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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动

近日，市专业救援总队出动46名
指战员，携带各类抢险救援装备45台
套，在合川区开展2023年水上救援及
通信要素综合演练。

当前正值重庆“七下八上”防汛关
键期，此次演练模拟我市某流域因山
洪暴发导致船员落水，群众被困情
景。市专业救援总队从驻地迅速机动

至事发水域，通过架设“静中通”指挥
车，成立现场指挥部，与市局指挥中心
和相关区县建立音视频互联互通，进
行会商研判，制定救援方案。开展多
舰艇水上编队搜救，无人艇输送物资，
水上飞翼营救，救援艇、冲锋舟协同救
援等演练科目。经过1小时紧张营救，
救援队成功救出全部被困群众，完成
演练任务。

本次演练检验了我市专业救援总
队远程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和水上救援
实战化能力，构建了防汛区域联合救援
新机制，为打好防汛“主动仗”奠定坚实
基础。

（重庆市应急管理局供稿）

市专业救援总队开展2023年
水上救援及通信要素综合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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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壶：“居家旅行”的小懒虫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液氧甲烷推进器成火箭动力“新宠”

第六届重庆市公民科学素质大赛

“赛”点知识

□通讯员 郑雪

近日，武隆区科协、区机关事务
管理中心在武隆区政府大院联合开
展全国节能宣传周宣传活动，15个
区级机关200余名职工参与。该活
动旨在运用线上和线下多种宣传手
段，宣传节能降碳和绿色发展理念，
倡导全民养成绿色低碳、简约适度
生活方式。

据了解，本次宣传活动的主题为
“节约用电，‘节’尽所能”。该活动的

启动仪式结束后，举行了现场签名活
动，邀请职工观看“公共机构绿色三
分种展播”，向他们发放倡议书和宣
传资料。此外，职工们还参与了微信
晒步数、趣味知识问答、有奖竞猜等
多个活动。

据了解，在全国节能宣传周期
间，武隆区各部门、各乡镇、各街道将
持续开展低碳日体验、废旧物品绿色
兑换等活动，通过播放节能宣传公益
广告、推送节能小知识、开展步行体
验等方式宣传节能降碳理念。

武隆区科协
线上线下开展节能减排宣传

你是否曾见过这样的场景：海边
或船上的人们使用各种工具，试图将
附着在海龟或鲸鱼身上的“壳儿”清
除。这些“壳儿”就是藤壶，虽然它们
体形不大，但却非常顽固。它们“足不
出户”便能跟随其他海洋生物或者船
只遨游四海，实现“居家旅行”。这些
藤壶是如何附着在其他海洋生物上
的？对其他生物以及人类有影响吗？

不同生长阶段各有特点

藤壶属于节肢动物门，拥有坚硬
的外壳，通常成群出现，并且具有强大
的生存能力。它们不仅附着在礁石、
船底和海堤上，还会寄生在螃蟹、海龟
和鲸鱼等生物身上。

在进入海洋时，藤壶的幼体没有
固定的栖息地，它们虽然能游泳，但
触角只能划水，因此它们主要依靠

“随波逐流”的方式生存，并时刻小心
捕食者的追击。幼体时期，藤壶的死
亡率很高。

漂浮一段时间后，小藤壶开始
寻找适合定居的地方，并进入第二
阶段——腺介幼体期。小藤壶会在
物体表面短距离地来回运动，通过触
角感知地形。它们喜欢表面粗糙不平
的地方。此外，定居地周围的水流速

度、采光和温度等因素也是小藤壶考
虑的重要因素。

分泌胶体来固定

完成“探索”后，小藤壶开始定
居。那么，它们是如何附着的呢？

事实上，藤壶一旦选定地点，它们
触角上的吸盘就会开始分泌一种称为
藤壶胶的物质。这种藤壶胶会包裹住
触角，并牢固地将小藤壶附着在物体
表面。藤壶胶主要由多种蛋白质组
成，具有极强的黏性、防水性和抗生物
降解性。当它们定居在动物的皮肤上
时，还会利用自身外壳上的内扣来固
定，并不断向下生长，随着时间的推
移，逐渐深入到皮肤内部，避免因宿主
的死皮脱落而脱离。

打开壳板即可进食

成年藤壶完全放弃了自由运动的
能力，主要通过过滤浮游植物和有机
碎屑来获取食物。成体藤壶的外壳由
几块壳板组成，本体通常隐藏在壳
内。壳顶部有一个孔，孔上覆盖着可
以通过肌肉运动打开或关闭的壳板。
当藤壶需要进食时，只需打开壳板，伸
出触角，形成扇状结构，“顺手”进食。

如果藤壶定居在岸边的礁石上，
它们只能等待海浪的来临才能进食。
因此，对藤壶而言，能够随时移动的生
物才是它们的理想之选，这样就能“边
走边吃”，根本不缺食物。当然，也有
一些不幸的藤壶会选择错误的定居
地，最终干死或饿死。

多寄生于鲸鱼和海龟身上

藤壶虽然喜欢附着在其他生物身
上“游览”，但也给宿主带来了负担。

由于藤壶幼体的游泳速度较慢，
它们更倾向于寄生在体形庞大且游泳

速度较慢的鲸鱼和海龟身上。尽管成
熟的藤壶个体并不大，但成群出现时
它们的重量仍然不容忽视。被藤壶附
着的鱼类和海龟在日常的游动和捕食
过程中可能会失去平衡。

对于鲸鱼而言，由于它们的体形庞
大，藤壶对它们的影响相对较小，通常被
认为是一种利益共生的关系（一种对一
方有益而对另一方无害的共生现象）。

生活中藤壶的运用

藤壶虽小，但却在海洋生态系统
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也给人类
带来了各种影响。

例如，藤壶会附着在船舶表面，导
致航行速度减慢、燃料消耗增加，威胁
航行安全。藤壶的聚集还会增加海上
石油平台和相关建筑结构的重量，导
致建筑结构的抗风能力降低，甚至倾
斜、倒塌。

当然，藤壶并非一无是处。科学
家们根据藤壶胶的特性研制出了生
物胶水，它不仅可以迅速止血，而且
不依赖于体内的凝血机制。此外，在
水下工业和组织工程等领域，人们也
正在从藤壶身上汲取灵感，进行新的
研究。 （本报综合）

□刘峰汛

在近期举行的第六届重庆市
公民科学素质大赛綦江区赛场复
赛中，綦江区代表队以《天路护卫
队——热棒》为题向观众介绍了埋
在冻土中的热棒，赢得了观众阵阵
掌声。

去过青藏高原的人不难发现，
在青藏铁路的路基两旁，时不时地
会闪过一排排金属管，这些金属管
一端埋在地底，一端露出地面。很
多人会好奇：这些整齐排列的金属
管有什么用呢？

其实，这些金属管叫热棒，是
一种由碳素无缝钢管制成的高效
热导装置。众所周知，青藏高原环

境恶劣，海拔高气温低，不仅氧浓
度低，还有一些融尘和高原冻土，
这些融尘和冻土会破坏土层结构，
致使路面发生变形甚至是塌陷，可
以说是青藏铁路修建过程中最大
的拦路虎。

因为冻土里的含冰量很高，温
度升高冻土就会融化下沉，导致路
基也跟着下沉。一到冬天，路基被
冻住后又会上升，在这种情况下，
铁路结构会受到损害，严重的还会
造成铁路事故。

为此，青藏铁路的设计师们
苦心研究，终于找到了给冻土降
温的方法，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看
到的热棒。

据了解，热棒是一种由碳素无

缝钢管制成的高效热导装置，5米
埋入地下，地面露出2米。热棒上
部（放热段）装有散热片，热棒的下
部（吸热段）直接埋入多年冻土
中。它的结构大致为一个密闭空
心长棒，内装有一些液氨。

热棒具有独特的单向传热性
能：热量只能从地面下端向地面上
端传输，反向不能传热。液氨沸点
较低，在冬季土中热量使该液体蒸
发到顶部，通过散热片将热量传导
给空气，冷却后又液化回到下部，保
持冻土冷冻状态不松软。在夏季，
液体全部变成气体，气体对流很小，
热量向底部传导很慢。独特的冷却
地温的作用使热棒堪称“魔棒”。

中国人自己的冻土治理技术——

低温热棒，成功解决了40多年来
一直困扰中国科学家和青藏铁路
建设者的重大技术难题——青藏
铁路路基多年冻土层夏季融沉、冬
季冻胀的不稳定问题。

通过热棒的单向导冷作用，冬
天在地下冻土层中储存大量冷量，
在夏季使冻土不融化，形成“永冻
层”，提高了冻土的强度，可有效防
止以冻土为路基的铁路、公路在运
行时的融沉。热棒技术广泛应用
于冻土地带的铁路、公路、桥梁、涵
洞、隧道、固变电铁塔、矿山等工程
建设。

（本文科普知识点由重庆市科
学传播专家团成员、交通运输领域
专家彭勇提供指导）

□石晓龙

7月 12日9时许，中国民营航天企
业蓝箭航天的朱雀二号遥二火箭从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发射任务取得
圆满成功，成为世界上首款成功将载荷
送入预定轨道的液氧甲烷火箭，标志着
近年热门的“液氧甲烷潮流”向着实用化
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那么，火箭选择液氧甲烷推进剂有
哪些好处？液氧甲烷火箭又具备怎样的
应用前景呢？

从灶台到火箭

虽然液氧甲烷火箭发动机的实用化
历程在近年逐渐引发关注，但其“萌芽”
的年代却相当早。1931年3月，德国火
箭先驱约翰内斯·温克勒主持发射了人
类第一枚液氧甲烷火箭——“休克尔-温
克勒一号”。该火箭与后辈“长相”区别
很大，燃料储存于管内，唯一的发动机位
于火箭中央。可惜该火箭仅飞到约60
米高度，在当时也找不到实用价值，因此
没能掀起波澜。

20世纪中期，液体火箭快速发展。
当时液体火箭发动机选择煤油、液氢等
作为主要燃料，甲烷仍然“缺席”。

随着天然气被送入厨房灶台和工厂
机组，其燃烧效率高、绿色环保、成本低、
易制取等优点日益突出，甲烷也逐渐成

为火箭发动机科研人员无法忽视的燃料
选项。

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展了含甲烷
火箭燃料发动机的预究工作，众多航天
动力研究单位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和经
验，为液氧甲烷发动机飞天打下了坚实
基础。

虽然各国航天对于含甲烷火箭燃料
的研究工作开展得较早，但是由于种种限
制和考量，整个20世纪里，液氧甲烷发动
机都没能推动火箭入轨发射，而是保持着
技术验证和探索者的身份，默默无闻。

直到21世纪20年代，在经过半个多
世纪的技术沉淀后，液氧甲烷发动机终
于抵达实用化阶段的“门槛”。与此同
时，可回收复用火箭技术逐渐成熟，促使
液氧甲烷推进剂扬长避短，成为未来火
箭动力的“新宠”。

动力“新宠”优点多

在推进剂性能方面，液氧甲烷对比
传统的液氧煤油各有优劣。在密度方
面，相同设计条件下，液氧甲烷的组合密
度比液氧煤油低20%左右，意味着液态
甲烷的能量密度不如液氧煤油。而在比
冲上，甲烷的理论比冲值比煤油高3%左
右，但比冲很容易受到诸如发动机循环
方式等因素影响，因此煤油与甲烷的比
冲可以说是基本相同的。在冷却效果
上，甲烷展现出作为低温燃料的优势，得
益于比热容指标，其综合冷却能力是煤
油的3倍以上，并且作为含碳燃料，不易
结焦积碳，这对于发动机实际使用效果
来说更加“友好”。

在发动机维护性上，甲烷则有天生
的优势。如今，可回收复用火箭成为大
势所趋，液氧煤油火箭在回收后必须对
发动机进行彻底清洗才能继续使用，而
液态甲烷为强挥发性燃料，液氧甲烷发
动机由此显著减轻了后勤维护工作量。

在火箭储箱等结构设计上，甲烷燃
料的使用也给火箭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液氧作为氧化剂，沸点约为-183℃，甲烷
作为还原剂，沸点约为-161℃，两者较为
接近，远远不像液氧和液氢那样沸点温
差悬殊。因此，选择清洁燃料时，液氧甲

烷火箭便于使用低温推进剂共底储箱，
从而有效降低储箱重量，缩短长度，促使
火箭箭体减重，增强运载能力，还可以弥
补在组合密度上的劣势。此外，甲烷的
可挥发性强，因此储箱可以采用自生增
压设计，进一步助力高效减重。

因此，液氧甲烷发动机性能强大，使
用成本低廉，综合特性非常适合可回收
复用火箭技术的发展潮流，成为火箭动
力的“新宠”也就不足为奇了。

厚积薄发攀高峰

本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火箭第二次发
射，其首次发射在去年12月14日进行，
遗憾的是，在火箭第二级飞行过程中，发
动机管道破裂，导致游机出现异常，载荷
未能入轨。朱雀二号火箭团队及时归零
故障，改进后收获成功，殊为不易。

据公开资料显示，我国蓝箭航天、九
州云箭、星际荣耀、宇航推进等多家民营
航天企业正在开展液氧甲烷火箭及发动
机的开发工作，陆续取得了可观的成果，
其中进展最快的就是蓝箭航天。

该公司研发的“天鹊-12”是国内首
款投入使用的液氧甲烷发动机，采用燃
气发生器循环，海平面推力为67吨，海
平面比冲达286秒，真空推力80吨，真
空比冲可达337秒，室压约为10兆帕。

朱雀二号火箭第一级安装有4台
“天鹊-12”，起飞推力可达268吨。而蓝
箭航天还在持续改进这款发动机，新型
号“天鹊-12A”未来有望在朱雀二号火
箭第一级上亮相。

当前，朱雀二号火箭第二级安装有
单台“天鹊-12”和“天鹊-11”10吨级液氧
甲烷游动发动机。其中，第二级的“天
鹊-12”与第一级发动机状态相同，并未
进行真空优化。未来，朱雀二号火箭将
取消游机，取而代之的是“天鹊-15A”80
吨级可变推力泵前摆液氧甲烷发动机，
可以认为是“天鹊-12A”的真空优化改
进版。未来，“天鹊-12A”和“天鹊-15A”
成功应用后，朱雀二号火箭有望在降低
成本的同时进一步提升运力，满足更多
类型的发射需求，适应未来商业化航天
发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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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金属管解决高原冻土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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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科协系统积极开展
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

编者按：

7月10日至16日是第33个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主题是“节能
降碳，你我同行”。该活动是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开展节能降碳宣传
教育、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举措。我市科协系统
积极响应节能降碳倡议，开展了形式各样、具有特色的节能宣传活
动，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通讯员 邹璐遥

在第 33 个全国节能宣传周期
间，江北区科协积极联合各部门开展
节能宣传系列活动，积极响应节约用
电倡议，营造节约用电、科学用能、迎
峰度夏的良好氛围，以实际行动支持
国家节能减排工作。

一是江北区科协同多部门联合
在观音桥步行街开展2023年迎峰度
夏节约用电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多部
门联合发布节约用电倡议，同市民朋
友们共同观看节约用电主题宣传片，
并设置节约用电宣传服务区。

二是在江北科普公众号及线下

志愿服务活动当中，积极宣传节能节
电低碳科普知识，发放“家庭节能36
计”“生活垃圾分类指导手册”等节能
宣传资料及环保购物袋。

三是积极履行节约用电倡议，减
少使用一次性水杯、签字笔、矿泉水
等，7月12日全国低碳日当天响应机
关事务局号召，办公区域及公共区域
停开空调停用照明。

接下来，江北区科协将积极开展
节约用电节能减排科普宣传，营造节
约用电、科学用能、迎峰度夏的良好
氛围，以实际行动支持国家节能减排
工作，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江北区科协
迎峰度夏节约用电宣传深入人心

□通讯员 李佳芯

为进一步传播节能降碳和绿色
发展理念，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充分发挥公共机构在全社会绿色低
碳发展中的示范引领作用，由彭水县
发改委牵头，县科协、县经信委、县卫
健委、县农业农村委、县交通局、供电
公司等10余家单位在县城两江广场
共同开展了2023年节能宣传周暨全
国低碳日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和科普志愿
者向来往群众普及碳达峰碳中和、绿

色出行等发展理念，发放节能降碳宣
传手册、环保袋共计2000余份。此
外，科普志愿者向来往群众仔细讲解
节能降碳的重要性和正确做法。

本次节能宣传周活动主要包括
居家节能降碳、农业农村绿色生产、
科技节能降碳、重点领域节能降碳、
公共机构绿色低碳等多个专题，涵盖
工业、农业、建筑、交通运输等重点节
能领域，覆盖机关、学校、企业、社区
等各个方面，重点开展生态优先、节
约节能、绿色低碳发展等知识的科普
宣传。

彭水县科协
科普“双碳”知识倡导绿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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