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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山区科协
走访慰问科技工作者

本报讯（通讯员 江丽）近日，璧山区
科协负责人带队深入到科技工作者集中
的科研院所、企业，向科技工作者们致以
新年的问候和祝福。慰问团来到大学城
（璧山）双创生态社区，先后走访了多个单
位，为一线的科技工作者和科创带头人送
去节日祝福。区科协负责人代表区科协
对科技工作者们长期以来为璧山经济社
会发展进步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与
其亲切交谈。

区科协负责人强调，接下来，区科协将
继续秉持为科技工作者服务的宗旨，加强
思想政治引领、加大典型宣传力度、加大走
访慰问力度、加大沟通交流力度，为“科技
璧山”“创新璧山”建设贡献力量。

綦江区科协召开第二届
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本报讯（通讯员 王丹凝）近日，綦江区
科协第二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成功召
开，会议学习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会议指出，科协是党和政府联系科技
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当前，綦江区正处
于疫情防控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广
大科技工作者要进一步强化危机与机遇并
存的意识，积极把握科协工作自身的规律
和特点，找准科协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服务群众的着力点和结合点，将为科技
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
全民科普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
服务的“四服务”落到实处。

荣昌区科协开展
“科普图书进社区”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杨昌华）为了进一步
丰富基层群众科技文化生活、普及科学知
识、培养科学精神，近日，荣昌区科协开展

“送科普图书进社区镇街”活动，为9个镇
街、社区送去精心挑选的优秀科普图书
2000余册。本次送出的一系列图书包括科
学普及、健康养生、养殖种植、食品卫生等
多个种类，涵盖面广泛，能够满足不同人群
的阅读需要。

此次活动旨在推动科普工作全面覆
盖，向基层延伸。下一步，荣昌区科协将把
送书活动与全区科技推广、科普宣传等工
作有机结合，定期向镇街、社区、村社赠送
科普图书、展板、挂图等科普宣传资料，全
力提升荣昌区公民科学素质水平。

为积极响应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提出的关于全国家
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的相关精神，提升公众应急突发事
件的应对能力。近日，重庆科技馆开展了“‘包’藏生机”
主题科普活动。

本次活动通过“线下打卡＋线上云分享”的形式
展开。线下打卡环节充分依托重庆科技馆防灾科技
展厅里的“整理急救箱”和“打绳结”展项，邀请亲子
家庭现场参与互动游戏，深入了解各类急救物品如何
使用以及根据不同场景配备不同的急救物资，并在多
媒体演绎中了解“双绕双结”“双平结”等多种消防绳

结的适用范围，学习消防绳结的打结方法。同时，亲
子家庭通过以大带小的亲子互动模式，根据家庭现有
的物资来准备家庭应急箱，并根据不同情景打出最合
适的消防绳结，完成线上分享，提高了亲子家庭在灾
难发生时迅速逃生自救与互助的能力，更增加了活动
的趣味性与互动性。

此次活动将抽象的应急能力具化为应急箱里的小
小物资，通过推广使用家庭应急箱，引领和鼓励家庭进
行应急物资和救生避险装备的储备，普及应急知识技
能，填补“无储备、不会用”的家庭应急薄弱区域，做到

“有备无患”。 （重庆科技馆魏欣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 江麟麟）近日，江北区
科协一行前往大石坝街道石油社区，对
2020年 LED科普显示屏共建项目、科普益
民计划项目进行实地验收。区科协对科普
阵地建设工作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的同时，
对如何运用和发挥好科普阵地作用强调了
以下几点：一是要突出科普品牌，充分发挥
好社区科普阵地作用；二是规范科普经费管
理，切实提高科普经费的使用效益，促进科
普事业持续稳定发展；三是整合各方资源，
形成共享共建的工作格局。

下一步，江北区科协将继续支持并参与
社区科普阵地建设，丰富社区科普设施，推
动形成社区科普工作品牌，进一步为社区居
民提供更多优质的科普服务。

大自然给人类带来许多灵感，比如通过观察萤火虫，人们发
明了冷光灯；通过蝙蝠的回声定位，人们发明了雷达；还有游泳运
动员的鲨鱼皮泳衣就是仿照鲨鱼皮肤来制造的。但随着科学技
术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已不再停留于模仿的层面，而是通过与大
自然合作的方式，解决人类当前遇到的各种问题。

菠菜爆炸探测器

植物一直是非常厉害的“化学
家”，它们大多数在土壤中拥有广泛的根

系，不断吸收地下水，并将水分输送到每一张
叶片中，这时的叶片也有了水分的各项信息。

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就利用
这一点，在菠菜的叶子里植入一种碳纳米管，当叶
子通过地下水或空气吸入微量爆炸物质时，纳米
管就会发射出荧光信号。一台对准叶子的小型
红外摄像机便可捕捉到这一信号，并将其传递
到相连的电脑系统上，系统会自动发送一

封电子邮件进行提醒。菠菜爆炸探测
器已经开发完成，研究团队正努

力将这一技术商业化。

海洋生物荧光灯

如今城市一到晚上就灯火通明，但过
量的光线给人们带来了不小的伤害，比如频

繁的闪光会造成人眼视网膜的损伤，影响视
力。法国设计师桑德拉·雷伊决心利用海洋生物
发光，制造出“活灯”，这样不用电就能发出令人舒
适的光晕，还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她与技术人员将夏威夷短尾乌贼体内的发光
基因提取出来，然后植入大肠杆菌的基因中，对
这些细菌进行喂养，制出可以持续发光6天的
荧光灯系统。这个荧光灯可以捏成任意

形状，如果你想点亮商店的橱窗，在
上面贴一张荧光灯做成的窗

纸就行了。

蜜蜂农田监测员

现代的农业不像传统农业“靠天吃
饭”，许多国家开始使用携带传感器的无人机，

自动采集农田周围的温度、湿度、光照等数据，让
人们能快速了解土地是否“口渴”等情况。然而无
人机需要频繁充电，并且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风向。

一些昆虫早已进化出应对各种复杂情境的飞行
方式，并且能自己给自己供能，于是美国华盛顿大
学的工程师们研究出了一种装备小背包，用来安
在熊蜂身上。这个小背包仅重0.1克，有传感
器、位置追踪器和电池，传感器可以测量温

度和湿度，当熊蜂飞回蜂巢时，数据会
自动上传系统，电池则可以进行

无线充电。

山羊灾难探测员

在发生自然灾害时，许多动物如大象、
狗、蚂蚁等都表现出十分怪异的举动。动物学

家马丁·威克尔斯基认为，动物可能具有感知即
将发生的灾难的能力。他和团队去到意大利埃特
纳火山附近，寻找是否有动物能够预测火山爆发。

当地人向他们推荐了山羊，于是威克尔斯基
为附近农场中饲养的17只山羊佩戴了项圈，记录
它们的位置和行为变化。2012年 1月4日，他
们观测到山羊的一些数据急速飙升，过了6
个小时，火山果然产生一次不小的喷

发。在接下来两年的研究中，他们
依靠这些山羊记录了共27

次火山爆发。

蛞蝓黏液黑科技

蛞蝓，俗名鼻涕虫，为了能够从捕食者那里逃
脱，蛞蝓修炼了一种“神通”——受到威胁时会分泌一种

特殊的黏液。这种黏液会让蛞蝓牢牢附着在物体表面，如
此捕食者就很难把它抓起来了。来自哈佛大学的研究者们就
是利用了蛞蝓黏液的特点而制备出了一种新型双层水凝胶。

在蛞蝓分泌的黏液中，科学家发现了显著增强蛞蝓和爬行表
面之间粘合作用的蛋白质。一方面，带正电的蛋白质与带负电的
表面可以形成静电吸附，另一方面，蛋白质与表面可以形成共价
键。而基体材料则是一种水凝胶材料，其微观结构是海藻酸盐
和聚丙烯酰胺交织网络结构。这种结构可以让基体材料在拉
伸时吸收大量能量，外力撤除时又可以回复。

研究团队设计了双层结构新材料，一层基体材料，
一层粘性表面。粘性表面是通过静电相互作用、共

价键的物理相互作用来附着在表面。基体材料
则依靠迟滞快速消散能量。一个粘得住，

一个扯不断，完美结合。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