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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中区科协
编撰完成《渝中大事记》

“地震科普携手同行”防震减灾知识
有奖答题活动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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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想“飞上天”
有三种方法

■ 肖君柏

北碚区科协
面向青少年普及环保知识

本报讯（通讯员 傅建华）为丰富青少
年假期生活，增强青少年的环保意识，近
日，北碚区科协在澄江镇组织辖区青少年
开展“争做环保使者 助力生态建设”主题
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带来了一堂别开
生面的环保课，科普了环保的重要性、垃圾
分类相关知识、日常践行环保的方式等。
在手工制作过程中，孩子们纷纷发挥自己
的想象力，通力合作，制作了小笔筒、小房
子、相框、秋千等可爱的工艺品。

此次活动将环保知识和理念传递给了
每一位参与者，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环保
意识，同时提升了青少年从生活中发现美、
制造美的能力。

万盛经开区科协开展
爱国主义科普主题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赵雪）近日，万盛经
开区科协走进和平村社区组织开展了“祖
国在心中、一起向未来”科普主题活动，50
余名儿童参加。

活动开始，科技辅导员明亮老师首先
为小朋友讲解了天安门在中国历史上的特
殊意义，随后给小朋友分发了天安门模型
制作材料包，小朋友怀着对天安门满满的
敬意，按照样板，从底座慢慢往上拼接。经
过一小时的不懈努力，黄色琉璃瓦、五星红
旗、金水桥，一个个立体的天安门模型呈现
在大家面前。整个活动小朋友都积极参
与，气氛非常热烈。

此次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孩子们的爱国
热情，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

巫溪县科协
宣讲活动走进长龙村

本报讯（通讯员 李海燕）近日，巫溪
县科协在古路镇长龙村开展了“为加快建
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人才
平台而奋斗”宣讲活动。

活动中，主讲人深入浅出地讲解了重
庆建设“科创中心”和“人才平台”的历史溯
源与战略意义，现状分析与目标愿景，基本
思路与政策举措，以及科技工作者的时代
使命与担当精神。

巫溪县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之后
的工作中将进一步团结凝聚广大科技工作
者，以强大的创新自信奋进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新征程，为书写重庆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篇章贡献科技力量，为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第 种
变得比空气更轻

在标准状况下，空气的平均相对分子质量为29，只
要能找到比空气分子量更小东西，它就能在空气中飘
起来，如果足够“轻”，甚至能把人带“飞”，如氢气球、氦
气球等。

中国第一个氢气球是由晚清军工专家华蘅芳制造的，
他制造氢气球的方法，在今天看来其实很简单，就是利用
强酸和金属反应产生氢气，然后再将氢气充入气球内。

我们熟悉的热气球，则利用热气代替比空气更轻的
氢气或氦气，由于气体的密度与绝对温度成反比，因此可
以通过升高温度来减小气体的密度和质量，从而达到比
空气轻的目的。古老的孔明灯是最早出现的热气球。

氢气球也好，热气球也罢，二者虽然都很好，却难以控
制它们的飞行方向，为了更好地控制飞行姿态和方向，同
样基于“变得更轻”的思想方法，人们设计制造了飞艇。飞
艇把比空气更轻的气体（一般使用安全性更好的氦气）充
入内部，用以提供升力，然后在飞艇上安装发动机为飞艇
水平移动提供推行动力并借此来控制飞行姿态。

第 种
制造空气压差来升空

当物体在空中飞行时，使上表面空气流速大于下表
面，形成空气压差，也是实现飞行的一种方法。当上下表
面存在空气压差，物体就可以获得一个升力，要是这个升
力大到足够克服地球引力，物体就可以离开地面了。

鸟类就是利用空气压差来飞行的。鸟类具有天生的
飞行身体条件：巧妙运用空气动力学的翅膀、由坚硬轻细
的中空骨头构成的骨架结构、发达的胸肌、独特的呼吸系
统以及轻而柔滑的羽毛等。

鸟类能够飞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们掌握了“制造
空气压差”的飞
行知识。当鸟
儿在空中滑翔

时，空气在翅膀
上、下部形成压强差，

产生一个向上的升力，从而
可以把鸟儿托在空中而不至于

往下掉。除此之外，鸟类采用积极
主动的扑翼飞行来产生一定的气动升力，鸟类的翅
膀在扑动时，相当于飞机的螺旋桨或喷气推进装
置，使鸟类可以保持持续的飞行状态。

其实在早期，鲁班制造的木鸟、达芬奇的扑翼
飞机都企图模仿鸟儿的飞行状态来实现升

空的目的，但他们的飞行计划都

以失败告终，其原因就在于缺乏对空气动力学原理的认
知，盲目模仿鸟类翅膀的几何外形和扑动形式。

不过，当人们开始了解空气动力学并研制出像风筝
一样的固定翼飞行器时，成功飞天的现代交通工具——飞
机得以诞生。飞机和风筝的飞行原理一样，都是通过机翼
上下表面的气流速度不同，制造气压差，进而获得升力。

总而言之，不管是鸟类、风筝、螺旋桨、喷气式飞机还
是直升机，它们都是通过“制造压差”的方法飞行的，只不
过它们获得上升条件的形式不一样。

第 种
向下喷射物质获得飞天动力

假如我们飞天的目标是冲出地球，那么前两种方法
也许就不太适用了，因为太空中是一个失重环境，基本没
有空气也制造不了压差。所以需要借助其他力量实现飞
行。

对于火箭来说，由于火箭内部不仅携带了燃料，也携
带了氧化剂，因此发动机不需要空气也可以工作。另外，
燃料和氧化剂在发动机燃烧室里燃烧，产生大量高压气
体，高压气体从发动机喷管高速喷出，进而火箭获得一个
沿气体喷射相反的反作用力，使火箭升空飞行。

这种向下喷射物质实现飞行的方法，其实早在17世
纪，牛顿就很清晰地进行了描述：“如果以一定速度向后抛
出一定质量，就会受到一个反作用力的推动，向前加速。”

在现代航空航天器中，为了实现更高目标的飞行，设
计师们并不只是单纯地使用这三种“飞天”方法的某一种
来构建飞行器，而是将它们综合起来应用。如超声速战
斗飞机为了获得更快的飞行速度，采用会向后喷射物质
的冲压发动机。

虽然，目前人类已经掌握的飞行方式无外乎“变得比
空气更轻”“制造空气压差”“向下喷射物质获得飞天动
力”这三种，但是在不远的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发现
更多切实可行的飞上天的办法。

为做好2022年度重点时段防震减灾科普相关工作，
近日，重庆市地震局组织开展了“地震科普携手同行”防
震减灾知识有奖答题活动，共计2万余人次参与互动，发
出奖品100份。

答题活动以“7·28”唐山大地震纪念日为契机，围绕地
震科学常识、防震减灾法律法规、震后自救互救等内容精
选题库，并依托“重庆地震信息服务”微信公众号，开设了

“有奖答题”专区作为互动平台。活动期间，参与者在后台
程序进行答题、抽奖，知识科普和社会互动得到较好呈现。

下一步，重庆市地震局将结合工作实际，深入推进
“地震科普携手同行”主题活动2022年试点相关工作，着
力搭建防震减灾科普市区合作平台，扎实开展面向社会
各界的主题宣传推广活动，努力推动形成全民参与的防
震减灾宣传格局。 （重庆市地震局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 何仕明）近日，渝中
区科协根据区地方志编纂中心统一安排，
如期完成《渝中大事记》（区科协2022年上
半年）编撰工作。

《渝中大事记》（区科协2022年上半年）
主要准确客观记载2022年1—6月，渝中区
科协工作和科普事业的重要工作活动，辖区
所发生的有关科协的重大事件，如渝中区被
市科协确定为全国地方科协综合改革示范
区建设试点单位、入选为中国科协“‘科创筑
梦’助力‘双减’科普行动”试点城市等，成为
对外交流、信息交换的重要史料。

飞天，一直是深藏
在人类心中的一个梦想，
因为这个梦想，我们有了纸
鸢、氢气球以及现代飞行
器。翻看航空航天相关的
书籍文献，你会发现：目
前，人类飞上天的方
法只有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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