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服务·科普
2021年5月18日 星期二

主编：苏伶俐 见习编辑：杨蜀云 美编：郑翔
投稿邮箱：cqkejibao@sina.com10

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
实施工作办公室主办实施工作办公室主办

提提
升升全全民民科科学学素素质质在在行行

动动 2021年团教协作
工作推进会召开

重庆市老科协
助企创新服务

科普中国
APP

科普中国
微博

科普中国
微信

君主斑蝶
为什么要迁徙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特别
是大自然不时出现的奇观，更是
令目睹者惊叹不已，有眼福之人
自然会仰慕自然之造化，感慨生物之
节律。在初夏出生的君主斑蝶寿命不
到两个月，但它们迁徙的时间却远远超
过这个时间。

长寿区科协召开第四届
公民科学素质大赛筹备会

本报讯（通讯员 隆辉燕）近日，长寿
区科协召开第四届公民科学素质大赛筹备
会。会议由区科协负责人主持，参会人员
对参赛对象、大赛时间、奖项设置等进行了
讨论，确定各街镇必须组队参赛、各部门单
位可自愿组队参赛。

为切实抓好第四届公民科学素质大赛
筹备工作，会议强调，一是加强组织领导，
各街镇科协要提高政治站位，积极开展基
层选拔赛。二是统筹安排，由区科协负责
安排大赛相关事宜。三是广泛动员，各街
镇科协要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动员辖区居
民积极参与现场赛和网络答题活动。

云阳科协持续开展
科普大篷车进校园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叶小柱）近日，为进
一步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
要》，充分发挥科普大篷车的流动功能，扎
实推进云阳未成年人思想政治道德建设工
作，提高未成年人的科学素养，云阳科协依
托科普大篷车流动平台的优势，持续举办
了科普大篷车进校园活动，营造了爱科学、
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社会氛围。

10年来科普大篷车行程15万多公里，
走遍了云阳120多所中小学校，共开展科普
大篷车进校园活动300余次，35万余人参
与了此活动。

巫溪县科协举办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读书班

本报讯（通讯员 王琳）近日，巫溪县科
协、巫溪县科技局举办党史学习教育第二次
专题读书班，此次读书班内容包括“进机关”
宣讲、专题党课、专题学习和集中研讨。

根据读书班安排，由巫溪县科技局机
关党支部书记、宣传委员分别领学了《论中
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等
书的部分篇章，着重学习了红岩精神和“狱
中八条”等相关历史知识。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巫溪县科协、
巫溪县科技局机关党员干部高度重视，迅
速行动，集中学习了党史学习教育的部分
规定篇目，对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重
点任务、工作要求有了更为系统的理解和
把握、更为深刻的思考和感悟、更为坚定的
自觉和行动。机关党员干部要严格按照市
委、县委的要求，着力在深化学习、创新载
体、取得实效上下功夫，不断把党史学习教
育引向深入，努力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
实事、开新局。

2021年团教协作工作推进会议近日在市教委召
开。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委主任黄政，团市委书记
张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教委、团市委直属单位、相
关处（部）室中心负责人，共计30余人参会。

会议强调，要持续加强团教协作，更加用心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共同强化青少年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培育青少年学生爱国情怀和提升青少年学生品德修养；
更加用情服务青少年学生成长成才，共同帮助青少年学
生增长知识见识、培养青少年学生奋斗精神和增强青少
年学生综合素质；更加用力推进团队改革攻坚，共同落
实中央决策部署、提升大局贡献度和优化青少年学生服
务供给。

会议强调，教育部门和共青团工作对象一致、工
作内容兼容、工作成果互惠，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共同推进团教协作各项工作往深里走、往实里走，持
续巩固完善工作成果和制度机制，共同谋划好“十四
五”期间青少年教育培养工作思路；要进一步明确目
标任务，共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实抓好以党
史为重点的“四史”学习教育，建立完善青少年思想政
治工作体系，坚持推进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要
进一步强化工作协同，共同促进重点工作任务落地落
实，持续深化群团改革，不断提升育人实效，切实维护
校园安全稳定。

（团市委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 谢楚彤）近日，重庆
市老科协会长欧可平、副会长兼秘书长陈
波、副会长梁伟一行来到九龙坡区参加“重
庆市老科协助企创新服务九龙坡区工作
站”揭牌活动。

重庆市老科协助企创新服务九龙坡区
工作站主要职责是根据九龙坡区企业科技
创新需求，组织老科技工作者开展技术指
导、技术培训、技术咨询等服务，协助开展
申报科技项目、争取科技金融资金支持等
工作，搭建企业创新所需与科技专家所能
精准对接的技术交流平台、成果转化平台、
信息发布平台、资金融通平台，助力企业科
技创新，服务全区创新驱动发展。

长途迁徙是君主斑蝶的天性

君主斑蝶每年都会进行迁徙。在北美洲，它们在
8月至初霜向南迁徙，并于春天向北回归。在澳洲，
它们会进行有限度的迁徙，雌蝶在迁徙时产卵。到
了 10月，洛矶山脉的种群会迁徙到墨西哥米却肯州
的神殿内。

主持君主斑蝶长途迁徙研究的神经生物学教授
史蒂芬·瑞伯特提到，君主斑蝶从前一年的秋天开
始至少要历经三个世代才能成功完成这趟迁徙之
旅，这必定有一种遗传的机制在调控这些蝴蝶的迁
徙行为。

君主斑蝶有什么特点

君主斑蝶，拥有非常奇特的生存特征，人们通过对
这种蝴蝶的研究，了解到这种蝴蝶的生活习性和物种特
征，它们双翼呈显眼的橙色和黑色，雌蝶的翅脉较深，雄
蝶后翅中央有小斑，可释放信息素。雄蝴蝶比雌的大。

科学家发现，君主斑蝶的身体为适应迁徙做出了一
些“反蝶性”的改变。

其他蝴蝶早已在春夏完成传宗接代使命，然后在秋
天随落叶入土，而此时要迁徙的君主斑蝶却“清心寡
欲”。秋天降低的气温和缩短的日照让君主斑蝶体内的

保幼激素水平下降，这会
抑制蝴蝶的繁殖本能，把所
有精力都放在长途迁徙上。

在初夏出生的斑蝶只活
了不到两个月，但是它们的
迁徙却比这要长得多。夏季
晚期出生的这代将进入滞育
期，寿命将超过7个月。它
们会在滞育期迁移到一个
过冬的地方。冬天出生的
这代在 2~3 月离开之前通
常不会繁殖。

君主斑蝶的调控系统

劳立·汤普金斯博士负责监督国家卫生院的大众医
学研究所在行为遗传学上的研究，他提到：“君主斑蝶季
节性迁徙超过千余英里的距离是非常特殊的。基因体
的序列信息能够提供我们线索，解开这些蝴蝶是怎么在
行为与生理上适应长距离迁徙。”

在跟踪研究君主斑蝶几十年之后，科学家终于摸清
了它们的一些导航机制，这当中涉及了相当复杂的调控
系统。

找路最直接的当然是眼睛，但昆虫能感知到我们看
不见的光。许多昆虫包括蝴蝶、蜜蜂、蚂蚁的复眼能够
探测偏振光，帮助定位方向。偏振光指的是光波朝特定
方向振动的光。阳光混合了朝各个方向振动的光，它们
被大气中的微粒散射，产生偏振光。这些偏振光以一定
模式分布于天穹，并随着太阳方位角变化。

君主斑蝶复眼探测到的偏振光信息会输入到脑袋
里的太阳罗盘系统，该系统位于脑中央复合体。这一脑
区能够整合偏振光来源等信息，判断太阳方位角，进而
指挥身体的前进方向。

这个导航系统的准确性还非常依赖生物钟。科学
家曾做过一个实验，打乱君主斑蝶的自然生物钟看它们
是否还能够准确导航。

最近还有证据显示，在缺少阳光的情况下，君主斑
蝶也能像一些鸟类和哺乳动物那样通过地磁系统导航。

君主斑蝶的触角能够感光，而且每根触角都能独立
辅助导航。被移除触角的君主斑蝶仍能在大脑太阳罗
盘系统的指挥下朝特定方向飞行。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