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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不死”的水熊虫

江北区科协开展
科协改革论文征集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江麟麟）为认真贯彻
落实市科协工作要求，江北区科协积极组织
开展第五届科协改革研讨会论文征集工
作。在为期2个月的征集活动中，区科协认
真部署，号召各街镇科协、学（协）会、企业科
协的工作人员及科技界别政协委员为科协
改革献计献策，并围绕此次主题调查研究，
积极撰写相关论文。本次共征集到30余篇
改革论文，从中筛选了20余篇科协改革论文
上报市科协，如期完成论文征集工作。

下一步，区科协将继续深入开展科协
系统改革研究，探索科协改革发展的新思
路、新做法、新形式以及新内容，为下一届
科协改革研讨提供质量更优的论文，打下
坚实基础。

永川区各单位联合开展
节能宣传周系列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周舟）近日，永川区
发展改革委、区生态环境局、区市场监管
局、区科协等单位在文曲广场开展了全国
节能宣传周暨全国低碳日宣传活动。活动
通过张贴宣传海报、发放节能宣传资料等，
组织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节能工作。活
动现场还展示了新能源电动汽车、节能保
温材料等节能低碳产品，让群众对节能低
碳工作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除举行现场宣传活动外，还通过区政
府门户网站、永川日报等渠道，推广全国

“云”上节能宣传周链接，在线宣传节能降
耗和生态文明理念，倡导广大干部群众响
应节能降耗、绿色生活的号召，践行节能低
碳新生活。

巫山县科协开展
反邪教警示宣讲活动

近日，巫山县科协、县反邪教协会联合
县委政法委、县公安局、县教委、高唐街道等
单位，深入朝云社区、朝云小学、百德鞋服公
司等开展反邪教警示宣讲活动。

活动中，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教导员和县
反邪教协会宣讲员结合身边案例，引导群众
正确认识邪教本质及其严重社会危害性；县
委政法委、县反邪教协会等单位制作了各类
宣传资料，同时发动群众扫码关注“渝情渝
理”“巫山反邪教”等微信、微博平台，让群众
及时了解反邪防邪知识，推动形成人人崇尚
科学、关爱家庭、珍惜生命、反对邪教的良好
社会氛围。本次活动有效提高了群众的反
邪意识和法治观念，社会反响良好。
（市反邪教协会办公室 巫山县科协供稿）

水熊虫分布范围广

水熊虫也叫水熊、熊虫，是对缓步动物门生物的俗
称。从北极到南极，从6000米以上的喜马拉雅山脉到
4000米以下的深海，都可以找到它们的踪影。可以说，
水熊虫能在地球上几乎任何有水的地方生存。

乍一听水熊虫这个名字，很多人会认为这种动物长
得像一头熊，不过现实却大相径庭。水熊虫是一种非常
小的动物，大部分体长不超过1毫米。最小的种类出生
时只有50微米（0.05毫米），最大的种类也不过 1.2毫
米。那么小的身形，只能借助显微镜一窥究竟。

水熊虫的身体由头部和4个体节构成，身体被角质
层覆盖，长长的细胞组成的肌肉填满各个体节。它们的
口部有两个向前突出物，一个用于刺进食物，一个用于
吸收液体。每个体节2条腿，共有8条腿。根据种类的
不同，腿的末端长有爪子、吸盘或脚趾。腹中空空的水
熊虫通体透明无色，而吃饱了的水熊虫则色彩各异。它
们体表的颜色主要由含类胡萝卜素的食物赋予，依据摄
入的类胡萝卜素多寡，它们会变化为黄色、棕色、深红色
或绿色。

能忍耐极端恶劣的环境

水熊虫的生命力顽强，最显著的特征是对不良
环境具有极强的忍耐能力。遇到干旱时，它们可将
身体含水量由正常的85%降至3%，此时停止运动，
身体萎缩，在这种状态下，它们可以抵御恶劣的环
境达数年之久，如极限温度、电离辐射、缺氧等，当
环境好转时，身体再复苏，这种现象叫作隐生。

有科学家做过实验，水熊虫在-272℃
（接近绝对零度）和 151℃的条
件下均可存活2分钟，低
温-200℃能活上
几天，-20℃的
环境中至少

能存活30年。它们通过排除体内的水、收回
肥胖肢腿、蜷缩成脱水的球状来做到这一
点。威胁解除后，它们再度充水，恢复正常，
看起来就像不曾遭受任何伤害，这个状态被
称为“水合”。曾经有一只经过水合后重生

的水熊虫，科学家们利用碳十四测定后发现该
水熊虫隐生了超过120年。
不仅如此，它们能够承受的电离辐射的剂量是人类

致死剂量的数百倍，能抗住的压力大约是目前最深海沟
水压的6倍，而在同等压力下人可能会被压到变形。

水熊虫拥有“不死之身”

生物学家至今没有研究出水熊虫的死因，因为水熊
虫能再生，雌雄水熊虫受精后产卵，卵一旦孵化出来就
是成年水熊虫。即使怀卵期的水熊虫在冰天雪地的南
极被困几十年，一旦“苏醒”，它的卵还能孵化出成体水
熊虫。因为水熊虫能够在外界环境极端变化时，使身体
自产保护物质来保护细胞内的蛋白质，只要蛋白质没有
完全损坏，细胞保存完好，一旦外界条件恢复到它可以
正常生存的状态，水熊虫的生活又会走上正轨。

2007年，欧洲的科学家们进行了一次极端试验。他
们向太空发射了火箭飞船，并将3000只水熊虫置于裸露
的飞行器中。该飞船在低地球轨道的太空中航行，充分
暴露在高能紫外线辐射中。12天后，飞船回到地球。科
学家们对飞船上搭载的水熊虫进行水合后，超过68%的
水熊虫幸存了下来，而且有不少水熊虫诞下了后代。

在一项研究中，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研究
人员考虑了3种可能的
天文灾难场景，分别是
小行星撞击、超新星爆
发和伽马射线爆发，他
们认为这三类事件都
不足以使地球上的水
熊虫消失。

近日，江北区文化旅游委文化志愿服务队以江北志
愿日为契机，在各社区举办图书阅览、花艺教学等志愿
服务活动。

当天，江北区图书馆在大石坝街道大庆村社区举办
“江北志愿日”百姓书市——百本好书送你读活动，为读
者提供《毛泽东思想原理讲话》《把一切献给党》等各类
文学作品100余册，将文化送到家门口，营造全民阅读
的书香氛围。此外，文化志愿服务队还联合江北区图书

馆开展了以“插花艺术”为主题的系列讲座，从鲜花的种
类、插花技巧等方面介绍了插花的理论知识，不仅让大
家了解了花艺知识，还陶冶了情操，增强了幸福感。

下一步，江北区将进一步拓展服务领域，拓宽服务
渠道，创新服务手段，以社区志愿服务为重点，完善工作
运行机制，推进志愿服务项目品牌化，广泛开展各项志
愿服务活动，丰富百姓文化生活。

（江北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供稿）

江北区文化志愿服务队
进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近些年生物学界对水熊虫的研究成功地刷新了人们对生
物的认知，它凭借着顽强的生命力，吸引了全世界生物学家的
兴趣。下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号称地球上最“难以毁灭”的
物种——水熊虫，它的生命力到底有多顽强。

本报讯（记者 沈静）“垃圾分类从我做
起”“电辐射小课堂”“不等中风来”“5G开启
智慧未来”……7月3日，一场接一场的科学
演讲拉开了第一届渝中区公民科学素质大
赛序幕。

该赛以“创新引领发展 科学点亮生活”
为主题，共有15个参赛队，每个参赛队由4名
选手组成，采取台试和演说相结合的方式开
展比赛，设置必答题、抢答题、科学真伪题、
情景实践题、快问快答题、“科学听我说”科
普演说等环节，最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

据了解，本次大赛由渝中区科学技术协
会主办，区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承办，未
来区科协将把大赛作为提高公民科学素质
的重要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