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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黄河春）为全面了解和掌握
科普基地运营情况，更好地发挥科普基地的科学技
术普及、宣传、培训等作用，10月25日，武隆区科协
领导带队深入树顶漫步自然教育科普基地开展走
访调研。

在调研过程中，区科协领导与基地负责人进
行了深入交流，听取了基地情况介绍，并强调科普
基地要不断探索科普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新形
式，要结合自身优势，广泛运用宣传挂图、展板、
宣传册等手段，采用专题讲座、培训、游戏、咨询
等方式开展科普活动；要根据自身特点和公众需
求，大力开展针对性强、易被公众接受的特色或专
题科普活动。

据了解，武隆区树顶漫步自然教育科普基地位
于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内，基地将德国自然教育和
美国营地教育相融合，导入运动，依托森林旅游，
针对青少年儿童生长特征，打造了从室内到室外再
到空中的立体性互动活体科普新模式，是集自然教
育、营地教育、生态科普、森林观光、森林运动、户
外拓展于一体的综合性互动体验式森林科普露营
基地。

本报讯（记者 刘代荣）10月26日下午，第四届
重庆市公民科学素质大赛大渡口区赛场复赛（以下简
称大渡口区赛场复赛）在重庆市巴渝学校报告厅举
行，标志着第四届重庆市公民科学素质大赛复赛圆满
结束。

第四届重庆市公民科学素质大赛复赛从10月11
日开始，至10月26日结束，经过忠县赛场、石柱县赛
场、璧山区赛场、大渡口区赛场4场复赛的激烈角逐，
最终，忠县、南川、沙坪坝、大足区、璧山区、长寿区、渝
北区、巴南区等8支代表队晋级总决赛。

“第四届重庆市公民科学素质大赛举办以来，各
区县积极组织线下选拔赛和网络竞答，社会影响力、
群众参与率不断提升，为在全社会营造讲科学、爱科
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
用。”市科协有关负责人表示。举办公民科学素质大
赛，已成为我市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一项科普品牌活
动，全体参赛选手在努力提升自身科学素质的同时，
在比赛中展示了良好风貌，在比赛外争当科普标兵，
很好地宣传了科学知识，为我市科普事业发展贡献力
量，为重庆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发挥了积极作用。

26日，在大渡口区赛场复赛现场，来自万州区、大
渡口区、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江津区、合川区、城
口县、秀山县、酉阳县等10支队伍，经过淘汰赛和晋级
赛两个阶段的争夺，渝北区代表队、巴南区代表队获
得一等奖，合川区代表队、城口县代表队、秀山县代表
队获得二等奖，万州区代表队、大渡口区代表队、北碚
区代表队、江津区代表队、酉阳县代表队获得三等奖，
合川区代表队张敬月，北碚区代表队王益萱，巴南区
代表队向琴获得科普展演标兵奖。渝北区代表队、巴
南区代表队晋级总决赛。

在大渡口区赛场复赛现场，“科学听我说”展演环
节，10位选手唇枪舌战，纵论科技，赢得了观众的阵阵
掌声。合川区代表队选手张敬月以《刷脸的回归》为
题，科普了当今刷脸技术的魅力和应用场景，受到了
评委一致好评。北碚区代表队王益萱以《疫苗知多
少》为题，给大家讲述了疫苗知识。巴南区代表队向
琴展演的《话说卒中》、大渡口区代表队赵颖珺展演的
《减肥管住嘴的三大误区》、江津区代表队刘万萍展演
的《中国北斗，世界尽在眼中》等，受到大家点赞。

“今天是4场复赛的最后一场。从4场复赛的
情况来看，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组织严密。在整

个比赛过程中，严格按照市科协提出的要求，周密
计划，统筹安排，扎实做好防疫工作，确保了比赛的
顺利进行。二是选手尽力拼搏。全体参赛选手赛
前认真备赛，比赛中积极进取、勇争第一，做到了胜
不骄、败不馁，保持了良好的参赛心态。三是公正
评判。4场复赛邀请的专家评委分别来自我市重点
实验室、高校和专家团队，不仅阵容强大，还是相关
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他们在评判中坚持标准、客观
公正、一视同仁，受到了各代表队的一致好评。四
是赛场保障到位。忠县、石柱县、璧山区、大渡口区
4个区县科协，为复赛做了大量保障工作，赢得了参
赛代表和组委会的赞扬。”市公民科学素质大赛组
委会负责人说道。

值得一提的是，4场复赛同步进行了网络直播，让
广大关注比赛的市民能够第一时间观看盛况，了解进
展。网民们纷纷在直播留言区留言，有的为本地区选
手加油鼓劲，有的点评赛事情况等。据统计，4场复赛
网上观看累计人数达70万余人次，创历年之最。

同时，在观众参与答题互动环节，由重庆小雨点
公司参与提供的金融科普知识和精美礼品，活跃了现
场氛围，调动了观众参与科普互动的积极性。

第四届重庆市公民科学素质大赛复赛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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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常态化，口罩必不可少。然而，戴口罩对于
有呼吸系统疾病、经常运动、儿童等人群确实有一些
困扰。

如何解决口罩的舒适性、透气性？日前研究人
员开发出了一种人工智能驱动的动态口罩，从而让
佩戴者更轻松地呼吸。

据介绍，这种人工智能口罩带有微孔动态空气
过滤器，由电纺纳米纤维制成，连接到一个包含传感
器、气泵和微控制器芯片的轻型便携式装置，当过滤
器被拉伸时口罩会膨胀，允许更多空气通过，透气性
大大地增强，过滤效率仅损失约6%。

当不需要严密防护时，佩戴该口罩能让人呼吸
通畅，一旦进入需要密闭防护的场
所，又能增强过滤效果。科学技术
的进步，为人们更好地防范病毒提
供了可能。

航天飞机返航时，最难克服的技术难关是如何
穿越大气层，因为航天飞机的运行速度太快了，当它
进入大气层后，容易跟空气产生剧烈的摩擦而起火
燃烧，产生几千上万摄氏度的高温，这就需要一种材
料来防护航天飞行器。科学家们经过反复研究，制
成了一种特殊的防热材料——防热瓦，用它制成航
天飞机的“防热外衣”，来抵抗摩擦时产生的高温。

航天飞机的防热瓦不是靠自身被熔来达到防热
目的，而是靠材料良好的散热性能来降低表面温度。

这种特制的防热瓦是由基本材料为普通的沙子
做成的很细纤维。由于隔热瓦90%是空气，所以它
的重量极轻，拿在手上就像拿了一块塑料泡沫似
的。飞机表面与空气摩擦产生的高温，每时每刻都
被它以极快的速度散发掉，余热则被空气所隔而无
法传递到内层。为了保护航天飞机的要害部位，防

热瓦的表面还涂有一层黑色闪光的硼硅酸盐玻璃，
它能反射机体与空气摩擦生成的95%的热量。受
热最高的机头和两翼前端，则采用了强化防热材料，
既增强了耐热性，又提升了受力强度。

之所以强调是“黑科技”，是因为这些隔热瓦在
高温条件下稍经冷却后，就可以用手直接触摸。此
时隔热瓦的内部仍然保持着上千摄氏度的高温，外
部已经冷却到可以直接触摸的程度。

防热瓦质量轻、耐高温，高温下不发生物理和
化学变化，故可重复使用。然而它在连接和受力等
方面却存在着天生的弱
点。整个航天飞机上的
防热瓦达数万块，一块出
现问题就可能导致机毁
人亡。

武隆区科协
开展走访调研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