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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空气凤梨
■ 余 裕

巴南区鱼洞街道开展地震和消防应急演练

你知道吗？有这样一种植物，不需要泥土，也不需要营养液
就能自由生长，它就是空气凤梨。下面我们就去认识一下这种神
奇的植物。

鱼是最古老的脊
椎动物。我们平时见

到的鱼，体表大多包
裹 着 坚 硬 的 鳞
片。鱼类的皮肤
由表皮和真皮组

成，鳞片便位于表
皮与真皮之间。鱼鳞是

鱼类特有的皮肤衍生物，也
是鱼类的主要特征之一。它由

钙质组成，覆盖在鱼类体表全身
或一定部位，能保护鱼体免受机
械损伤和外界不利因素的刺激，故

有“外骨骼”之称。
鱼类的表皮很薄，由数层上皮细胞和生发层组成，

表皮中富含单细胞的黏液腺，能不断分泌黏滑的液体，
使体表形成黏液层，润滑和保护鱼体，如减少皮肤与水
的摩擦阻力，提高运动能力，清除附着在体表的细菌和
污物，使体表滑溜易逃脱敌害等。所以，表皮对鱼类的
生活及生存都有着重要意义。

而像鳝鱼、鲇鱼等没有鳞片的鱼类，体表分泌的黏
液显得格外重要。这些鱼类身上的鳞片已经退化，为了
保护直接暴露在外的皮肤，只能靠这些黏液。除了上述
的作用外，有了黏液的存在，鱼的皮肤就可以不透水，这
对维持鱼体内渗透压的恒定有好处。尤其是一些江河
洄游的鱼类，身上有了黏液就能帮助它们适应水中盐度
的变化。

这些黏液虽然不能阻挡硬物的撞击，但可以防止病
菌的侵袭，阻挡水中有害物质从皮肤进入体内。同时还
可以减少水的摩擦力，帮助鱼游得更快更省力。

空气凤梨是凤梨科铁兰属的一类植物，和美味的
热带水果——菠萝的亲缘关系比较近。空气凤梨起
源于拉丁美洲和美国南部地区，原生种类超过 600
种，是凤梨科中最大的一个家族，在沼泽区、热带雨
林区、雾林区，或是在干旱高热的沙漠里都能找到它
们的身影。

空气凤梨是多年生草本附生植物，其外观形态千变
万化，有的像中规中矩的迷你菠萝树，有的像毛茸茸的
小刺猬，有的干脆披头散发。空气凤梨作为观赏花卉已
有百年历史，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日本等国家广泛流
行，21世纪初传入我国，慢慢开始流行起来。

空气凤梨不仅外形可爱，更加神奇的是，它不需要
土壤就能正常生长，有人说它是唯一仅靠空气提供养
料就能生长的一类植物，被称为空气中的精灵。只要
给它们一个空的花盆或架子，空气凤梨就可以很好地
生长。有人干脆用金属线或鱼线把它挂起来，然后吊
在半空中，空气凤梨照样能生根长叶，甚至还能开出漂
亮的花来。

在它们的故乡，空气凤梨的种子成熟后便如蒲公英
种子一般四处飘扬，落在大树、悬崖上，甚至落在仙人
掌、悬空的电线上都能生根发芽。不同种类的空气凤梨
所适应的生态环境各有不同，其中大部分种类喜欢充足
的阳光和干燥的环境。空气凤梨的根不发达，基本失去

了吸收水分和营养
物质的功能，主要
的用途是像八爪
鱼一样把自己牢
牢地固定在附
生物上。在人
工栽培中，甚至
会把空气凤梨的
根去除，这都不影
响它们的存活。

莫非空气凤梨真有
这么神奇，只要有空气便能生
长？其实并非如此，和所有的植物一样，空气凤梨同样
需要阳光、雨露和基本的营养元素。因为根的吸收功能
已经退化，空气凤梨演化出了利用叶面组织获取水分和
营养的本领。它们的叶片上遍布鳞片状的茸毛，通常被
称为吸收鳞片，所以看起来毛茸茸的。这些满布气孔的
茸毛，基部凹陷在叶片中。雨水或水汽凝结成的露珠被
凹陷截获，渗透到空气凤梨的体内，水中溶解的养分则
被吸收了。

高温干燥的白天，空气凤梨鳞片上的气孔会自然闭
合，以减少水分的流失；凉爽湿润的夜晚，鳞片上的气孔
会充分开启，来吸收空气中的水汽。因为养分来之不
易，空气凤梨的生长通常十分缓慢。它们还是循环利用
营养元素的专家，连植株死皮里的元素都会被重新吸
收，用于生长。

空气凤梨独特的生存资源获得方式是充分适应原
有生态环境的结果。虽然空气凤梨是容易打理的植物，
但只靠空气还是养活不了它。在人工栽培的环境中，空
气凤梨无法得到雨露的滋养，必须经常用喷壶为它们提
供水分和肥料。

近日，巴南区鱼洞街道南园社区开展了2019年地
震疏散避险和消防安全应急演练，社区两家医疗机构
全体员工和部分居民代表参加演练，区应急管理局到
场指导。

演练模拟发生地震和火灾等意外灾情，医务人员和
居民按照疏散线路标识迅速避险撤离并进行自救互
救。演练中，消防教官讲解了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等知

识；区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讲解了地震避险常识，以及
社区和医院在日常防灾工作中的措施等。

此次演练有效提高了社区居民的防灾减灾意识，增
强了医疗机构在紧急情况下自救和组织居民进行疏散
的能力，探索了在突发地震和火灾事件中，社区、医疗机
构、社区居民三方联动有效避险的组织反应能力。

（巴南区应急管理局供稿）

为什么鱼身上有黏液
■ 刘 风

万盛经开区科协
举办“农村实用人才”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犹骞）近日，万盛经
开区科协在万盛科创大厦举办了万盛经开
区“农村实用人才”培训，来自全区的种植
户和养殖户共80余人参加了培训会。

此次培训，邀请了区农林局发展计划科
负责人对农业产业项目的重点支持方向、项
目申报及2020年农业政策的走向进行了解
读，并针对如何在乡村振兴中抢抓机遇，因
地制宜发展农产品，结合旅游发展契机，通
过农旅融合，发展特色旅游产品提出了一些
意见建议。通过此次培训，达到了提高种植
和养殖大户对农业相关政策的解读能力及
农业项目申报能力，对万盛经开区农村经济
发展、新农村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

江津科技馆
引领垃圾分类新时尚

本报讯（通讯员 刘万萍）近日，江津
科技馆垃圾分类专题展正式亮相，着力引
导市民、特别是青少年进一步提升保护环
境卫生的意识，加速养成垃圾分类习惯，共
同建设美丽江津。

本次展览紧扣市民对垃圾分类的认知
水平和社会关注热点，采用图文结合、儿
歌、顺口溜等形式，向市民科普了垃圾分类
相关知识。除了现场的56张科普展板外，
江津科技馆内LED大屏也不间断地播放垃
圾分类相关宣传资料。江津科技馆负责人
表示，江津科技馆将积极发挥青少年第二
课堂作用，做好垃圾分类科普宣传工作，呼
吁大家讲文明、树新风，共同改善生活环
境，助力江津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区。

璧山区科协
调研青少年科技教育

本报讯（通讯员 刘露微）近日，璧山
区科协一行前往璧山区实验小学青少年科
学工作室和正则中学的中国流动科技馆进
行调研。

调研组一行实地察看了区实验小学科
普实践室、科技创客室以及相关的设施设
备，详细听取了青少年科学工作室负责人介
绍开展青少年科普宣传教育活动的情况，并
与科技老师们共同探讨办好科学工作室的
新思路、新方法。随后，调研组前往正则中
学实地察看了流动科技馆运行情况，并对
科技馆工作提出了建议。调研组强调，要
充分认识到建设科技场馆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充分发挥科技馆的科普主阵地
作用，让全区更多青少年喜欢科学、爱上科
学，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

大足区科协成立重庆工业
设计协会工作站

本报讯（通讯员 廖和玲）近日，大足
区科协与重庆工业设计协会签订合作协
议，正式成立重庆工业设计协会大足工作
站，搭建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共同推动创新
驱动助力工程的深入实施。

重庆工业设计协会大足工作站成立后，
将充分发挥市级学会信息、技术、人才优势
和协同创新平台在产学研深度融合中的桥
梁纽带作用，引导企业管理者重视工业设计，
提升设计创新对于提高产品附加值、培育新
兴消费市场的重要性的认识。并通过举办各
类具有针对性的学术沙龙、专家论坛等活动，
帮助企业解决设计、工艺、包装、销售等各个
环节的难题，为传统优势产业的转型升级和
绿色发展提供人才智力支持和科技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