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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1年诺贝尔奖解读

三个基础概念
北碚区科协举办
智能传感器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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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诺贝尔奖已经颁布，其中自然科学领域的三大奖
“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备受关注。虽然科学
家们的研究成果晦涩难懂，但这并不防碍我们从中学习几个高
端大气上档次的自然科学基础概念。比如“受体”“复杂物理系
统”和“手性分子”。

涪陵区农学会志愿者
开展秋收助农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郑慧喆）近日，涪陵
区农学会组织粮食专委会、会员、科技志愿
者代表共50余人齐聚同乐乡齐丰村开展秋
收助农志愿服务活动，帮助村民收割水稻，
并对兆优5431、荃优0861、科两优1168等水
稻新品种进行了测产。

在齐丰村水稻试验示范点，科技志愿
者深入到田间，对水稻新品种进行考种，首
先观测记载生物学性状、抗逆性等，其次对
兆优5431、荃优0861、科两优1168等水稻品
种随机取样、脱谷称重，且按照专业的方法
进行计算后得出了测产结果，帮助群众解
决了实际问题，得到了他们的一致好评。

綦江区科协开启今秋
“科普大篷车校园行”

本报讯（通讯员 熊亚中）日前，綦江
区科协在区教委的大力支持下开启了今年
秋季“科普大篷车校园行”科普活动。

科普大篷车如同一座流动科技馆，装
载着“旋转的银蛋”“双曲狭缝”“转动生花”

“会跳舞的别针”和“弹簧摆”等20余件科
教展品（仪器）来到了该区三江街道的第
一小学和第二小学。学生们围绕着光学、
电磁学、声学、天文、数学等科普仪器进行
了动手体验，感受科学带来的快乐和科教
展品的魅力。据了解，本次“科普大篷车
校园行”活动将深入区内5所边远山区学校
开展科学体验活动，计划受益学生为3000
余人。

黔江区利用赶场日
进行反邪教宣传

“农村社区就是赶场的时候人最多，
正好进行反邪教宣传”。黔江区委政法
委、黔江区反邪教协会、黔江区中塘镇政
府日前在兴泉社区开展了“2021反邪教进
乡村科普活动”。

活动期间，工作人员向村民们发放了
100多份反邪教宣传资料，并结合宣传资料
开展了专题讲座，让村民们深入了解邪教的
本质和主要特征，学会如何防范和抵制邪
教，进一步铲除邪教在乡村的滋生蔓延土
壤。为了巩固活动成效，工作人员再三叮嘱
村民们：宣传册图文并茂，阅读难度低，一定
要让家里的老人和小孩也认真学习。
（市反邪教协会办公室、黔江区科协供稿）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日前以“建立实施北斗基础
产品认证制度，助力北斗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召开
新闻发布会。会同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等部
门，积极建立实施北斗基础产品认证制度。

首先是健全北斗基础产品认证顶层设计。印发《关
于开展北斗基础产品认证工作的实施意见》，确立了“统
一管理、共同实施、政府引导、市场运行”的基本工作原
则，由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北斗基础产品认证工作的组织
实施和监督管理，并会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推广和
应用部门建立采信机制、加大认证结果采信力度。

其次是加快北斗基础产品认证落地实施。发布《北
斗基础产品认证目录（第一批）》《北斗基础产品认证规
则》，将北斗导航用芯片、天线、模块、板卡等4大类共计
7种重要基础产品纳入首批认证目录，使用有关国家标
准和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发布的技术要求为
认证依据，确保认证评价过程和结果科学、有效。

同时规范北斗基础产品认证有序运行。明确要求
从事北斗基础产品认证工作的认证机构应当依法设立，
并按照有关规定实施认证活动，建立全过程可追溯的工
作机制，为北斗产业高质量发展构建良好的生态保障体
系。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 傅建华）经中国科协
科技创新部申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审核同意，由中国仪器仪表学会、重庆
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单位承办，北碚区
科协协办的“新材料与智能传感器技术转
移转化能力提升”高级研修班日前在北碚
举行。

此次培训有国有企业、大中型民企科
研人员，高新技术企业关键岗位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储备干部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
高校、科研院所人员共计 90 余名学员参
加。学员们还进行了实地参观。在西部科
学城北碚园区聆听了关于园区内传感器产
业园的发展规划，在国家仪表功能材料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零距离感受了“新材料”的
温、热、电、磁效应的“魔力”。

受体

202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
者朱利叶斯利用辣椒中的辣椒素来识别皮肤

神经末梢中对热有反应的传感器。另一位获奖者
帕塔普蒂安也发现了一类可以对皮肤和内部器官中

的机械刺激做出反应的传感器。简言之，他们都发现了
人体对温度和触觉的感受器“受体”。

受体是一种生物大分子，它使得细胞能辨认和接收某一
特定信号，同时把信号传递到细胞内部，导致类似疼痛、热和
触摸等生物效应感知，相当于细胞门口的“传达室老大爷”。

例如，众所周知，“辣”不是一种味觉而是一种痛觉，那
么“辣”是如何使人感到疼痛的呢？原因在于“辣椒素受
体（TRPV1）”在机体感觉到疼痛的温度下能被激活。
同时，细胞系当中单个细胞被微管戳到时会发出

可测量的电信号。也就是说，“辣”引发了灼热
感，而“热”通过受体在神经系统中诱发

了电信号，疼痛因此而至。

复杂物理系统

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奖者有
三位，其中真锅淑郎与克劳斯·哈塞尔曼的研

究，证明了地表与大气温度升高与人类排放的二氧
化碳之间的关联。帕里西则发现了明显的随机现象如

何受隐秘法则的支配。他们都揭示了“复杂物理系统”背
后的奥秘。

物理学世界存在着很多“复杂系统”，大到多变的天气，
小到金属中的原子运动等。它们介于秩序现象与无序现象
（混沌）之间，混乱随机难以揣摩。蝴蝶效应就是其中的一
种，另一种对人类至关重要的复杂系统是地球气候。真锅
淑郎在构建气候模型的测试中，发现当二氧化碳水平翻
倍时，全球温度上升超过2℃。同时，克劳斯·哈塞尔曼
将混乱变化的天气现象作为快速变化的噪声纳入计
算。帕里西则发现超复杂和混乱的系统“自旋

玻璃”，为研究复杂系统提供了物理模型，
使人类在研究复杂物理系统方面迈

出了艰难的一小步。

手性分子

本亚明·利斯特和戴维·麦克米伦获
得2021年诺贝尔化学奖的理由是“在不对称

有机催化研究方面的进展”。他们各自独立开发
出一种分子构建工具，使化学合成变得更“绿色”。

其中的蛋白质酶在不对称催化方面，可合成手性分子。
手性分子是指与其镜像分子不能互相重合的、具

有一定构象的分子，就像“左手”与“右手”。同样的化学
反应同时生成的手性分子很可能特性迥异，假设“左手”
有益，“右手”就可能有毒。这就需要不对称催化来控
制反应。利斯特在测试中，发现催化剂“脯氨酸”在
驱动不对称催化时，在两种可能的手性分子产物
中会使其中一种占主导。麦克米伦也发现，有

机催化剂在两种可能的手性分子产物中，
其中一种能占产物的90%以上，从而

使化学合成的结果偏向可
控。（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