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服务·科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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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教委召开
高校疫情防控工作调度会

江北区老科协专家
为观音桥商圈建言献策

2022年3月29日 星期二
主编：苏伶俐 编辑：关莹洁 美编：郑翔

投稿邮箱：cqkejibao@sina.com

铜梁区科协开展
节约用水科普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安春光）在第三十届
“世界水日”以及第三十五届“中国水周”到
来之际，铜梁区科协通过线上线下开展了
节约用水科普宣传活动。

区科协先是通过微信公众号从线上向
广大群众普及了节水小知识、小技巧和小
妙招。比如：洗漱间隙关闭水龙头，合理控
制水量和时间；洗衣机清洗衣物宜集中；清
洗餐具前擦去油污，不用长流水解冻食材
等等。同时，还通过相关的社区线下活动，
向社区居民征集日常生活节水小妙招，与
居民开展互动交流。活动以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强化了人们节约用水的意识，使
绿色生活理念深入人心。

南川区科协组织专家
让春耕更有“科技味”

本报讯（通讯员 任其毅）日前，南川
区科协组织科技志愿服务专家团，开展送
科技下乡——助耕支农科技志愿服务活
动，为水稻种植农户开展技术培训。

在兴隆镇金花村的田间地头，来自区
农业农村委的高级农艺师从水稻育苗、田
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讲
解，并为农户答疑解惑。该村支部书记表
示：“培训非常及时，当前正值水稻的育苗
期，现场培训指导有助于种植农户进一步
提高水稻育苗技术，促进农户增产增收。”
下一步，南川区科协系统将广泛动员、积极
组织涉农科技工作者志愿服务队开展相关
咨询、培训，让春耕更有“科技味”。

巫溪县科协宣传
如何应对强降雨气象知识

本报讯（通讯员 李海燕）近日，巫溪
县科协联合59号网格社区，开展了以“应
对强降雨，科普在行动”为主题的气象科普
宣传活动。

活动中，县科协工作人员向社区居民
介绍了近期天气降雨情况，分析了不同的
降雨量可能会造成城市内涝和地面积水，
讲解了各类暴雨气象预警信号的含义。同
时，详细说明了居民在收到气象部门发布
的暴雨预警信号后应当采取的正确预防措
施，以及出现灾害时该如何开展自救互救，
如何尽量避免和减轻气象灾害所造成的损
失等。活动现场，县科协工作人员还通过
派发宣传资料、答疑解惑等形式，增强了社
区居民的防灾意识。

日前，重庆市教委召开第4次全市高校疫情防控工
作视频调度会。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负责人出席会
议。市教委驻大学城片区高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组，市教委驻永川区高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组，各
在渝高校相关负责人，防控办、校医院（卫生所）负责
人、疫情数据填报人员，市教委相关处室负责人等参加
会议。

会议安排部署了全市高校疫情防控相关工作。首
先是防疫组织要应快尽快，高校一旦发现存在疫情风
险，要迅即行动，集中精力、集中资源、集中优势，用最快

时间、最小代价、最小范围控制住。其次是健康排查要
应严尽严，全面排查不漏一人、动态排查不漏一天，精准
掌握校内外师生员工健康状况和行动轨迹，做到人数查
清、人头查清、位置查清、管控情况查清。同时，有序组
织核酸检测工作，发挥学校医务室、门岗体温检测处、学
校辅导员、楼栋管理员、寝室长等检测“前哨”作用。在
校园管理方面要认真查找疫情防控工作中可能存在的
薄弱环节。既要树立必胜信念，全力打赢疫情防控攻坚
战、歼灭战，又要谋划推进教育教学工作，促进学校事业
发展。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 陈孔华 王庆芬）为
加快推进江北区观音桥智慧商圈建设，近
日，江北区老科协组织专家召开相关专题
研讨会。

会上，观音桥商圈建设总公司负责人
就观音桥智慧商圈建设的规模现状、规划
设想作了详细介绍。区老科协负责人就商
圈建设的功能结构提出了智慧餐饮、智慧
超市商城、智慧人性化服务与商圈专用分
拨中心的“3+1”平台建设建议，就观音桥智
慧商圈建设的目标起点、功能定位、智慧技
术体系、管理运行模式、重点核心、体制机
制等建言献策。下一步，区老科协将及时
优化建议报告，为江北区政府科学决策提
供不同层面的参考。

近日，中国空间站“天宫课
堂”再度开课，“太空教师”翟志
刚、王亚平、叶光富演示了太空“热
球”实验、“液桥”实验、水油分离实验、
抛物实验等。为什么要做这些科学实
验？这些实验背后蕴含着哪些科学奥
妙？与人类探索浩瀚宇宙又有什么关
联？让我们根据实验现象来逐一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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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温热的“冰球”

实验现象：王亚平先是挤出透明的过饱和乙酸
钠溶液形成液球飘在半空中，然后用一根小棍点在
液球上，球体瞬间开始“结冰”变成通体雪白的“冰
球”，但摸上去却是温热的。

原理解读：冷却的过饱和乙酸钠溶液处于亚稳
态。当沾有晶体粉末的小棍触碰它时，相当于提供了
凝结核。过饱和乙酸钠溶液会瞬间析出三水合乙酸
钠的白色晶体，同时释放出热量。类似的实验被称为

“热冰”实验，在地面上也能进行。但在地面上液体得
用容器装起来，不能像太空中这样悬浮成液球。所
以，这个实验也从侧面说明了无容器材料实验柜的重
要性。在无容器状态下研究多元合金，有可能得到纯
度更高、结晶度更高、结晶更好的材料。

实验 更长的“液桥”

实验现象：叶光富将水分别挤在两块透明板上，
形成半球状的水球。当透明板合拢，两个水球就融
合在了一起。当透明板分开，水球则形成一座中间
细、两头粗的“液桥”。

原理解读：“液桥”实验的原理，在“天宫课堂”第
一课里也讲到过，那就是液体的表面张力。在地面
上，两滴水滴之间因为张力也能产生“液桥”现象，但
是地面“液桥”的距离最多几毫米，不像太空“液桥”
可以达到厘米级。这说明太空中的微重力环境使得
液体的表面张力大大提升了。

实验 分不开的水和油

实验现象：王亚平用力摇晃一个装有水和油的
瓶子，使油滴均匀分布在水中，形成浑浊的水油混合

物。奇怪的是，在停止摇
晃后混合物持续浑浊，水和油
并没有分开。直到叶光富抓着
系在瓶上的细绳甩动数圈后，水油才明显分离。

原理解读：在地面上油比水轻，水油混合物会分
层，一般油在上层，水在下层。但在空间站的微重力
环境下浮力消失，所以混合之后的水和油“难舍难
分”，长时间保持混合态。而瓶子的高速旋转类似于
离心机的作用，使得浮力重新出现，水和油得以分
离。科研人员利用这一现象，在微重力环境下向熔
融合金中注入气体，即可得到泡沫金属。这也从一
个侧面解释了高微重力科学实验柜的重要性：实验
柜内部的微重力水平是空间站舱内的百倍到千倍，
能支持更为精密的科学实验。

实验 牛顿与“冰墩墩”

实验现象：王亚平水平向前抛出一个“冰墩墩”
摆件。“冰墩墩”在空中并没有像在地面一样下坠，而
是沿着抛出去的方向做近似匀速前进，水平地落在
了叶光富手中。

原理解读：根据中学物理，牛顿第一定律可以被
简单表述为：在没有外力干涉的理想条件下，物体会
保持匀速直线运动。但是，地面上很难找到无外力
的理想条件，这次太空中的平抛运动实验很好地解
答了人们源自中学物理课上的困惑。

平抛运动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极为深刻的科学
原理。比如，已知在高山上将物体抛出，抛出的速度
越快物体会落得更远。那么，假设抛出的速度足够
大，物体有没有可能不落回地面，而成为环绕地球的
一颗卫星呢？这个实验也叫牛顿的“高山大炮实
验”，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查询“第一宇宙速度”
原理详细了解。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