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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政中西医结合医院
开展特殊儿童畅游海洋馆主题活动

北碚区科协
多措并举助推卓越工程师半岛建设
□通讯员 傅建华

近日，卓越工程师半岛正式揭幕落
地北碚，北碚区科协结合自身职能职
责，发挥好科协桥梁和纽带作用，多措
并举助推卓越工程师半岛建设。

一是北碚区科协依托“北碚发布”
“北碚组工”“北碚科协”等媒体，开展在
碚“首届重庆市最美工程师”获得者宣
传活动，营造科技创新氛围。

二是北碚区科协牵线北碚区委组
织部、区科技局、蔡家智慧新城（同兴工
业园区）等单位与市工程师协会的交流
合作。

三是在市科协、市工程师协会的
指导下，北碚区科协积极开展北碚区
工程师联合体建设，将推出学术活

动、建言献策、职称评定、国际交流等
方面的一系列务实举措，为北碚区加
快推进卓越工程师半岛建设发挥重
要作用。

据悉，卓越工程师半岛项目核心
区位于蔡家智慧新城，该项目将布局
卓越工程师半岛核心区、联动区、协同
区3个片区，搭建卓越工程师小镇、云
端学院、科创成果孵化基地、协同创新
中心和实践基地等平台，实现教育培
训、产业孵化、国际交流、会展竞赛、人
才服务等功能。与传统培育模式不同，
卓越工程师半岛项目打通产业和学校
的边界，突出工学一体，形成“人才链—
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四链融合
结构，构建卓越工程师培养全流程闭
环体系。

□刘小峰

所谓速冻，就是迅速地冷冻，通过
降低温度和水活度抑制各种化学反
应，延缓食物的变质。速冻过程涉及
水分子结晶的过程，简而言之，降温的
速度越慢，水分子形成的冰晶就越
大。所以，迅速降温的目的就是让水
形成的冰晶尽可能小，以尽可能不破
坏食品微观结构的完整性。

那么食品加工中的“速冻”有多迅
速，温度又有多低呢？

通常的要求是在30分钟内把食

品中心的温度降低到-5℃左右，然后
放在-18℃的环境中保存。由于这样
速冻出的冰晶直径小于100微米，而
这个尺寸正好与大多数动物细胞的直
径（10~100微米）相当，所以冰晶会破
坏食品中细胞膜的结构。这也是为什
么速冻食品口感不如新鲜食品的原因
之一。

然而，这些冰晶却难以伤及体积
更小的细菌（直径0.5~5微米），它们只
不过是由于温度和水活度的降低，暂
时进入冬眠状态而已。

除了冰激凌等少数冷饮，大多数

食品还是需要解冻、重新加热甚至高
温烹饪才能食用。于是在解冻过程中
会发生两个重要的变化：一个是温度
的升高，一个是水活度的升高。

例如，当-18℃的带鱼升温到室
温，随着温度和水活度的升高，各种
可以导致食物变质的化学反应都逐
渐加速，处于冬眠状态的细菌也纷纷
苏醒。

由于冷冻过程中细胞膜被冰晶破
坏，食物中的细胞液在解冻后都流了
出来。对于细菌来说，这些细胞液就
是它们饥饿之后的美餐。可怕的是，

细菌的繁殖呈指数增长，常温下只要
短短几个小时，就可能让这条带鱼中
细菌的数量翻好几倍。

这时候如果重新将带鱼放回冰箱，
由于一般家用冰箱冷冻效果有限，通常
需要几个小时才能让食品从内到外完全
冻住，细菌会利用这段时间迅速繁殖。

此外，这一缓慢的冷冻过程会形
成更大的冰晶，造成对带鱼细胞更进
一步的破坏。对解冻后的食品进行二
次冷冻非常不利于食品的保存，食物
变质的风险会加大，所以，解冻过的食
品要尽量一次吃完。

解冻后的食品竟是细菌的温床

近日，市民政中西医结合医院以
“医养康辅”服务品牌创建为依托，在
重庆（尧泰汉海）海洋公园支持下，组
织开展“我与大海有个约”特殊儿童畅
游海洋馆主题活动。

闪着波光的海底隧道悠悠长长，
成群的鱼儿从头顶游过，孩子们有的
坐着轮椅、有的被搀扶着缓步走过海
底隧道、奇趣海底、雨林秘境，沉浸式
感受海洋的别样乐趣。

舞动着水下芭蕾的美人鱼、梦幻

感十足的水母、与孩子们“电波交流”
的白边海豚、好动呆萌的企鹅、嬉戏打
闹的水獭……在水波流转间给孩子们
带来了大海的问候。

“妈……妈，看企……鹅！”“海
豚……好……可爱啊！”孩子们虽然
身体机能受限，表达也略显生涩，但脸
上却洋溢着童真和快乐。

该活动受到爱心企业、志愿团队
的大力支持。重庆（尧泰汉海）海洋公
园免费为患儿及家属、志愿者、工作人

员提供门票和午餐，重庆半日闲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迷彩锅商贸（重庆）有
限公司、嘉麟志愿者团队等爱心企业、
志愿团队向孩子们捐赠了儿童生活用
品及牛奶、面包等，并与患儿亲密互
动，鼓励孩子们阳光成长，祝愿孩子们
早日康复。

“本次活动旨在通过‘感受+体验’
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孩子们实现海洋
梦，让孩子们看到别样的世界，拥有别
样的体验，聆听别样的声音，促进社会

各界对特殊儿童生活、教育、康复状况
的了解与关注。”市民政中西医结合医
院负责人表示，市民政中西医结合医
院作为市民政局直属事业单位，将充
分发挥公益属性，利用中医、康复、辅
具等特色专业优势，认真做好儿童康
复工作。同时，市民政中西医结合医
院将继续以社会工作为纽带，丰富其
在院生活，帮助每个孩子早日回归家
庭和社会。

（重庆市民政局供稿）

□通讯员 赵影艺

为深入实施好老年人科学素质行
动，进一步加强科普资源供给，普惠社
区群众，推动形成热爱科学、崇尚创新
的浓厚社会氛围，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近期，合川区以“老年科技大学”为抓
手，开展了推动科普工作走深走实的一
系列工作。

一是完善阵地建设。把社区科普
大学合川分校白鹿山社区教学点、较场
坝社区教学点等11个教学点作为老年
科技大学教学的重要场所，积极争取资
金项目，及时完善设施设备，改善教学
条件，打造具有合川特色的老年科技大
学场所，深受好评。

二是建强师资队伍。扩容升级

老年科技大学（社区科普大学）教师
库，吸纳250余名科技工作者、科技志
愿者加入老年科技大学（社区科普大
学）合川分校教师队伍，涵盖卫生健
康、消防应急、防范邪教、气象科普、
社会治理等领域。同时，组织教师积
极参加市级培训，全面提升综合能
力。区工读学校副校长兰梦宁被评
选为2022 年度重庆老年科技大学优
秀骨干教师。

三是开发精品课程。积极发动区
内科技工作者结合自身所长，开发了
一系列课程，获得了市科协的肯定。
由合川区科协推荐的《患有高血脂，这
样来食养》《科学食养，助力老年健康》
入选2022 年重庆市老年科技大学精
品课程。

□刘小峰

近日，电影《消失的她》正在热
映，电影中出现的海底星空受到了人
们的广泛关注。在电影中，我们可以
看到成群聚集的鱼儿游来游去，形成
漩涡的形状，在微弱的光照下晕染出
五颜六色的光芒，好似文森特·梵高
《星空》中天空的形象。人们在惊叹
之余，不禁好奇：海底星空是真实存
在的吗？

海底星空的形成原因

我们所说的海底星空其实是一种
神奇的自然现象，海洋中的鱼类喜欢
成群结队，这种集群行为造就了我们
所看到的海底星空。

其中，发光生物体如发光水母、发
光珊瑚、发光蠕虫等，会通过自身发
光来吸引猎物或伴侣，或者是用于自
身的保护。这些生物体发的光是由
特殊的细胞和发光物质产生的，能够

呈现出各种颜色。
此外，海底还存在一些能够产生

化学反应的物质，如氧化铜、碘化铜、
硫酸铜等金属盐，它们会在光的照射
下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出蓝色或绿色
的光芒。

当这些光芒在涡旋集群的鱼群鳞
片上形成漫反射，就会呈现出璀璨的
星空般美景。海底星空不仅是大自然
的奇观，也是海洋生物的生命表现和
生态环境的体现。

鱼类集群意义丰富

世界上有记载的鱼类2万多种。
据估计在这些鱼类中，生存期间都集
结成群的占25%，仅在稚鱼阶段集结
成群的占50%，这些数字表明，鱼类
的集群现象相当普遍。

科学家利用船舶和飞机对鱼群大
小的调查发现，日本海鲐鱼群大多由
5万～10万尾个体鱼组成。当几万尾
的鲐鱼群浩浩荡荡出现时，水色竟呈
现紫红色或紫黑色。最大的太平洋鲱
鱼群竟有100万～300万尾。显而易
见，这些鱼群都非常大。生物学家普
遍认为，集群行为是鱼类经过长期自
然选择而被保留下来的一种适应性，
对鱼类的生存起着十分有利的作用。

在生物学意义上，集群行为不仅
可以减少饵料鱼被捕食鱼发现的概
率，而且还会减少已被发现的饵料鱼
遭到捕食鱼成功捕杀的概率。也许我
们会认为，由几千尾甚至几万尾鱼组
成的鱼群十分显眼，但实际上，在浩瀚
的海洋中，一个鱼群并不比一尾单独
的鱼更容易被捕食鱼发现。这是因为
鱼群所处环境的光学特性特殊。

由于海水中悬浮微粒对光线的吸

收和散射，物体在水中的可见距离是
非常有限的，即使在特别清澈的水中，
物体的最大可见距离也只有大约200
米，而且这个距离与物体的大小无
关。假如鱼群的个体数为1000尾，对
其中的一尾鱼来说，被发现的概率仅
为这 1000 尾鱼分散时的千分之一。
由此可见，鱼群组成的个体越多，个体
鱼被发现的概率也就越小。

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处于开阔
水域中的小鱼为了应付海中缺乏遮蔽
物的不利环境，便一尾跟着一尾，相互
遮挡，从而形成了群体。当它们受到
攻击时，鱼群会变得更加密集。此时，
捕食鱼也许会把小鱼组成的密集鱼群
看成“庞然大物”，这样一来，小鱼遭受
攻击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虽身处险
境却安然无恙。对数量众多的小鱼来
说，“成群结队”能够增加安全系数，保
证它们在“大鱼吃小鱼”的环境里生存
和发展。

此外，集群行为在鱼类的生活中
还具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作用。

首先，与单独的个体鱼相比，鱼群
对不利环境变化有较强的抵抗能力。
这种集团抵抗机制是由鱼体表所分泌
的黏液决定的。集群行为不但能增强
鱼对毒物的抵抗力，而且还能降低鱼
的耗氧量。

从水动力学的观点来看，鱼在水
中集群游泳可以节省个体鱼的能量
消耗，游泳中的鱼所产生的涡流能量
可以被紧跟其后的其他鱼所利用。
因而，鱼群中的个体鱼就可减少游泳
所消耗的能量，顺着涡流的推力不断
前进。

科学家发现，集群行为在鱼类的
洄游过程中也有一定的适应意义，甚
至平常单独生活的鱼在洄游时也集结

成群。集群性的鱼类也许能更快找到
洄游路线，因为较易发现某些定向标
记。而集群行为在产卵时的作用也很
明显，同一种鱼只有在同一场所集群，
才可能使卵子和精子有足够大的相遇
机会。而且许多个体鱼聚集在一块进
行交配、产卵，在遗传因子扩散方面也
起到了某些作用。

鱼类集群种类多样

鱼类集群根据其产生原因的不
同，一般可分为四类：生殖、索饵、越冬
和临时集群。

由性腺已成熟的个体汇合而成的
鱼群，称为生殖鱼群或产卵鱼群。其
群体的结构一般为：身长基本一致，性
腺发育程度也基本一致，但其年龄则
不一定完全相同。此外，生殖鱼群群
体的密度较大，也较为集中和稳定。

根据鱼类的食性，捕食其爱好的饵
料生物为目的鱼群，称为索饵集群。索
饵集群的鱼类其食性相同。一般来说，
食性相同的的同种鱼类，其体长一般相
近；不同种类的鱼，往往为了摄食相同
的饵料也聚集在一起。

越冬集群由于环境温度条件的改
变，集合起来共同寻找适合其生活的
新环境的鱼群，称为越冬集群。在越
冬场集群的鱼，依其食性和肥满度的
不同，有停止摄食或减少摄食的现象。
临时集群当环境条件突变或遇到凶猛
鱼类时，引起的暂时性集中的鱼群称
为临时集群。尤其是当遇到温度、盐
度梯度的急剧变化或遇到有鱼类忌食
和不能吞食的大量生物以致凶猛鱼类
出现的情况时，鱼群的集群行为会更
加明显。当环境条件恢复正常时，它
们又可能离散、正常生活。

□通讯员 张梅

为增强群众防中暑意识，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近日，长寿区科协联
合长寿区健康中国重庆行动长寿推进
委员会、长寿区红十字会走进长寿区
保安公司，开展“应急救护知识专题讲
座”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通过PPT，重点围
绕“中暑急救与预防”深入浅出地讲解
了中暑的类型、中暑的临床表现、易中
暑的情况、中暑的预防等方面的知识，

并现场进行答疑解惑。此外，志愿者结
合日常案例，利用“模拟人”现场演示心
肺复苏按压法，其中包括心脏按压、清
除异物、开放气道、人工呼吸等模拟救
护。志愿者在示范的同时，还为职工讲
解急救步骤、手法要点等，切实帮助职
工掌握急救知识和技能。

本次应急救护知识专题讲座，不
仅增强了职工防暑安全意识，提升了
应急救援能力，同时也为职工及其家
人朋友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提供
了保障。

长寿区科协
应急救护知识专题讲座干货满满

合川区推动科普工作走深走实

□通讯员 刘帅

为增强市民节水意识，树立节约用
水的良好习惯，近日，永川区科协联合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学院走进南大街街
道兴隆村开展“节水优先”科技志愿服
务活动。

活动现场，科技志愿者们通过摆放
宣传展板、现场咨询答疑等方式，为居
民宣传水科普知识。此外，科技志愿者
还向居民发放关于节水护水、防汛减
灾、法律法规、河长制等知识的宣传手
册，赠送了环保小礼品。

此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居民的水

忧患意识和水法制观念，帮助居民培养
节水、爱水、惜水、护水和科学用水的习
惯，提升了居民对河长制工作的认知
度、参与度，营造了珍惜水资源、爱护水
资源、节约水资源的良好社会氛围。居
民们纷纷表示，将以实际行动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
念，保护有限的水资源。

下一步，永川区科协还将在公交站
点、社区科普大学等地进行“中国水周”
的公益宣传，联合永川区各相关部门开
展巡河护河行动以及涉河违法案件查
处专项行动，以案说法，依法治水，携手
共护母亲河。

永川区科协开展“节水优先”活动

□通讯员 龚柳懿卿

近日，渝北区仙桃街道空港佳园社
区“科技强国·未来有我——少儿人工
智能机器人编程”公益课堂第一期在一
片欢声笑语中落下了帷幕。第一期公
益课堂设有10节课程共计20课时。自
今年4月中旬开课以来，24名学员历经
2个月的学习后顺利结业。

结业仪式邀请了孩子们的家长一
起见证他们的成长，科普馆志愿者向大
家播放了社区科普大学精心制作的孩
子们学习风采视频。视频中，孩子们精
力充沛、干劲十足，家长们感受着童
趣。老师带领孩子们一起回顾了往期
课堂上制作机器人的过程，总结了大家
在学习中的优点和不足。愉快的时光
总是那么短暂，在最后一节课中，孩子们
发挥想象，以“我和我的祖国”为题来进
行编程。不一会儿，各种造型的机器人
就“舞动”起来，有缓慢爬行的蜗牛、弯弯
曲曲的蛇、造型奇特的大嘴怪、不停旋转
的小风扇等。孩子们一一展示了自己的
作品，分享着自己的想法，展现出他们天
马行空的想象力、对机器人编程的热忱
以及对科学的探索精神。随后，孩子们
互评出了一、二、三等奖，社区相关负责
人为他们颁发了荣誉证书。

家长罗女士为活动点赞，她说：“感

谢社区能给孩子们提供这么好的机会，
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空间思维能力，培
养了他们的动手能力与创造力，更让他
们感受到了科学技术的魅力，非常有意
义！希望社区多开展一些这样的课程，
让孩子们走近科技。”

在结业仪式最后，仙桃街道空港佳
园社区为孩子们颁发了“少儿人工智能
机器人编程”公益课结业证书和文具纪
念礼包，表扬了孩子们在学习中的优异
表现，为孩子们留下了不一样的纪念。

据悉，渝北区仙桃街道空港佳园
社区科普示范基地依托社区科普馆及
科普大学，在每周六上午开展“科技强
国·未来有我——少儿人工智能机器
人编程”公益课，以提升孩子们的科学
素养、国际视野和普及科学技术为导
向，旨在激发孩子们对科技的兴趣，发
掘他们的潜力，让他们健康快乐地成
长。该公益课设有机器人普及课程
20节和展示体验活动2次，覆盖人数
超过800人次。

第一期课程已经结束，在即将到来
的暑假，空港佳园社区科普大学少年班
将持续发力，开展多期公益课程，不仅
有编程课，接下来还将设立涵盖科学实
验、书法绘画、播音主持等方面的课程，
以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让孩子们在
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和成长。

渝北区“科技强国·未来有我”
公益课堂第一期圆满结束海底星空：

鱼类集群行为构成的浪漫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