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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举办第九届
“安全在我心中”美术摄影大赛

渝中区科协开展
文明城区建设攻坚工作 1米究竟有多长

“米”是大家都要用到的长度单位。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疑
问：为什么1米是这么长，而不是长一点或者短一点？世界上的
尺子这么多，有时不同尺子的一米长度或多或少会有一点差别，
那么，最标准的、永恒不变的1米长度在哪里？

沙坪坝区开展
老年人心理健康知识讲座

本报讯（通讯员 何伯君）为促进老年
人对老年心理健康知识的了解，满足老年
人的精神需求，使其拥有健康的心理状态，
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近日，沙坪坝区科
协在天星桥街道会议室举办老年人心理健
康科普知识讲座。

讲座就老年人心理健康特点、心理健
康与身体健康的关系、影响心理健康的因素
和调适心理的方法等方面展开，并建议老年
人多参加运动，多结交朋友，丰富自己的业
余生活，多学习多动脑，保持乐观心态。

通过此次讲座，让老年人掌握了心理
健康的科普知识，帮助其树立正确的健康
观念，提高自己的晚年生活质量。

长寿区科协
组织参观廉政教育基地

本报讯（通讯员 隆辉艳）为进一步提高
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强化廉洁自律意识，切
实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近日，长寿区
科协组织区妇联、区总工会全体党支部成员，
前往铁山坪重庆市廉政教育基地参观。

在廉政教育基地解说员的带领下，全体
党员干部系统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
建设的发展历程，深入了解了党在不同时
期、不同阶段开展反腐倡廉的决心和有力措
施。通过本次的廉政教育参观学习，大家纷
纷表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务必真正从这
次警示教育中深刻汲取教训，引以为戒、防
微杜渐、警钟长鸣，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
德防线，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

武隆区科协调研指导
科普示范基地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黄河春）近日，武隆区
科协负责人带队到该区火炉镇种植示范基
地开展调研，实地了解基地发展建设情况。

区科协负责人指出，农村科普示范基
地是传播科技信息、管理方法，进行技术示
范、品种示范、管理示范的科普服务组织，
是带动农村群众科技致富的重要载体和科
普设施，各科普示范基地要充分发挥科普
培训、示范带头作用。

区科协负责人表示，区科协将大力鼓
励和支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农村科普示
范基地发展，通过协会、基地的科普示范作
用，让更多农民掌握农业科技知识，为推动
农村和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农业增效和农
民增收发挥科普示范效应。

用身体部位作尺子

米、升和千克以及不同层级的单位，如毫米、毫升等
是全球通用的计量单位，被称为“米制”或“公制”。然
而，在古代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没有统一的计量标准，
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甚至不同村落之间就有不同的衡
量标准，长度往往以身体部位作为参照，如肘长、步长、
脚长、手指跨度等；有的地区用种子的数量衡量容量；谷
物或石头曾作为重量的标准……今天，有些时候，人们
仍然用步长或肘长来临时估计一下长度，在没有尺的时
候非常方便。

这些衡量方式既杂乱又不精确，每个人的肘都不一
样长，究竟用谁的呢？各种不公平会隐藏在杂乱的计量
标准中。介于古代的交流范围比较小，农业社会对精确
度的需求也不高，这些衡量方式大致可以应付日常生活
所需，但随着社会大范围交流的需求越来越多，各种物
资交换越来越频繁，加上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统一
度量衡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那么，究竟用多长来作为通用的单位，而且大家都
能获得标准的、永恒不变的长度呢？

“1米”的诞生

今天的米制起源于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由当时
的法国科学院组织。研究团队决定以北极到赤道并经
过巴黎的这段经线长度为准，确立其千万分之一的长度
为标准长度——1米。

1米的定义下好了，然而，这条经线长度该如何测
量呢？在18世纪，测量这么长的距离并非易事。两位
天文学家花了6年时间才得到一个确切的数值，再通过
数学家的计算，1米从此诞生了。

法国科学院用铂金打造了一根非常精确的1米长
的铂金棒，并将之保存在一个保险箱中，这就是“1米”
的实体，被称为“米原器”，是制作1米标尺的标准参考
物。许多国家也获得了米原器的复制品。

容积单位“升”和重量单位“千克”的定义与米的
定义在同时期得到确立，即千分之一立
方米的容量为1升，1千克则

被定义为1升4℃的水的重量。
由于精确测量米原器从首端到尾端的距离非常困

难，1889年，国际计量大会重新制作了一个铂合金米原
器，其断面为X型。米重新定义为0℃时该铂合金米原
器的长度。

“1米”在变化

1米标准终于制定下来，但故事还没结束。时间一
长，问题来了，物质总会发生变化，即使是铂合金制作的
米原器，即使变化很小，随着时间的推移，1米的精确度
也会越来越低，那么，永恒不变的标准就不存在了。很
显然，人们需要新的1米标准。

人们再次尝试了多种方法，但总有不如意的地方。
一个多世纪的努力之后，1960年，理想的方法终于被发
明出来了，那就是光谱法：将氪原子能级间跃迁辐射在
真空中的波长的1650763.73倍定为标准单位米。这表
明米的长度标准不再依赖于某个人造物件，而是按照恒
定不变的某种自然现象来定义。氪是一种惰性气体，在
充电时可发光，1米的定义就是以它发出的橙色谱线作
为基准。

之后每隔几年，国际计量大会都要重新讨论米的定
义。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在1983年，1米被定义为光在
真空中行进1/299792458秒的距离，因为光的速度是恒
定不变的，这也是沿用至今的米的定义，但更细微的修
正仍在继续。 （本报综合）

本报讯（通讯员 何仕明）渝中区在开
展全国文明城区建设整改提升攻坚工作动
员会后，渝中区科协将开展为期三个月的
文明城区建设攻坚工作，加强领导、制定方
案、突出重点，持续开展科普活动，多措并
举提升公众科学素质，助力文明城区建设。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对区科协全国文
明城区建设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二
是制定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工作任务
和工作保障。三是突出工作重点，切实抓
好各项工作。

通过富有成效的开展科普活动，加强
科普设施建设，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普及科学知识，着力提升城区文明程
度和公众科学素质。

为充分调动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安全、学习安全、重
视安全的积极性，提升全社会安全意识，日前，市应急管
理局、市教委、市总工会联合开展重庆市第九届“安全在
我心中”美术摄影大赛。

此次比赛以“消除事故隐患 筑牢安全防线”为
主题，从全市各中小学校、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各级工会组织及广大群众中，共征集到反映出行安
全、居家安全、消防安全、森林防火、防汛抗旱、地灾
防治、应急救援、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美术和摄影作
品 1.6万多幅。经前期初赛，共有约 1500幅作品进入

决赛环节。
决赛评比分为网络投票和专家评比。最终评选出

了美术作品一等奖9名、二等奖21名、三等奖30名，摄
影作品一等奖5名、二等奖10名、三等奖20名。据介
绍，活动评选结束后，主办单位还将举办优秀作品巡回
展览活动，让更多群众欣赏到安全文化作品。

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旨在大力
宣传普及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治的法律法规和知识
技能，教育引导广大市民能辨风险会除隐患、能避险情
会自救互救，有效防止和减少安全事故，促进经济社会
安全发展。 （重庆市应急管理局供稿）

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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