟹：肢体语言小能手

招潮蟹中大多数的种类生活在海边泥沙滩等平
坦的潮间带区域。雄性招潮蟹的左右螯大小悬殊，
大螯的重量占到了体重的一半。古代中国的人
们就发现，雄性招潮蟹仅用小螯进食，大螯
的存在似乎是为了完成某种神秘的仪式。
每当退潮，它们就会爬出洞口，有节奏的
挥舞沉重的大螯，像是在召唤潮水的到
来，“招潮”也就因此得名。

实际上，招潮蟹并非在祈祷潮水降
临，而是另有用意——这种舞蹈般的动
作便是招潮蟹进行交流的肢体语言。雄
性招潮蟹通过挥舞大螯向同类传递信息，
而不同的挥动方式就代表了不同的信息，例

如对雌性的示爱，和对竞争者的警告等。
开阔的视野和良好的光线为视觉信

息的传递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招潮蟹
本身也拥有良好的视力——高耸的

眼柄和扩张的角膜让它们拥有接近
360°的视野。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让
以招潮蟹为代表的沙蟹总科物种有机会
演化出复杂的肢体语言。

夸张的大螯可能是性选择的结果。
在与求偶有关的侧向环绕运动中，雄蟹需

要进行一系列快速而费力的动作，挥动大螯
的同时还要快速左右上下移动。能将重量占

到自身体重一半的大螯舞得虎虎生风本就是一
种对自身力量的炫耀。这些炫耀行为也许可以帮

助它们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章鱼：功能强大的“显示屏”

作为无脊椎动物中智商顶尖的成员，头足类动
物有着独特的交流方式。

头足类动物有着非常强大的变色能
力。它们体表有着大量受肌肉控制的色
素细胞，因此头足类不仅可以让体表颜
色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发生变化，而且还
可以控制身体的不同部位出现不同的颜
色变化。它们不仅会凭借高超的变色能
力伪装自己，同时也会通过显示不同的图
案进行交流。

这种交流方式看起来十分高效而
精确，然而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例

如：美洲大赤鱿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深海之中，这里
漆黑一片，如何让同伴看到自己展示的信息也就成
了一件亟待解决的事情。好在，美洲大赤鱿全身遍
布了许多发光组织，必要的时候可以同时发光，从而

照亮自己身体上的图案，把信息传递出去。
类似这样的交流行为在头足

类生物的捕食或社会行为中相当普
遍，通过图案进行交流可以让头足类

动物之间能够更有效地开展合作。
唱歌、动手、变色……大洋深处的这

些动物为了好好“聊天”，可谓使出了十八
般武艺。而对海底动物交流行为的研究，
绝不仅仅是因为好奇，更重要的是发现这

些行为背后的动因与形成机制，为开展包括
仿生、动物保护等工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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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动物交流的海洋动物交流的
十八般武艺十八般武艺

近日，重庆科技馆以第22次全国爱耳日为契机，依
托重庆科技馆生活科技展厅展品“耳朵是怎么听到声音
的”，开展“科学·家”系列主题科普活动“传情达意 惟
耳是听”，邀公众参与听力残疾预防与交流活动，营造听
力残疾预防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本次活动围绕世界爱耳日主题“人人获得听力保
健——筛查·康复·沟通”，以参与者听力自测、知识科
普、家庭沟通为落脚点开展。首先借助国际上专业权
威、功能完备、操作方便的在线听力测试网页，邀请公众
完成问卷并体验不同的聆听场景，通过综合测试评估自

身的听力状况，做好自我听力筛查。活动中还引入世界
卫生组织公布的事实数据，科普耳朵结构和听觉形成过
程，引导公众意识到听力受损的严重性，做好“筛查”、贯
彻“康复”，达到顺畅“沟通”、养成保护听力的好习惯。

本次活动旨在呼吁公众重视听力保健，关注听力健
康，有效减少、控制听力受损的发生、发展，共同建立健
康中国。接下来，重庆科技馆将继续让健康中国重要策
略落实落地，以公众科普需求和实时健康热点开展科普
活动，引导公众关注健康、了解健康、守护健康，推动公
民科学文化素质持续提升。 （重庆科技馆供稿）

重庆科技馆开展
“爱耳日”主题科普活动

■ 方雪 刘丽梅

本报讯（通讯员 何伯君）近日，沙坪坝
区科协负责人应邀到陈家桥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调研考察。在调研座谈会上，区科协负
责人结合卫生服务中心的科普、科研需求，
提出建议：一是依托“微笑曲线”的特点，针
对辖区不同居民的特征开展不同内容、多形
式的健康科普宣传；二是利用卫生中心服务
系统的基础数据优势展开科学调研，形成有
价值的决策报告成果，为党委政府支持基层
医疗卫生组织建设提供精准建议。

沙坪坝区科协将助力陈家桥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提升健康科普实力、科研能力，全
面服务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
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更好地满足辖区人
民群众就近就医的需要。

沙坪坝区科协调研
陈家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