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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地震局完成
四川芦山6.1级地震现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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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区科协荣获
区级科创工作先进集体 模拟生命起源的米勒实验

綦江区举办
公民科学素质选拔竞赛

本报讯（通讯员 熊亚中）日前，綦江
区第五届公民科学素质选拔赛在该区中山
路小学多功能会议室举行。活动由区科
协、区科技局牵头举办，区中医学会承办。

本次竞赛共计8支代表队32名队员参
加。竞赛内容包含《公民科学素质问答与测
试》《科技热词、新词知多少》《碳达峰碳中和
知多少》等系列科普读本以及《新冠肺炎公
众防控知识手册》中的知识点。经过角逐，
中山路小学代表队获一等奖，区融媒体中心
和通惠中学代表队获二等奖，区农业农村委
和三角镇代表队获三等奖，通惠街道、隆盛
镇和安稳镇代表队获优秀奖。

大足区老科协开展
送文化进中敖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刘小兰）大足区老科
协负责人日前与农业、卫生、财经、文化、教
育专委会的20余名老科技工作者前往中敖
镇开展送文化活动。

老科技工作者们观摩了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中敖火龙，参观了竹编手工坊、
灯笼技艺传习馆、蚕桑传习馆、根雕手工坊，
体验了扎灯笼、编竹编、织蜀绣的传统技艺，
详细了解了该非遗项目，并为此即兴挥毫泼
墨。目前，该镇正以火龙文化为根基，打造
非遗文化村落，同时以竹编、根雕等传统技
艺为支撑，建设柑橘、柠檬、蚕桑示范种植
基地，大力促进“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云阳县科协组织多单位
开展科技志愿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曾静）云阳县科协近
日组织县中医学会、县老科协、中国电信云
阳分公司、爱尔眼科医院等多个单位，在青
龙街道亮水坪社区开展2022年新时代文明
实践科技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来自县中医学会、爱尔眼科
医院的志愿者为社区居民举办了健康知识
讲座，以PPT形式讲解了如何预防糖尿病、
高血压、青光眼、白内障等健康知识。同时，
中国电信云阳分公司为社区居民培训了如
何使用智能手机。随后，志愿者对社区居民
进行了视力筛查和义诊，并带领社区幼儿园
的小朋友参观了静电乒乓球、短期记忆测
试、无皮鼓等多项科普大篷车展品。

实验生成20多种有机物

米勒实验，又称米勒模拟实验，顾名思义是一场
模拟实验。实验模拟了原始地球大气通过“雷鸣闪
电”从而产生有机物（特别是氨基酸）的过程，用以论
证生命的起源。

195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生米勒在导师的
指导下完成了这个实验。

首先，米勒认为木星和
土星等巨行星的大气都是
没有游离氧（O2）的还原性
大 气 ，其 主 要 成 分 是 氢
（H2）、氦（He）、甲烷（CH4）
和氨（NH3），原始地球的大
气大概率也差不多。于是
他将玻璃仪器中的空气抽
去，然后泵入模拟的还原性
大气。再将烧瓶内的水煮
沸，使水蒸气和混合气体在
密闭的玻璃管道内不断循
环，并在另一个大烧瓶中经
受金属棒火花放电（模拟雷
鸣闪电）达一周时间。生成
的物质在经过冷却后，积聚
在了仪器底部的溶液内，模
拟原始大气中生成的有机物被雨水冲淋到原始海洋
中。最后，米勒从这些生成物质中找到了20多种有
机物，其中就包括氨基酸。

有机物中包括4种氨基酸

众所周知，氨基酸是构成生物体蛋白质并同生
命活动有关的最基本的物质，是在生物体内构成蛋
白质分子的基本单位，与生物的生命活动有着密切
的关系。而在米勒实验最终生成的20多种有机物
中，就含有11种氨基酸。这11种氨基酸中的4种（即
甘氨酸、丙氨酸、天冬氨酸和谷氨酸），又是生物蛋白

质特有的。
这个实验说明了在原始地球上的原始大气中，

各种无机成分是有机会转变为有机小分子的，这是
生命起源的第一步。即使后来米勒修正了地球还原
性大气的成分，结果仍然一致。

米勒在后期认为，设想原始地球还原性大气的
成分是甲烷（CH4）、氮气（N2）、微量的氨（NH3）和水
蒸气（H2O）的混合气体更为合理，因为氨（NH3）不可
能在大气中大量存在，但会溶于海水中。1972年米
勒重做模拟实验，结果得到35种有机物，其中多达
10种是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

氨基酸不代表一定有生命

米勒实验模拟的是地球上的化学进化过程，在
宇宙中，这样的化学进化过程
一直在发生。早在50年前，科
学家就发现宇宙中广泛存在着
有机物，所以小行星上有氨基
酸并不稀奇，且找到氨基酸也
并不意味着有生命。

因为这只是生命诞生的第
一步，离真正的生命还很遥
远。氨基酸这类有机小分子还
需要合成蛋白质、核酸等有机
大分子，再从有机大分子形成
多分子独立的体系，最后在原
始海洋中逐渐形成原始生命。
这个过程极为复杂，且宇宙中
也不一定有地球或实验中那样
稳定和适宜的环境。打个比
方，有了氨基酸，仅仅相当于有
了砖头、瓦块，离建成大楼还差

得远。
本次“隼鸟2号”飞船

行动，只能说明人类第一
次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外太
空获取到小行星样本，并
且在小行星样本中发现了
氨基酸，是“首次在地球外
确认氨基酸的存在”，而不
是首次在地球外发现了氨
基酸，更不能直接推断出
存在生命。

（本报综合）

在四川芦山6.1级地震发生后，重庆市地震局迅速响
应，根据中国地震局统一调度和西南片区应急协作联动
机制，于当日派出由领导带队的15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
区，协同四川省地震局有力有序开展地震现场应急处置
相关工作。

在重庆市地震局现场工作队抵达四川省芦山县地震
现场应急指挥部报到并领受任务后，灾害评估队员被编
入3个灾害调查组，流动监测队员被编为1个工作组，指
挥协调及新闻宣传人员被编入指挥部。在现场临时党支
部的领导下，工作队员在做好现场应急处置工作的同时，

按照分工积极承担并有效完成了现场工作综合协调、秘
书宣传等工作，促进现场工作全面协调有序开展。共完
成芦山县芦阳街道、思延镇、飞仙关镇、龙门镇、大川镇和
天全县新华乡、大邑县花水湾镇、西岭镇的3个村社、名
山区（万古镇和中峰镇）及1个地质灾害点的烈度与灾情
调查工作，共判定七度点4个、六度点24个、五度点6
个。累计调查行程1000余公里，收集照片1500余张，涉
及城乡居民9万余人，顺利完成指挥部分配的调查任务。

后期，根据指挥部工作部署，重庆市地震局现场工作
队将所有资料移交四川省地震局现场工作队。

（重庆市地震局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 周兴林）近日，涪陵
区委、区政府公布了“涪陵区科技创新工作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涪陵区生态文明建
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获奖名单。区科
协荣获“涪陵区科技创新工作先进集体”，
区科协科普部部长毛秀荣获“涪陵区生态
文明建设先进个人”。

区科协表示，将不负荣誉，按照市第六
次党代会部署的工作任务，围绕市科协和
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坚持“科创+”“绿
色+”，着力构建“1+2+3”科技创新和产业创
新体系，建设突出绿色低碳、生命健康、智
能科技3个方向的高能级科创平台目标，以
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米勒实验示意图。

天文爱好者们近期有点激动，因为日本“隼鸟2
号”飞船在小行星样本中发现多种氨基酸。众所周
知，氨基酸是构成蛋白质的物质，与生命的起源密切
相关。在小行星上发现了氨基酸，是否意味着地外
生命有望被发现呢？要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
从论证生命起源的化学实验开始，也就是著名的米
勒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