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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开展食品安全周主题日活动
中国科协主办的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中国科协主题日活动，7月20日在

京举办。此次主题日活动，启动了 2018 年食品安全进万家活动，将从进社
区、进校园、进工厂、进网络和进餐饮五个方面展开。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
会分别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饿了么”“便利蜂”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深
入社区、商超平台、网络订餐平台等食品消费重点场所，集中开展贴近消
费、贴近生活的科普服务，提升食品安全宣传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黑龙江省科协会前学法讲法
黑龙江省科协7月23日举办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专

题讲座，全面启动党组会等会前学法讲法活动。本次讲座由科普部主讲《科
普法》出台的背景、目的、概念、方针、性质、特点、内容。 今年，黑龙江
省科协充分利用党组会、党支部学习日，开展40余部党规党纪和法律法规学
习教育，通过学法、讲法、用法，进一步弘扬法治精神，提高广大干部法律
素养和依法履职能力，在实际工作中落实依法依规办事，推动省科协事业健
康发展。

内蒙古科协培训本系统干部
为切实加强内蒙古自治区科协系统工作，提升自治区科协干部队伍素

质，推进科协系统深化改革，7月24日，内蒙古科协系统干部培训班在通辽
市举办。自治区科协机关各部门、各直属事业单位负责人，各盟市科协、各
旗县 （市、区） 科协主席参加培训。培训班围绕科协基层组织建设、科协系
统深化改革、新时代科普工作、学会工作开展等主题进行专题讲座和交流讨
论，就全区科协系统工作进行研讨交流，并实地参观考察通辽市科普示范社
区、科普示范基地。

广西科协调研基层改革进展情况
广西科协领导带领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工作调研组，7月17-25日深入柳

州、贺州、防城港、贵港、梧州开展深化改革工作调研。此次调研采取收集
材料、听取汇报、座谈交流、实地考察多种方式，及时了解各市县 （区） 科
协改革方案出台后的实施进展、科协深化改革重点难点。调研组先后召开5场
座谈会，查阅相关市、县 （区） 深改工作档案文件，参观街道科协、社区科
协、农技协、科普教育示范基地等，研究探讨深化改革工作中的难点问题。

科协动态

说能解源

燃料电池，一种发明于1839年的电池技术，
在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下得到快速发展，成为人类
应对化石能源枯竭和环境污染问题双重挑战的有效
途径之一。

燃料电池是一种将燃料 （氢气、甲醇、金属
镁/铝/锌等）的化学能直接转化为电能的电化学发
电装置，可以采用气体（氢气、天然气等）、液体
（甲醇、乙醇等）和固体（金属镁、铝、锌）等作
为燃料。它的工作方式与燃油（汽、柴油）发电机
一样，燃料储存在电池的外部，因此它没有传统一
次/二次电池额定容量的限制，发电容量仅取决于
所提供的燃料，只要不断供给燃料就能持续稳定对
外发电。从发电原理看，燃料电池没有燃油发电机
那样的高温“燃烧”过程，而是通过高效的电化学
反应将燃料的能量直接转化为电能。因此，燃料电
池兼具传统一次/二次电池和燃油发电机的优点，
其发电效率通常为传统燃油发电机的2-3倍，是一
种高效的电化学“发电机”，被誉为“21世纪理想
的发电技术”，可广泛用作移动电源、动力电源、
分布式电站等。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是国内最早开展燃料电池技术
的研究机构，从事燃料电池的研究和开发已有逾40年
的历史。经过40多年特别是最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大
连化物所在燃料电池领域有了很好的技术积累和人才
储备。大连化物所在上世纪70年代成功研发了两种型
号的航天用碱性燃料电池系统。2000年首次将燃料电
池动力系统应用于我国第一台燃料电池中巴车，先后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美国加州燃料电池车示
范项目、2010年上海世博会及新加坡世青赛示范应
用。近年来，该所开展了燃料电池关键材料、核心部
件、系统集成、产品开发、标准制定全链条创新，开
发了系列氢燃料电池、甲醇燃料电池和金属燃料电池
产品和工程样机，并在国内首次将燃料电池应用于移
动电源、无人/有人驾驶飞机动力电源、应急储备电源
等，牵头制定了20余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引领带
动了我国燃料电池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

当前，在我国大力发展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
的新兴技术的时代背景下，燃料电池技术迎来了前
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然而，燃料电池的产业化应用仍需解决电池成本、可靠
性、耐久性和基础性配套设施等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问题，需要科研机构、
产业界、政府部门的协力配合不懈努力。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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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载人航天到深空探测
航天器的第二个领域是载人航

天。人类几百年前就想上天，但是
囿于科学技术的限制，直到20世纪
才有了可能。因为无法上去一看究
竟，产生了很多神话。比如，中国
的嫦娥奔月、吴刚伐桂。明朝有一
个敢于冒险上天的人，名叫万户，
将40余个火箭固定在太师椅上尝试
上天。这一行为赢得了很多外国人
的尊重，月球上有一个环形山便是
以万户的名字命名的。中国的登月
计划在1975年被撤销，直到1992年
才重启。

1992 年为什么批准了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在 1986 年 3 月，一封名
为“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
展的建议”的建议书，被摆在小平
同志的桌上。这份建议书由“中国
光学之父”王大珩执笔，物理学家
王淦昌、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
航天技术及自动控制专家杨嘉墀联
名签署。建议书里，这四位科学家
认为我国也要采取相应的对策以应
对美国的“战略防御倡议”，这就是
后来的“863计划”，其中有一项载
人航天项目。经过多名航天领域专
家 3 年的反复分析论证，一致认为

中国航天项目要从载人飞船起步，
不能沿用美国的航天飞机。航天飞
机已经被美国承认是一个错误项
目，其安全性能差，返回维修费用
高昂，这对于当时中国的国情是无
法承受的。假若选定航天飞机上天
的方法，也许现在仍停留在试飞实
验阶段，无法实现上天目标。归根
到底，无论航天飞机还是飞船，适
合我们国情的才是最好的。

1992 年起步的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项目，并不仅仅是让航天员上一
次天，中国还要建立空间站。这要
经历三个阶段：载人航天阶段、空

间实验室阶段和空间站阶段。到目
前为止，将杨利伟送上太空是完成
了第一阶段，第一阶段杨宏是副总
设计师，第二阶段他是“天宫一
号”的总设计师，解决了交会对接
问题。现在他是空间站的总设计师。

航天器第三个领域是深空探测。
首先是探月。探月工程分三步走：

“绕”“落”“回”。第一步，嫦娥一号
绕月飞行传回月面信息，嫦娥二号近
距离绕月飞行确定了嫦娥三号着陆
点。第二步是嫦娥三号登月，让玉兔
月球探测车踏上月球。玉兔在月球表
面巡视了一段，获得并传回了很多数

据，虽然现在停止工作了，但已经完
成了我们预期任务。绕月和登月结束
便是第三步的取样返回。我国预计
2020年前发射月球采样返回器。在月
面特定区域软着陆并采样，将月球样
品带回地球进行研究。探月工程第三
步必须要由成熟的长征五号来完成，
现在长征五号火箭正在准备第三次发
射。

1970 年 4 月 24 日，第一个卫星
上天，2003年11月15日飞船送杨利
伟进入太空，2007年4月24日嫦娥
一号到达月球，这三件事是我国利
用太空能力的标志。

最 后 就 是 捍 卫 太 空 的 能 力 。
2007 年 2 月份，中国用一颗导弹把
中国失效的气象卫星给击碎，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向世界声明中国坚
决捍卫主权不受侵犯、有能力回击
侵犯太空权益的行为，但也引起
美国的炒作、攻击：把一颗卫星
打碎变成了太空垃圾。这方面确
实产生了很大的太空环境问题，
后来美国也尝试击落一颗卫星，
但是他们吸取了我们的教训，将
卫星轨道降得非常低，卫星最后
进入大气层燃烧掉，并没有产生
太空垃圾。从这以后，我们每年
都做一次类似的实验，积累了相
当丰富的经验。目前，我们利用
太空、卫星、载人飞船、深空探
测等方面的成绩都有很大的提升。

从东方红一号到载人航天
□□ 中国工程院院士 戚发轫

MSTA大家系列讲座

（下）

7月25日，福鼎市河道管理中心主任林上霞（右）在介绍河道专管员通过
手机移动终端向福鼎河长制信息化综合管理平台发送的龙山溪畔垃圾物图像。

今年以来，福建省福鼎市在生态水环境治理方面，全面推进综合治
理，确保流域生态环境优美。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综合治理生态水环境综合治理生态水环境

（上接第一版）
第三个方面，是风险识别和风

险控制。大家知道木桶原理，这么
大的天宫实验室短板在哪里？你要
把短板找出来，要有办法给它在设
计上加长，过程控制上加强，可靠
性方面加强，还有对策上加强。但
是识别风险是一个难题，在这里面
我们有一整套的设计方法，来找出
这个短板来。如果找不出来，天上
出了事那就没有办法。

第四就是以人为本的安全性设
计和舒适性设计。在以人为本的理
念上安全是第一的，其次是舒适。
航天员长期工作生活在天宫空间实
验室，这个时候的大气环境，舱内
的空气、氧气、有害气体能不能满
足生存条件？装一个新房子还有不

少异味，航天员的安全性、健康，
要受很多因素影响。由于我们长期
在轨运行，太空垃圾是很大的麻
烦。所以天宫空间实验室必须有空
间的防护作用，既当防护板还要防
辐射。以人为本，要以人为核心，
形成一个热循环体，就是航天员在
舱内要发出热量，产生湿气，湿气
收集起来提纯的水还可以再喝。热
量散发出来，可以把热量收集起
来，用于舱内的空气加热。再把多
余的热量排放到太空去。太空有一
个辐射器，这个辐射器同时也是空
间实验室的防护板。必须紧紧围绕
人的安全性还有舱内的舒适性，保
证人的安全和舒适。

天宫一号取得成功以后，是跟
3 个飞船对接，原来作为备份的天

宫二号就被赋于了新的任务，这里
面开展了多项实验。

中国载人航天要走自主创新之路
通过天宫的研制我有一个深深

的体会，成功是有规律的，关键核
心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独立自主的发展
道路。作为航天一线设计师，在这
里借这个机会说说我们航天人的心
声。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距离
世界航天强国还有很大的差距，时
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经常说
的一句话，就是戚总带着我们的时
候经常说的，成功不等于成熟，一
次成功不等于次次成功，次次成功
也不等于下一次就一定能成功。所
以航天人时刻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

脑，一切从零开始。当年戚发轫总
设计师带着我们的时候，每发射完
一条飞船，成功返回以后，就要一
切从零开始，因为这个成功是过
去，是历史，要开始新的任务必须
从零开始。正视差距，埋头苦干，
多干少说，只干不说。这是我们航
天人的心声。

载人航天是个集体项目，是
成千上万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老
一代航天人不仅为我们打下坚实
的技术基础，更给我们留下宝贵
的精神财富，就是“两弹一星”
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我认为，
应该把老一代科学家爱国主义精
神和高尚情怀视为我们的宝贵财
富，代代相传。

（本文根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五院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宏研究
员在由科普时报社、中国科普网、
科米直播主办的“MSTA 大家系列
科技讲座”第一期的演讲整理而
成）

1+1=1：载人航天的交会对接

创可贴用来包扎伤口，防止再次受创，起到暂时性止血作用。但“鱼皮创可
贴”就让人很疑惑：我们日常吃的鱼皮，能用来包扎伤口？会不会有细菌感染？

实际上，所谓的“鱼皮创可贴”是从罗非鱼鱼皮中提取出来的胶原蛋
白。在中国科学家莫秀梅与孙皎等人研究此项目之前，已经有人使用胶原蛋
白促进皮肤再生。在过去，猪和牛的胶原蛋白已被成功用来促进伤口愈合，
不过牛的胶原蛋白会引起人过敏反应，但这些哺乳动物可能会引入疾病风险
阻碍了它们在医学领域进一步应用。但是，鱼皮的胶原蛋白具有多种优越性。

人的皮肤有温度和位置的变化，而鱼皮的胶原蛋白有着极好的热稳定性
与拉伸强度，因此，这些优点使得“鱼皮创可贴”可以很好贴附在皮肤上。

罗非鱼鱼皮的胶原蛋白也展示出促进角化细胞的体外生长的能力。角
化细胞是伤口愈合及免疫应答必要的两种细胞其中之一，另一个则是成纤
维细胞。它们好比猴子搬来的救兵一样。这些细胞会移动到伤口处帮助增
加上皮细胞分裂，并且成纤维细胞也会“发射信号弹”来促进伤口愈合。

如果把免疫系统比做一片海洋的话，那么脾脏就是其中的蓝鲸，B和T
淋巴细胞就好比蓝鲸的一双眼睛。B和T淋巴细胞时刻监视着外来的“入侵
者”，即抗原。因此，研究学者使用大鼠的脾脏细胞培养罗非鱼鱼皮的胶原
蛋白并观察“监视者”对它们的反应。令人惊讶的是，“监视者们”对来源
于罗非鱼鱼皮的胶原蛋白并没有明显的免疫反应，说明来源于罗非鱼的胶
原蛋白对于大鼠并没有致敏性。

由于在细胞培养阶段看到了希望，接下来，她们就进行了活体实验，
将胶原蛋白植入到大鼠的伤口处，28天后观测IgG和IgM两种抗体的水平，
结果显示，抗体水平依旧没有升高，表明在这种“创可贴”与哺乳动物的
免疫系统之间有着高度的兼容性。

未来“鱼皮创可贴”在促进伤口愈合方面一定会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但是在此之前还需对大型哺乳动物进行大量的试验。

（作者系大连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学院2017级八年制三班学生。指导教师为
大连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李潺）

“鱼皮创可贴”
可促伤口愈合

□□ 柴 璐

要选出一种最让人讨厌的昆虫，那一定是蚊子了，
不仅吸人血，还会“发红包”，让人奇痒难忍。

在长期和蚊子的斗争当中，人们发明了越来越多的
奇葩驱蚊法。最高大上的一种，要数利用智能手机下载
驱蚊 app，用特殊的声波将蚊子赶走。发明者说，吸血
的蚊子都是雌蚊子，因为怀孕了需要人血液中的激素和
营养物质，而这时候就不想与公蚊子继续纠缠了。这个
app 发出的就是公蚊子扇翅膀的声音，可以把母蚊子吓
走。

其实，蚊子也并没有一夫一妻的观念，怀孕后也不
会拒绝和公蚊子接触。而且，蚊子的种类很多，翅膀震
动频率约在每秒 250 到 1000 次范围内，就像人有很多方
言一样，你在这里用上海话骂街，我一个广东人肯定听
不懂，别说被你吓跑了，没准我还会一不留神多喝一杯
饮料。所以这个声波驱蚊也是妥妥的谣言。

过去，很多人都点蚊香，但是蚊香的味道有些不
好，而且还容易烧到家具，于是有人又发明了电蚊香。
电蚊香的主要驱蚊成分是除虫菊酯，就是我们杀虫喷雾
中常用的，容易在空气中挥发，损害昆虫的神经。很多
人认为它对人也会有毒性，害怕小孩子将蚊香片当成饼
干吃了，实际上这个担心有些多余。普通人吃一百片才
会中毒，但是这玩意味道那么差，谁会一直吃啊。

瑞典科学家发现蚊子并不会吸鸡血，可能是鸡的形
象或气味赶跑了蚊子，因此提出了床头放鸡防蚊子的想
法，但是鸡会乖乖听你的话待在床头吗？

还有人说可以在床头养一只老鳖，因为蚊子最喜欢
吸它们的血，可是老鳖被蚊子咬后就会死了，一天一只
老鳖，成本是不是有些高，而且也太残酷了吧。

日本发明家发明了一种能防蚊的衣服，全身上下都
包裹着，嘴巴和屁股都有拉链，方便吃饭和上厕所。不

过如果真这样的话，弄个蚊帐不就好了？这种防蚊服装受到了军队的重视，
毕竟在蚊子特别多的热带雨林或草原作战，有时候被咬一口真的会被传染上
致命疾病。

微软公司发明了一种激光炮，可以
打中 30 米范围内的蚊子，可是这怎么
想都很危险，而且造价很高。微软也意
识到了，决定不推广这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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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张家伟） 英国剑桥
大学发布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地球
早期存在的一些复杂的有机体在进
化过程中变得更高、更大，其原因
并不是为觅食，而是要把后代散布
到更广阔区域，从而更好地繁衍。

研究人员通过分析化石记录，
探讨了数亿年前生命的生存状况。

刊登在英国期刊 《自然·生态
学与进化》上的研究报告说，在比
震旦纪 （约6.35至5.41亿年前） 更
早的时间里，生命体在体积上都非
常微小。然而到了震旦纪，复杂的
有机体开始出现，一些甚至在体型
上能够长到两米高，它们尽管看起
来像蕨类植物，但其实很可能是地
球上最早出现的动物之一。

研究人员认为，许多在海洋
中成功繁衍的生命，其实是能够
把后代“投放”到最远区域并建
立聚集地从而占领周边环境的一
类，个头足够大才更有利于它们

实现这一目的。
此前一些观点认为，有机体在

进化过程中体型不断增大是为了在
获取食物的竞争中得到优势。但报
告主要作者、剑桥大学学者埃米
莉·米切尔说，那个时候的海洋充
满营养丰富的食物，没有太多的竞
争压力，甚至猎食者都还没出现。
团队在化石分析中也看不到两者的
必然联系，反而有明显证据显示它
们的体型与扩大繁衍范围有更强的
关系。

早期地球生命为何会变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