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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蝇：神奇的

“昆虫是卵生的”、“动物后代出生时体型都远远小于母体”，
似乎是众所周知的常识。然而，在自然界中也有例外的个体。
神奇的舌蝇就是这个例外，它们会以胎生的方式产下和自己体
重相当的蛆宝宝，并且用自身分泌的乳液来养大自己的孩子，下
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胎生昆虫的繁衍方式。

大足区科协开展
“科协助力创新驱动”进企业

本报讯（通讯员 刘小兰）近日，由大
足区科协主办，重庆工业设计协会、大足高
新区科协、双桥工业园区科协、邮亭工业产
业发展中心共同协办的2021年“科协助力
创新驱动”进企业活动在大足工业园二楼
会议室举行。区科协党组书记、主席吕建
辉主持活动。

本次活动主要针对大足五金企业技术
需求，助力该区五金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采用专题讲座及现场技术指导结合的方
式，了解企业发展现状和技术需求。

此次活动吸引了来自大足区相关部门
负责人，40余家五金企业负责人、技术骨干
共计60余人参加。

黔江区科协
深入基层调研指导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张永秀）近日，黔江区
科协主席杨桂兰率科协领导班子成员及相
关科室负责人，到黔江区沙坝镇调研指导。

在黔江区沙坝镇，杨桂兰一行听取了
沙坝镇科协主席黄子朋对镇科协组织建
设、开展活动、“三长”发挥作用等情况的汇
报，听取了沙坝镇中心校校长周大华对科
普馆场地建设和开展活动情况的介绍以及
玫瑰花科普示范基地负责人程之燕对基地
建设和产品的汇报。

据悉，沙坝镇中心校科普馆是黔江区
首个农村科技馆，中国科学技术馆资助的
重庆市12所农村中学科技馆之一，在科普
场馆里居民不仅能学习科学知识，还能体
验科学互动项目。

巴南区科协
举办科普讲师培训班

本报讯（通讯员 林江洋）为推动科普
工作者知识更新、科学素质与科学传播能
力专业素养提升，近日，巴南区科协在重庆
社会主义学院举办科普讲师培训班。来自
全区23个镇街、区农技协联合会、九三学
社、青辅协等单位的1O1名科普工作者参加
培训。

本次培训邀请了市科协普及部部长舒
抒，广东省十大科学传播达人朱才毅，全国
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徐湮，重庆日报党委
委员、资深媒体人雷太勇和融媒体编辑部
李媛媛等资深专家授课，共持续3天。

学员们纷纷表示，这样的培训形式和
内容让人耳目一新、受益匪浅，将把所学成
果运用到实际科普工作中去，为全民科学
素质提升贡献力量。

本报讯（通讯员 袭钦玲）近日，大渡
口区科协分别在大渡口区育才小学、大渡
口区双山小学（育才小学分校）、大渡口区
钰鑫小学开展了科普大篷车进校园活动。
本次活动参观的学生有5000人左右，同学
们看着满载科学仪器的大篷车驶入校园，
看到充满科学性与趣味性的科普仪器，纷
纷激动不已，同学们在班主任的带领下有
秩序地享受了这场科技盛宴。

此次科普大篷车展示的小球运动、尖
端放电、短期记忆测试、看谁跑得快、红外
血管成像、脉搏血压计、旋转的银弹、磁力
传动等科技项目，受到了学校师生的热烈
欢迎。

近日，2021年重庆市全民阅读活动启动仪式暨成
渝双城阅读联动活动在南滨路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
广场举行。本次全民阅读活动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
办，南岸区委宣传部承办，南岸区教委、区文旅委、团
区委、区妇联、区文联、区图书馆协办。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市新闻出版局（市版权局）局长李鹏，区政府副
区长包茹华，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诗人李元
胜，主城九区宣传部分管负责人及全民阅读职能科室
负责人、南岸区相关部门及各镇街负责人参加了活
动。活动还邀请了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文联、成
都东部新区管委会的相关负责人及成都市学术界相
关代表参加。

活动现场发布了重庆市全民阅读评价指数体系，市
委宣传部拟从下半年开始，运用该体系开展相关的评价
工作。

活动中，来自成渝两地的名家为市民推荐了多本好
书，号召更多市民热爱阅读。由南岸区的教师、学生、博
物馆讲解员、“书香家庭”代表等组建的“全民阅读宣讲
团”被授予聘书。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党史读书角，邀请
广大市民阅读和聆听党的故事。

南岸区妇联将继续探索“全民阅读+”模式，主动对
接成都龙泉驿妇联，结合妇联工作实际，充分发挥联系
妇女、儿童和家庭的优势，以“亲子阅读”“家庭诵读”等
活动为载体，利用妇女之家、儿童之家、小候鸟图书角等
为全民阅读延伸阵地载体，吸引更多妇女感受书香文化
魅力，参与书香重庆建设。 （南岸区妇联供稿）

竟然有胎生的昆虫

来自非洲的舌蝇科昆虫，俗称采采蝇。在非洲当
地，舌蝇其实是臭名昭著的大害虫。但关注舌蝇的不仅
有医学研究人员，还有许多昆虫学家。这是因为舌蝇繁
育后代的行为十分特殊，其生殖方式被称为腺养胎生，
在昆虫纲乃至节肢动物门中都极为罕见。

为什么说舌蝇“腺养胎生”的生殖方式极为罕见
呢？这还得从昆虫的繁衍方式说起。绝大多数昆虫主
要通过卵生来繁殖后代，成虫在产下仍在生长发育的卵
后随即死去，虫卵会在母体外发育，孵出后得自行觅食，
靠自己长大。而部分昆虫物种的虫卵会在母体内孵化，
出生时就是一龄幼虫的状态，这种少数情况称为卵胎
生。

这种特殊的生殖方式，目前仅发现于舌蝇科及其他
三个近缘类群所组成的虱蝇总科。因此，舌蝇和它的其
他三个“兄弟姐妹”也被称为蛹生类苍蝇。

幼虫与母体一样大

舌蝇妈妈的子宫就像一张舒服的温床，还有源源不
断的奶水供应。在这样舒适的成长环境中，舌蝇幼虫只
需短短6天时间就能增长100倍体重，直到和母体的重
量相当。

这一对比，舌蝇生下来的宝宝和自己一般重，确实

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舌蝇幼虫能长得又快又壮，靠的是舌蝇母虫分泌的

大量乳液。为保证乳液的高效运输，在哺乳期间，舌蝇
乳腺管道的宽度会从30~40微米扩张到80~100微米。
同时，负责分泌及转运蛋白质的内质网和高尔基体也成
倍增加。

舌蝇妈妈通过乳液传递给幼虫的，不仅有营养，还
有一种重要的内共生菌。这种共生菌的用处在于，能够
帮助舌蝇合成日常饮食中缺少的微量营养素。

舌蝇成虫以吸食动物血液为生，血液中富含蛋白质
和脂质，但各类微量营养素不足，尤其是舌蝇性成熟过
程中所需的B族维生素。而长期生活在舌蝇消化道内
的Wigglesworthia菌，能够通过自身代谢途径合成硫胺
素、核黄素及烟酰胺等6种B族微生物，来给它的共生
宿主生产足量的“补剂”。

另外，人工补饲B族维生素后，受影响的舌蝇便
能恢复到正常的繁育过程。

大自然总有例外

在默认以质取胜是大型哺乳动物的专利时，舌蝇和
它的虱蝇总科姐妹们却帮我们验证了“大自然总有例
外”这个说法。

除了虱蝇总科蝇类，目前科学家们还在少数几种低
等节肢动物中发现了类似的繁殖行为。比如，2018年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Science》刊发了一篇研
究文章，介绍了具有长期哺乳行为的大蚁蛛。为了更好
地照顾宝宝，这些妈妈竟神奇地演化出了节肢动物中

极为罕见的哺乳行为。
大自然不是宁静的伊甸园，而是充满

挑战的生存战场。在这个战场中，母
爱是一把温柔但有力的武器。可能
有人觉得母爱是高等动物才会拥有

的复杂情感；但无论是小虫子
还是大猩猩，无论是哪种

选择，不同物种的繁殖
策略都有共同的目
的——为了后代的
存活，为了种群的
延续，这也是万物
生生不息繁荣昌盛
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