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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系列报道

市长奖让更多青少年热爱科学

潘虹宇
（受访者供图）

杨成羿燊
本报记者 沈静 摄

在生活细节中
寻找发明灵感

本报讯（记者 沈静）第十二届重庆市青少年科
技创新市长奖提名奖获奖者之一蒋佳栗从小爱好广
泛，学过舞蹈、乒乓球等，动手能力强，从四年级开始
学习机器人编程，最开始是因为好奇，后来越学越感
兴趣，参加机器人编程竞赛，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在学习机器人编程时，蒋佳栗喜欢根据需求搭配
零件完成各种任务，她认为用零件组装成各种古怪的
成品很有意思，这也是机器人的创意设计。

蒋佳栗经常打乒乓球。“每次训练结束，满地的乒
乓球需要一颗颗地捡，我就想着要是有人能帮我捡球
就好了。”蒋佳栗在学习机器人编程后，想到捡乒乓球
的事情，她希望设计一台捡乒乓球的机器人。捡乒乓
球机器人的构思和大致的模型想好后，在科技辅导员
蒋伟老师的指导下，一起完成了机器人的设计。

“设计捡乒乓球机器人，最大的困难是如何让机
器人把乒乓球捡起来。最初设计类似于用手去捧、去
抓，在制作过程中甚至还用家里的勺子来做实验，去
舀乒乓球，效果不好，都没能成功。”蒋佳栗回忆道。
后来，在一次与朋友玩橡皮筋的时候，忽然发现可以
利用橡皮筋的弹性制作捡乒乓球装置。

在蒋老师的指导下，蒋佳栗使用橡皮筋做装置的
底面，用“压”的方法把乒乓球“挤”进捡乒乓球的装置
里，乒乓球“挤”进来后，橡皮筋恢复原状，乒乓球就不
会掉下去，从而完成捡起来的动作。“设计捡乒乓球装
置用了很长时间，好几次我都要放弃了，不过在老师
的鼓励下坚持下来了，并且取得了成功。困难就是一
座高山，只要不放弃，终究会登上山顶。”蒋佳栗说道。

这次获得提名奖，蒋佳栗兴奋地说：“以后上了中
学、大学，还要继续研究机器人，争取发明机器人医
生，为大家服务。”

专注实验苦探究
创新本领夺荣光

本报讯（记者 郑慕尧）人类在航天探索中，骨质
丢失是宇航员在空天特殊环境中遇到的严重问题之
一。历时一年多，邹一霈利用课余时间开展的“微重
力对干细胞成骨分化的影响及机制探究”课题研究。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作品最终获奖。

18岁的邹一霈心怀航天梦，在考虑到骨质丢失对于
中国航天员的影响后，产生了研究的兴趣和渴望。父母
和学校的老师都支持他的想法，他受到鼓舞后请教专
家，在专家的指导下采用全骨髓差异贴壁法从大鼠获取
原代分离培养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SCs，利用旋转培养
器模拟空间微重力效应，结合PCR技术检测微重力效应
下BMSCs成骨分化标志分子和关键转录因子的表达变
化等多项试验。揭示了微重力抑制BMSCs 成骨分化的
分子机理，为理解空天飞行中宇航员的骨质丢失现象及
寻找相关干预策略提供了实验证据。

回想起刚接触实验的自己，邹一霈说：“尽管内
心拥有着探索的无限热情与研究的强烈渴望，但却
因缺乏理论知识而十分苦恼。”但经过日积月累的学
习，从干细胞的专业知识到酶活性测定实验技能、从
倒置相差显微镜到细胞旋转培养器等多种仪器的使
用方法都被他一一掌握。这次经历磨炼了他的意
志，让他对科学研究的理解不断升华。

邹一霈的指导老师对他也是赞誉有加，他说：“邹
一霈在学习中一直注重结合所学不同学科知识，综合
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研究活动，积极参加学校组织或认
可的社会实践、研究性学习活动，超标完成了许多目
标任务。”

获得第十二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提
名奖后的邹一霈并没有放松，他希望自己秉持严谨与
坚持的品格，将来为祖国的航天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像鱼一样
遨游在科技海洋里
本报讯（记者 樊洁）在公交车上，站立的乘客握

住扶手时，身体会随着公交车行进而晃动，怎么改变
这一现象呢？如果能研究出一种随叫随到的智能垃
圾桶，人们的生活岂不是更加便捷？怎样才能通过通
信保密让信息传递更安全呢？这些问题曾经很多次
地出现在第十二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获
奖者潘虹宇的脑海中。如今，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些
问题已被她通过发明创造找到解决方法。

如果科技世界是一片广阔无垠的海洋，那么潘虹
宇就像一条遨游在这条海洋中的鱼，不知疲倦。科技
发明源于生活，她善于观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头脑
里总是在不经意间闪烁出科技发明的火花。

“初中时我就开始学习物理学的基本知识了，那
时参加的‘科学实验嘉年华’竞赛，是我对科学实验的
第一次尝试。后来进入高中，我特别注重学习科技创
新方面的知识，学习和掌握了基本的计算机编程，为
以后科技发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科技创新能让我
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更智能、更有趣，而我也享受它
带给我的无限乐趣。”潘虹宇说。

潘虹宇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发明创造小能手”。
她提出了一种基于语音识别与电磁轨道识别技术的
智能看护机器人的设计方案，能快速识别用户发出的
语音指示，自动完成开启、关闭、移动、倒垃圾、充电等
动作，真正实现随叫随到。此外，她设计的四阶混沌
电路，构造了一个全新的高维自治混沌系统，实现了
通信安全。她发明的新型公交车扶手，给站立乘客以
横向支撑力，让站立乘客更安全、更放心。

“如今，留心生活、改变生活、勤于动手、发明创造
已经成为我的一种习惯。”潘虹宇说。下一步，她会进
一步提升自我的创新能力，也将和老师、同学一起设
计更加前沿、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真正造福人类。

逐梦路上
与机器人并肩前行
本报讯（记者李霜）翻越“陨石坑”，让“宇航员”

进入太空舱，使用天文望远镜……通过编程和传感器
控制，一个个机器人有条不紊，灵活地穿梭，过五关斩
六将，完成“太空之旅”工程挑战赛，模拟当人类进行
太空旅行时遇到的各种挑战。这是第十二届重庆市
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提名奖获奖者之一的杨成羿
燊在参加第二十届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机器人
竞赛“太空之旅”工程挑战赛的情景。在这场比赛中，
杨成羿燊获得了初中组一等奖。

在杨成羿燊的科创故事里，热爱是他的源动力。
“除了自己从小对计算机硬件较为痴迷外，更多是因
为身边好朋友的影响。尤其是第一次接触到机器人
时，看到朋友手中的机器人竟然还可以动起来，感到
很震惊，从此我就深深地喜欢上机器人编程。”聊起机
器人，聊起竞赛，杨成羿燊的眼睛里散发着光芒。

与机器人接触后，杨成羿燊的课余生活就与机
器人捆绑在了一起。一开始接触的是Scratch图形
化编程，有一定基础后，杨成羿燊开始了解EV3套件
及编程。他在网上搜寻有关机器人的图文和视频反
复研习，观看精彩的机器人对抗比赛。随着学习的
深入，杨成羿燊的能力得到提高，他手中的机器人也
在变强。

“程序出错，机器人就会出现各种莫名其妙的行
为，看着机器人做出各种不可思议的动作，有时候真
让人哭笑不得。”在杨成羿燊的眼中，出现错误的机器
人异常可爱。

竞赛路上，机器人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战友”，
他们一起成长，一起拼搏。“我希望将来能参加国际机
器人格斗比赛，成为一名科技创新人才。”杨成羿燊把
研究机器人当作是一种乐趣，他的未来也会因为有了
机器人的陪伴而更加光彩夺目。

邹一霈
（受访者供图）

蒋佳栗
本报记者 沈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