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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猎手
——蜻蜓

也许你不相信，虽然大白鲨和狮子都是自然界中的顶级捕
食者，但如果比较捕食的成功率，它们远不如娇小的蜻蜓。最新
的观察结果显示，蜻蜓的捕食成功率高达95%，几乎是大白鲨
的2倍，狮子的4倍。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蜻蜓捕猎有什么独门秘籍。

巴南区反邪教协会
开展抗疫反邪教宣传活动

近日，巴南区反邪教协会联合区科协，
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宣传，开展抗疫反邪宣
传活动。

一是组织科技志愿者和反邪教工作人
员，向群众发放科普图书、画册、宣传环保
袋等宣传资料，引导市民科学认识新冠病
毒和邪教危害社会的本质。二是设立咨询
台，通过与群众交流互动，帮助居民以科学
的精神和态度应对疫情，自觉抵制邪教。
三是组织科普信息员利用微信公众号、微
信群等方式转载抗疫防疫科普知识及揭露
邪教借新冠肺炎疫情发表歪理邪说的宣传
资料。此次活动有效提高了辖区群众疫情
期间的科学防护意识和自觉抵御邪教侵蚀
的能力，为创建无邪巴南奠定了坚实的群
众基础。
（市反邪教协会办公室 巴南区科协供稿）

涪陵区科协现场考察
申报科普基地的单位

本报讯（通讯员 王丹）为扎实做好涪
陵区2020年区级科普基地申报、创建、命名
工作，涪陵区科协组建三个现场考察组分
赴全区各乡镇（街道）41个申报科普基地的
单位和组织进行现场考察。考察现场，考
察组对各单位和组织的农业新技术、新品
种的应用及示范，技术和信息对周边农民
增收的辐射带动作用等进行实地了解。并
就各单位和组织的技术需求、产品销售、产
业发展等方面提出建议意见。

下一步，涪陵区科协将筛选出经济效
益好、示范作用强、展教水平高的单位和组
织，以此推动科普工作的深度和广度，大力
推广新技术、新产品，促进产业发展，为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贡献科技力量。

彭水县科协开展
全民营养周健康知识讲座

本报讯（通讯员 李佳芯）近日，彭水
县科协邀请县科学传播专家团营养专家在
社区科普大学鼓楼、河堡和沙沱三个教学
点分别开展了3场营养、健康知识讲座，助
力2020年“全民营养周”活动的深入开展，
推进营养健康科普宣教活动常态化。

讲座现场，专家以五个方面的建议向居
民普及以“合理膳食，促进健康”为核心的营
养知识，包括调整膳食结构，控制钠的总摄
入量，增加摄入乳类和大豆及其制品等含钙
高的食物，增加个人营养知识技能，保证餐
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此次活动向公众普
及了营养知识，引导公众掌握合理膳食方
法，提高健康素养，建立营养新生活。

超强的视力

和其他昆虫一样，蜻蜓的眼睛实际上是复眼，由许
多六边形的小眼组成。一只苍蝇约有6000个小眼，而
蜻蜓的小眼将近3万个，是世界上眼睛最多的昆虫。

蜻蜓的眼睛很大，球形的表面使它可以将各个方向
的事物尽收眼底。加之蜻蜓的大脑袋也能转动自如，这
让它们的视野非常开阔，可以看见和躲避敌人任何角度
的袭击。同时，蜻蜓还能利用其他动物有视觉盲点这一
弱点，从它们的盲点发起攻击，让它们防不胜防。

不仅如此，蜻蜓的眼睛有4~5种视锥细胞，比人类
还多，除了可以看见我们能看见的各种色彩以外，蜻蜓
还能看见我们看不见的紫外线。复眼上部的小眼可以
看到波长较短的蓝光和紫外线，下部的小眼可以看到波
长较长的绿光和橙光。所以，在蜻蜓的世界里，天空是
白色的，这让黑色的猎物看起来非常显眼，很难逃过蜻
蜓的眼睛。

预测猎物的运动路线

踢球时，运动员会计算球的运动轨迹，以便预测球
的落点，并在最恰当的时刻踢中它；许多哺乳类动物也
会在最恰当的时机出击。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科
学家认为需要一个复杂的大脑，才能在几毫秒的时间内
计算出球或猎物的距离、运动方向和速度，并确定发起
进攻的最佳时机。甚至连狮子这样的高级捕食者也只
会尾随在猎物身后，追捕猎物。而没有复杂大脑的蜻蜓
却也能预测猎物的运动路线。

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科学家用摄像机拍
摄了蜻蜓捕捉猎物的全过程。他们发现，当猎物飞行
时，蜻蜓的脑袋会随着猎物的身影而转动，眼睛会牢牢
地锁定猎物，并能推算出猎物下一步会出现的位置，然
后调整自己的飞行路线，在最完美的时候拦截猎物，省
时省力，而不是被动地追在猎物身后，疲于奔命。

无与伦比的飞行技术

蜻蜓的飞行能力也很强，速度可达每秒 10
米，既可快速变换方向和高度，也可悬浮在空中，还能侧
着飞、倒着飞，甚至上下直飞。高超的飞行技术，是它能
完成捕猎的保证。蜻蜓的翅膀轻便、坚硬，四个翅膀的
运动相互独立，互不干扰，这使得它能够很快地改变运
动方向。需要转弯时，一对翅膀向前煽动，另一对翅膀
向后煽动，就能很快改变方向。蜻蜓还可以让前翅向下
移动，后翅向上移动，使身体像直升机一样悬停空中。
飞行时，蜻蜓的腹部或弯曲，或卷起，也能帮助翅膀调整
飞行的速度、方向和高度。

蜻蜓的翅膀还有一处特殊的结构叫翅痣，它位于翅
膀前缘，比别处厚，颜色也较深。翅痣不但是保护蜻蜓
薄薄的翅膀不致折损的关键，还能有效地防止翅膀颠
振，保证蜻蜓飞行平稳。人们从蜻蜓翅痣得到灵感，仿
照翅痣，在机翼上设计了加厚的部分，用来战胜颠振，保
证飞机稳定、安全飞行。

锋利锯齿能粉碎猎物

蜻蜓的下唇带有锋利的锯齿，可以轻松咬碎猎物。
捕猎时，蜻蜓会系统地瓦解猎物的防御工事。靠近猎物
时，蜻蜓的腿会圈起来，形成像“篮子”一样的结构，迅速
兜住猎物，随后用长满硬刺和鬃毛的前腿，牢牢地控制
住猎物，令其无法逃脱。然后去掉猎物的翅膀，防止它
逃脱，最后才开始享用美食。

蜻蜓的嘴可以张得很大，吞下大型昆虫。而且，不需
要着陆，蜻蜓就可以直接在空中享用美食。这对蜻蜓来
说，无疑是很有用的绝技，它们更能够在30分钟内吃光与
自己体重相等的食物。事实上，蜻蜓几乎整日整夜都在捕
杀苍蝇和蚊子，甚至连面临死亡时，它都在不停地捕食。

就是靠着这些绝技，蜻蜓安然地度过了
几亿年，存活至今，成为自然界当之无愧的
最完美的猎手。

近日，重庆市地震局以“检验预案、完善准备、锻炼
队伍、磨合机制”为目的，组织开展2020年度地震桌面
应急演练。

演练按照无脚本桌面演练形式进行，设置应对域内
5.5级破坏性地震灾害和临近省份7.0级重特大地震灾
害两个情景，并依照地震情景设置按实际时间比例模拟
震后4小时地震应急处置过程，各工作组、现场工作队
开展桌面应急处置推演。演练过程中，指挥部领导以穿
插提问的方式检验各工作组、现场工作队的应变能力和

处置办法，各工作队针对演练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和不
足做了梳理和讨论。

市地震局负责人指出，全局人员要进一步提高应急
意识，强化震情监视和应急准备各项工作；要利用好演
练成果，深入总结经验，及时改进不足，完善应对措施；
要深化演练层次，各工作组要开展组内演练，促进演练
范围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切实提升全局应对突发地震
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重庆市地震局供稿）

重庆市地震局开展
2020年度地震桌面应急演练

本报讯（通讯员 何仕明）近日，渝中区
科协组织召开2020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座谈会，来自辖区内重庆医科大学、市人民
医院、区青辅协等单位的15名科技工作者
代表参会，共同座谈交流。

座谈交流中，来自医疗、教育、科研院所
以及基层社区的科技工作者们，结合自身实
际，畅谈科普工作体会，分享科技创新、科普
服务和教学经验。提出了打造科普公众服
务平台、针对老年群体的特殊需求提供必要
的防疫安全知识宣传、对青少年科技教育进
行创新、对社区科普大学课程内容进行精心
设置等建议，大家还希望今后多开展类似活
动，共同交流方式方法，提高科普服务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