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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 裕

江北区社区科普大学
“微课堂”正式开讲

万盛经开区科协
深入基层调研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黄兴盛）近日，万盛
经开区科协领导带队到万盛街道调研指导
科协工作，并召开了调研座谈会。座谈会
上，区科协一行听取了万盛街道科协工作
情况汇报。

在疫情防控期间，万盛街道科协采用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有效开展科学宣
传、防控知识普及、帮助企业复工复产，坚决
做到“疫情不解除，科普不掉线”。区科协对
万盛街道科协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针对
下一步工作，区科协建议万盛街道科协要充
分发挥“三长”的桥梁纽带和示范作用，带好

“三师”，加大科协宣传力度，提升科协社会
知晓度。此外，区科协还为万盛街道科协送
去了科普知识读本200余册和防疫物资。

本报讯（通讯员 王丹）为进一步加大
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力度，涪陵区科协在充
分利用好本单位“涪陵科普”微信公众号的
前提下，积极与涪陵广播电视台、巴渝都市
报社对接，联合在“无限涪陵”、巴渝都市报
上开设科普专栏，集中宣传各类优质科学
防疫科普知识。同时，广泛动员调用辖区
内各乡镇（街道）科协、学（协）会、基层“三
长”、科普志愿者等力量传播科普知识。

接下来，涪陵区科协将继续利用好各
类媒体平台，积极策划推送内容，精心挑选
转载各类优质资源，切实把疫情防控科普
工作抓好抓实，为进一步提高公民科学素
质、提升科普公共服务水平奠定了基础。

涪陵区科协
助推疫情防控科普宣传

北碚区科协
积极开展爱国卫生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傅建华）连日来，北
碚区科协积极开展了“全民战疫情·同创文
明城”系列爱国卫生活动。

一是开展线上线下科普宣传，增强公
众正确的防控意识。通过宣传引导公众做
好个人防护，营造人人动手、全民参与、联
防联控的社会氛围。二是开展环境卫生大
扫除活动，打好疫情风险管控基础。区科
协组织全体机关干部参加蔡家岗街道的全
民动手日活动，彻底清扫了卫生死角。三
是购买防控物资，积极开展消毒防疫行
动。积极筹措并发放消毒液、口罩等物资，
安排专人定时对单位内部进行全面消毒，
减少病毒的传播途径。做好废弃口罩的无
害化处理，防止出现二次污染。

能够飞行的哺乳动物

蝙蝠又称天鼠、挂鼠，是翼手目动物，翼手目是动物
中仅次于啮齿目动物的第二大类群，是一类演化出真正
有飞翔能力的哺乳动物，现生物种类共有19科185属
961种，除极地和大洋中的一些岛屿外，分布遍于全世
界，在热带和亚热带蝙蝠最多。由于大部分蝙蝠都是白
天休息，夜间觅食，因此，它们也被称为“黑夜精灵”。

蝙蝠的体形大小差异极大。最大的狐蝠翼展达
1.5米，而基蒂氏猪鼻蝙蝠的翼展仅有15厘米。蝙蝠的
颜色、皮毛质地及脸相也千差万别。蝙蝠的翼是进化
过程中由前肢演化而来。除拇指外，前肢各指极度伸
长，有一片飞膜从前臂、上臂向下与体侧相连直至下肢
的踝部。拇指末端有爪。多数蝙蝠于两腿之间有一片
两层的膜，由深色裸露的皮肤构成。蝙蝠的吻部似啮
齿类动物或狐狸。外耳向前突出，大且灵活。许多蝙
蝠也有鼻叶，由皮肤和结缔组织构成，围绕着鼻孔或在
鼻孔上方拍动。蝙蝠的胸肌十分发达，胸骨具有龙骨
突起，锁骨也很发达，这些均与其特殊的运动方式有
关。虽然它们善于飞行，但起飞时需要依靠滑翔，一旦
跌落地面后就难以再飞起来。蝙蝠的脖子短，而髋及
腿部细长。除翼膜外，蝙蝠全身有毛，背部呈浓淡不同
的灰色、棕黄色、褐色或黑色，而腹侧色调较浅。栖息
于空旷地带的蝙蝠，皮毛上常有斑点或杂色斑块，颜色
也各不相同。蝙蝠的取食习性各异，或为掠食性，或有
助于传粉和散布果实，从而影响自然秩序。

移动的病毒库

蝙蝠被称为“移动的病毒库”，现在已经从蝙蝠
体内发现有超过140种病毒，其中有60多种都是人兽
共患病毒，例如 2002—2003 年起源于我国广东的
SARS病毒，果子狸只是中间宿主，而蝙蝠才是最初的
源头。全球肆虐的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亨德拉
病毒、尼帕病毒、MERS冠状病毒……这些都能在蝙蝠
体内找到。由于蝙蝠喜爱群居，居住空间拥挤加速了
病毒在蝙蝠之间的传播。加上蝙蝠拥有长距离飞行
的能力，病毒因此搭上了便车，能从一个地方传播到
另一个地方。

既然蝙蝠体内有这么多病毒，为什么它们却能安
然无恙呢？这得说到蝙蝠的一些“绝活”，是这些特性
让它们成了“移动的病毒库”。对于恒温动物来说，体
形越大一般寿命也会越长，心跳越慢。比如大象的心
跳每分钟只有26次，平均寿命60年；蓝鲸的心跳可低

至每分钟2次（潜水时），平均寿命80岁；
而老鼠心跳可达每分钟500次，

寿命只有3年。这是因为
体形小散热会非常

快，因此需要

更高的新陈代谢速度以维持体温，蝙蝠同样如此，它们
因为需要飞行，能量消耗与体温维持的挑战更大，所以
需要更强的新陈代谢速率，蝙蝠飞行时的心率每分钟
可达800~1000次。按照正常规律来推算，蝙蝠的寿命
应该不超过3年，但实际上它们平均寿命为30年。这
是怎么回事呢？大约在500万年前的一次基因突变
中，蝙蝠获得了修复基因的本领，所以它们的体细胞分
裂次数远超一般动物（人类的体细胞通常分裂次数为
50~100次）。

研究显示，蝙蝠体内一个被称为“干扰素基因刺激
蛋白——干扰素”的抗病毒免疫通道受到抑制，使蝙蝠
刚好能够抵御疾病，却不引发强烈的免疫反应。蝙蝠
为了与其携带的病原体达成平衡，在进化过程中获得
了抑制某些通道的能力。研究人员称，这一通道被削
弱却并未失去功能，表明蝙蝠可以对防御病毒的水平
进行微调，有效却不过分地对病毒产生免疫反应。另
外蝙蝠细胞耐热性很高，在40℃的体温下仍然能保持
相当稳定的状态，这也一定程度地抑制了病毒的复制。

蝙蝠的经济价值

尽管蝙蝠携带有大量病毒，但它们也具有很高的
经济价值。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原始森林中，大多
数热带植物幼体根本无法在亲本的阴影里正常发育，
一些母树甚至产生毒素阻止其幼树成熟。因此，植物
种子必须传播到远离亲本的地方才能保证种群的繁衍
和扩散，果蝠便将大量果实带到远离母树的地方，吃完
果实后将种子扔掉，种子落地、发芽、生根，逐渐生长成
茂盛的植物。对于无花果一类包含很多小种子的果
实，果蝠将整个果实吃掉，种子随后被蝙蝠排泄到各
处。研究表明，有些无花果只有经过果蝠或鸟类胃的
消化才能发芽。此外，蝙蝠也是重要的传粉者。很多
植物的花高度特化甚至专门在夜间开放以吸引蝙蝠，
依靠蝙蝠帮助它们传播花粉。

人类通过模仿蝙蝠的回声定位系统发明了雷达。
目前某些国家研制的隐形飞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
蝙蝠的拷贝。在医学上，从吸血蝙蝠唾液中提取的抗
凝血蛋白质溶解血栓的速度比目前临床用的药物快一
倍。在蝙蝠数量丰富的地区，它们对农林业的害虫起
到重要的控制作用，这不仅有利于农林业的健康发展，
而且还减少了由于农药大量使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
另外，蝙蝠集居地积累的排泄物还是一种经济的、优质
的农业肥料。

尽管蝙蝠体内携带着大量病毒，但想消灭它们是不
可能的，所以最好的防控方法还是尽量
远离它们，只要我们能管住
自己的口腹之欲，就
可以基本保证
安全。

黑夜精灵——

蝙蝠
如果问你进化得最成功的哺乳动物

是什么，你会如何回答？从单一物种的发
展来看，进化得最成功的无疑是人类。但如果只比较物种个体
的数目，答案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既不是人类也不是家畜，而
是黑夜中的精灵——蝙蝠。

本报讯（通讯员 冯梦涛）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江北区科协联合区
营养师协会、区老科协、科普大学的志愿者
讲师为社区科普大学的学员们倾力打造了

“微课堂”，课程内容涵盖如何挑选和正确
使用消毒液、防病毒之家庭卫生习惯等，让
学员们足不出户也能及时学习科普知识，
了解最新科普内容。

江北区坚持“疫情不解除，科普不掉
线”的宗旨，每日在QQ、微信科普工作群推
送“科普中国”“科普重庆”的优质科普资
源。江北区社区科普大学也不断寻找新
颖、有效的教学方法，为居民提供方便、快
捷了解卫生健康、疫情防控、安全饮食等方
面的知识，共同守护居民的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