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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升全全民民科科学学素素质质在在行行

动动

为什么大多数生物
都是对称的

■ 冯伟民

重庆今年2097亿元政府
债券发行完毕

你是否注意到，生物的形态大都呈现两侧对称，如果让你
立即说出一个不对称的生物体，你想得到吗？那么，生物究竟
有哪些形态？为什么大多数生物都是对称的？

合川区科协、龙凤镇科协
邀请专家指导农业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刘红燕）近日，合川
区科协联合龙凤镇科协邀请市农技站专家
到龙凤红薯基地进行专业指导。

现场，专家们向龙凤镇红薯种植户介
绍了当下红薯产业的发展现状，并针对红
薯的选择、如何提高红薯的品质、怎样用
药、如何预防红薯虫害等方面的知识进行
了详细讲解。

此次技术指导，深受农户的喜爱，对龙
凤镇发展红薯种植产业、更新品种、提高产
量和品质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下一步，区
科协将持续发挥好科技助农的优势，帮助
农户切实解决种植方面的问题，加大力度
进行农业科普，进一步培养农户科学种植、
绿色培育的理念。

綦江区科协
消防科普讲座进社区

本报讯（通讯员 张聪）近日，綦江区
科协在古南街道綦齿社区举办了消防安全
知识进社区科普讲座。

讲座现场，志愿者重庆居安消防教官
王伟结合安全事故案例，从家庭灭火常识、
灭火器的种类及使用等方面，向居民详细
讲解消防安全知识，列举了火灾逃生自
救的多种方法。王伟强调，做好预防措
施是最安全的自救行动，往往提前报警，
就可能杜绝消防事故发生或者争取黄金
自救时间。

通过本次讲座，使居民掌握了消防逃
生技巧，提升了社区居民消防安全意识。

石柱县科协举办知识竞赛
增强职工民族团结意识

本报讯（通讯员 陈传毅）近日，石柱
县科协在高成大厦914会议室开展创建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知识竞赛活动，全
体干部职工参加。

活动以知识竞赛为主。比赛题型包括
单选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总分100分，
全体干部职工在60分钟内完成答题。

本次活动以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
同繁荣发展”为主题，以加快推进全县经济
社会发展、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为重
点，以多种形式的创建活动为载体，进一步
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
民族关系。

近日，重庆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发行今年第12
批、也是最后一批政府专项债券214亿元。至此，今年重
庆2096.8亿元政府债券全部发行完毕，圆满完成中央设
定的“10月底之前发行完毕”目标。

今年来，市财政局不断完善债券发行机制，加快债券
发行节奏，扩大债券发行规模，有效拉动投资，助力稳住
经济大盘。

从债券资金投向看。1447亿元新增政府债券投到
了交通基础设施、市政和产业园区、社会事业、生态环保
等领域，规模创2015年发行政府债券以来的历史新高，

为重大项目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649.8亿元再融资债
券用于偿还到期债务。

不仅发行速度快、发行规模大，而且发行成本低。政
府债券平均利率为3.21%，较去年年末存量政府债务的平
均利率（3.5%）下降29个BP，进一步优化了政府债券利率
结构，有效降低了政府债务利息负担。

市财政局负责人表示，将督促用款单位加快使用，切
实发挥政府债券带动扩大有效投资、促进经济平稳运行
的积极作用。

（重庆市财政局供稿）

永川区基层科协“三长”
组织开展主题科普教育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周舟）近日，永川区
基层科协“三长”、吉安镇卫生院院长查大
伟组织开展“学习中医知识，弘扬传统文
化”主题科普教育活动。

活动邀请吉安小学的学生代表走进卫
生院中医馆，“零距离”接触中药，观摩各种
中医传统疗法等，听取中医医师讲解中医
药常识，现场体验“坐堂切脉”等，让学生直
观地感受中医的神奇魅力，弘扬和继承传
统中医药文化。

本次活动进一步加深了学生对传统中
医药文化的认识和体验，在学生心里埋下
中医药健康文化的种子，让其生根发芽，提
升其健康素养和文化素养，继承和发扬传
统中医药文化。

生物都有哪些形态

从总体上看，在漫长的地球生物史上，生物造型的历
史演变经历了从不对称或不稳定到辐射对称，再到两侧
对称的形态变化。

生物的形态造型变化
与生物的体制以及结构

的发育密切关联。
尤其当地球环境

和生物演化进
入 重 大 转 折
变化时期，生
物形态造型表
现出了革命性
变化，恰恰代表
了生物进化的一
次重大演进，并对
生物辐射性演化产
生了深刻的影响。

生命史上最古
老的生物原始又微
小，其形态是不对称的

或无对称的。人们熟悉的变形虫等单细胞生物就是不规
则、不定型的形态，它们随时可以发生变形。

辐射对称可以分为球状辐射对称和轴状辐射对
称。球状辐射对称就是等轴无极对称，可通过中心
将身体分为无限或有限的相同的两半，如太阳虫、多
数放射虫等。轴状辐射对称则是单轴异极对称，是
通过一个固定主轴，把身体切成若干相等的两半，如
表壳虫、钟虫、海绵和刺胞动物等，适应于固着或漂
浮生活。

形态演化史就是生命演化史

寒武纪大爆发是地球生命史上里程碑式的重大事
件，不仅生物成种作用最强烈，而且生物造型可塑性最显
著。当今地球38个动物门类以两侧对称生物为主，造型
各异，千姿百态，无不源自寒武纪早期的生命大爆发。而
两侧对称生物的大量涌现无疑是寒武纪大爆发非常重要
而显著的演化现象。

如此多的动物门类形成以两侧对称为特征的形态造
型，在其门类造型框架下的纲目科属种不同级别的生物
造型中，又产生了多姿多彩的形态变化，最终构成了当今
地球丰富多彩的生物面貌。

生物形态造型为啥会发生演化

在地球生物演化过程中，生物形态造型是与生物身
体相关结构的变化相适应、相关联的。生物形态变化与
生物胚层体制密切关联的。单细胞动物没有胚层的概
念，多细胞动物开始有胚层的分化，直到出现了在动物进
化上有着极为重要意义的三胚层。

除了已灭绝的“文德类”动物，常见的辐射对称动物
是海绵动物、刺胞动物，还有无法归入已知动物门类的灭
绝动物。它们只发育了外胚层和内胚层，都缺乏中胚层，
无法形成真皮、体腔膜及系膜等，因此，呈辐射对称造型
的动物一般都是营固着底栖生活或漂浮生活。它们为了
获取更多的渗透营养，从而不断膨胀、扩大它们的身体表
面积，但过度扩大的身体表面积，成为它们走向灭绝的诱
因之一。

两侧对称动物则具有三胚层体制，代表性动物有扁
形动物、环节动物等。来源于胚层组织发育的肌肉系统
强化了运动的机能，使动物与环境的接触复杂化，由此促
进了感觉器官、神经系统的发育，提高了动物对刺激的反
应和寻食效率。高效率的觅食又使动物增加了营养，新
陈代谢旺盛，排泄机能随之加强，这样“牵一发而动全
身”，使动物形态结构产生了强烈分化。

同时，中胚层不仅有再生的能力，而且能贮藏水分和
营养物质，大大提高了动物对干旱和饥饿的适应力，为动

物摆脱水中生活，进入陆地环境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中胚层的出现完善了动物三胚层体制，进而产生了两支
动物：一支是原口动物，另一支是后口动物。我们人类作
为一种脊椎动物，正是从原始的后口动物逐渐演化而来。

奇妙的大自然赋予不同生物以不同形态，对称看似
理所应当，却蕴藏着生物演化的重要节点。

五辐射对称的海星。

呈两侧对称的蝴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