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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期间深部脑刺激或能增强记忆力

日前，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基
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方案》
（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提出，加强
实验教学，强化学生动手操作实验，
将学校实验课开设情况纳入教学视导
和日常督导，将实验操作纳入中考。

与课堂教学相比，实验教学能够
揭示事物现象的本质和规律，更有利
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实验操作纳
入中考有何意义？如何全面加强实验
教学？实验操作到底怎么考？记者就
此采访了多位专家和一线教师。

纳入考试促进实验教学提质

“新科学课标提出科学课要培养
学生科学观念、科学思维、探究实
践、态度责任，其中探究实践素养的
形成，需要学生经历完整的实验过
程。” 北京市石景山区电厂路小学科
学老师李梦认为，通过科学实验验证
自己的观点、搜集证据、观察现象是
非常重要的环节，实验课在实际教学
中占据重要角色。

目前，广东省已有多个地市将实
验操作纳入中考。2021 年，广州将
物理、化学实验操作考试作为中考的

一部分，物理、化学改成笔试 （100
分） +实验操作 （10分）；今年5月，
深圳对全市九年级毕业生进行物理、
化学实验操作考核，对八年级学生进
行生物学实验操作考核，所有考核成
绩以“合格与待合格”形式记入中考
考生档案；在中山，初三学生物理、
化学实验操作每科实验考试满分为该
科目总分的10%，计入该科目初中学
业水平考试总成绩。

“我们学校一直很重视实验教
学，重视学生动手实验，课标规定的
必做实验全部带学生做。”深圳中学
龙岗学校初中部教学处主任、中学化
学高级教师陈友琴告诉记者，对《行
动方案》提出“实验操作纳入中考”
并没有感到惊讶，但需督促学校和老
师在教学时要更加规范。

北京市怀柔区长哨营满族乡中心
小学科学老师李嘉欣认为，一方面，
实验操作纳入中考体现了对学生评价
的多元化，注重学生的综合实践能
力；另一方面，对实验的重视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有
利于学生全面发展。

“实验课的作用在于培养学生的

科学思维和动手能力，让学生经历科
学家在探究问题时的一系列完整过
程。”李嘉欣说，将实验操作纳入中
考将真正提高学校的重视程度，促进
实验教学提质。

培养动手能力，亟待改善
实验教学条件

“未来实验操作进入中考势在必
行。”不过，李梦对开展实验教学表
示了担忧，从全国整体情况看，实验
教学还存在体系不完善、内容形式陈
旧单一、教学质量不够高等问题。

“目前来看，实验操作还不具备全面
进入中考的条件，有待于相关部门通
过建立学校实验室、完善管理制度、
健全实验器材等方式提速实验教学，
待时机成熟再陆续推进。”

“培养一批能够有效实施日常实验
课以及指导实验考试的教师迫在眉
睫。”“天宫课堂”科学指导老师付雷告
诉记者，实验教学需要大量的实验设
备，现阶段师资力量是不够的。“以一
个40人的班级为例，至少需要两个助
教老师才能完成日常维护，目前的实际
情况是一个老师可能要带好几个班。”

“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较多
学生存在理论知识丰富，但不懂如何
将学到的知识用到实际生活中。”付
雷说，科学课应该由科学知识、科学
方法和科学实验三部分组成，缺一不
可。科学知识可以解释科学实验中的
现象，科学实验又能印证科学知识。

“需要注意的是，实验不能变成
纸上谈兵。”北京育才学校生物老师
陈宏程认为，一些地区的学校实验
室、实验设备不完善，难以保证实验
条件，甚至出于对学生安全的考虑，
不允许学生亲手做实验。

“没有拿过解剖刀，怎能说上过
生物课呢？”陈宏程直言，大部分中
学这类型的实验课已经非常少见了。

这与李嘉欣的观点不谋而合。
“例如，小学五年级科学课中有关
‘热’的内容，要求学生使用酒精灯
加热。但出于安全考虑，很多老师会
选择演示实验。”李嘉欣强调，“学生
亲自完成实验得到的结果是与文字、
图片完全不同的体验，动手做会使更
多孩子对理化生等基础科目产生兴
趣。”

（下转第2版）

科普时报讯 睡眠在增强记忆力方面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科学家们仍在努
力破解这一过程在夜间如何在大脑中发挥
作用。据新华社报道，由美国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健康中心和特拉维夫大学的科学
家领导的新研究发现，在睡眠周期的关键
时刻进行有针对性的深部脑刺激似乎可以
改善记忆巩固。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新一
期英国《自然·神经学》杂志上。

根据大脑如何在睡眠期间将新信息转
化为长期记忆的主流理论，海马体和大脑
皮层之间会在夜间进行对话，而大脑皮层
与推理和计划等高级大脑功能有关。研究
人员指出，他们的研究首次证明了这个长

久以来的说法——睡眠期间海马体和大脑
皮层的协同活动是增强记忆的关键机制，
即通过睡眠期间海马体和大脑皮层之间的
交流，大脑中的记忆能够得到持久巩固。

深部脑刺激法是治疗帕金森病等神经
疾病的重要方法之一，即把电极植入脑中
特定的神经区域，再外接电源给予刺激，
以改善脑细胞的功能。研究人员在18名癫
痫患者脑中植入电极，研究睡眠期间深部
脑刺激法的作用。

研究发现，睡眠期间深部脑刺激法可
改善大脑中负责获取新记忆的海马体和负
责长期存储记忆的额叶皮层之间的交流。
监测睡眠期间海马体活动发现，这一疗法

能够精确、定时将电刺激传递到额叶皮
层。通过对接受和不接受深部脑刺激法两
组受试者的比对性测试发现，睡眠期间深
部脑刺激法能够显著改善受试者记忆的准
确性。

研究人员还监测了这一方法以单个神
经元为单位对大脑活动的影响，结果发
现，在睡眠期间开展精准刺激，有助于加
强海马体和额叶皮层之间的交流。他们认
为，作为特殊的干预式刺激疗法，深部脑
刺激法有助于改善和巩固记忆，增强大脑
中海马体和大脑皮层的协同性，未来有望
为治疗痴呆症等记忆障碍疾病带来启发。

（科文）

“棉花糖”“冰淇淋”“中国地图”……这几天，北京
蔚蓝的天空中，多姿多彩的云霸屏了朋友圈：北京的云真
美！现在，是北京观云好时节吗？云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云的种类又有多少？6月12日，中国气象局气象专家朱定
真接受科普时报记者采访，为公众解疑释惑。

丰富水汽加高空冷涡形成对流云

“所谓观云的好时节，主要看你想看什么样的云，如
果是看蓝天白云，肯定是在秋季，天高云淡，看云相对比
较好。现在是初夏时节，北京常常处在高空北风路径上，
此时天气晴朗为主，又不时地有短暂午后雷阵雨刷洗天
空，并且带来了水汽，使得天空背景更加清澈，天空中的
云要比其他时候更丰富多彩。”朱定真解释，最近东北地
区高空冷涡天气的存在，会使高空大气温度明显偏低，从
而使高低空气温差变大而造成大气的不稳定，此时极易产
生空气上下的热对流。夏季强烈辐射导致低层空气受热上
升，遇高层冷空气凝结后便形成云。午后对流可以发展到
很高的高空，会形成如山似塔的积雨云，带来雷雨等强对
流天气。

目前，北方午后经常会有雷阵雨，使地面存在水汽蒸
腾效果。相对来讲，蒸发到空中的水汽比较丰富，再加上
这些天，高空冷涡相对稳定输送来了有利于凝结成云的冷
气流，所以，公众便有机会看到了多姿多彩、形态各异的
对流云。

朱定真说，虽然东北高空冷涡天气四季都有，但初夏
时节与地面辐射增温相遇往往表现得更突出，极易产生不
同程度的气流上升运动。

形态各异多达30种

云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朱定真介绍说，简单而言，云
是大气中的水汽遇冷凝结成的小水滴或凝华成的不同形状
的小冰晶，混合组成的飘浮在空中的可见聚合物。

云随着气流的变化可以形成各种形状，因其在天上的
不同高度、形态、物理过程等而分为“三族”“十属”近
30种。“实际上，一年四季的云，由于不同地理位置，受
地形地势的影响，云也会有明显差异。”朱定真说。

长期的观测和实践表明，云的产生和消散以及各类云
之间的演变和转化，都是在一定的水汽条件和大气运动的
条件下进行的。朱定真告诉记者，人们虽然看不见天空中
的水汽，也看不见大气运动，但从云的生消演变中，可以
看到水汽和大气运动的一举一动，而水汽和大气运动对预
测雨、雪、冰雹等天气现象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看云识天气

“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清早宝塔云，下午雨倾
盆”……千百年来，我国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根据云的
形状、来向、移速、厚薄、颜色等的变化，总结了丰富的

“看云识天气”经验，并将其编成谚语。那么，它们真实
可信吗？

“这些谚语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朱定真举例，比如
“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当早晨东方无云，西方有
云，阳光照到云上散射出彩霞，表明空中水汽充沛或有阴雨系统移来，加
上白天空气一般不大稳定，天气将会转阴雨；傍晚如出晚霞，表明西边天
空已放晴，加上晚上一般对流减弱，形成彩霞的东方云层，将更向东方移
动或趋于消散，预示着天晴。

在暖季的早晨，如天边出现了堡状云，表示这个高度上的潮湿气层已
经很不稳定。到了午间，积累了足够热量的低层对流一旦发展，上下不稳
定的层次结合起来，就会产生强烈的对流运动，形成积雨云而发生雷雨。
所以有“清早宝塔云，下午雨倾盆”的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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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天津津南区八里台镇局
部地面出现沉降现象，导致该区域
数千户居民紧急撤离而引发广泛关
注。有关单位及相关专家根据目前
所掌握的各种资料初步判断，此次
事件属于突发地质灾害。

什么是地面沉降？这一现象很
常见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
又该如何应对这些突发地质灾害？
带着众多疑问，科普时报记者采访
了相关专家。

地面沉降现象较为常见

“地面沉降又称为地面下沉或
地陷，是在人类工程经济活动影
响下，由于地下松散地层固结压
缩，导致地壳表面标高降低的一
种局部的下降运动。”中国地质科
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正高级工程
师杜建军说，造成地面沉降现象
发生的客观原因是深部地质构造
比较复杂，相关单位通过多种先
进手段探测推断认为，天津这一

区域 1300 米深度以下疑似存在地
质空腔，导致了此次地面沉降现
象的发生。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黄辅
琼告诉科普时报记者，在地下结构
复杂、人类活动强度较大的地区，
地面沉降是很常见一类灾害形式。

“造成地面沉降发生的因素很多，
主要分为自然诱发因素和人为诱发
因素。自然诱发因素包括构造活
动、地震发生、火山活动、气候变
化、地应力变化，及土体在重力作
用下的自然固结等；人为诱发因素
主要包括开发利用地下油、气、水
等的流体资源，开采固体矿产，岩
溶塌陷，软土地区与工程建设有关
的固结沉降等。”

数据显示，目前世界上有34个
国家的约200个城市正在慢慢下沉，
我国类似的情况也正发生。早在
2010年，我国就有20多个省市区发
生了地面沉降。其中华北平原、长
江三角洲和汾渭盆地是重灾区。

杜建军表示，大部分的地质沉
降规模较小，也较少出现在居住密
集区，所以引起的社会反响较小。

“天津的地面沉降现象一直都存
在，其沉降面积主要分布在南部平
原区。从 1959-2001 年间，天津市
区最大累计沉降量达2830毫米，塘
沽最大累计沉降量达3110毫米，汉
沽最大累计沉降量达2840毫米。至
2019年累计沉降最大点位于滨海新
区塘沽街上海道与河北路交口，沉
降量为3451毫米。”

科学干预能有效减缓沉降

地面沉降现象虽然很常见，但
国家相关部门对此一直都很重视。
2012年初，由国土资源部、水利部
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十部委联
合编制的中国首部《全国地面沉降防
治规划（2011-2020年）》获得国务
院批复，地面沉降作为一种重要的
地质灾害正式被纳入防灾减灾之列。

杜建军表示，近些年来我国在

地面沉降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不少
突破，有效地减缓了这种地质灾害
的严重程度。“在地质灾害发生
后，以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是可以
介入减缓甚至阻止灾害的继续扩大
和蔓延。特别是针对人为原因导致
的地质灾害，及时分析原因并科学
治理，能有效阻止灾害的进一步加
剧。”

黄辅琼也认为，在长期连续监
测地表变形的基础上，以当前的科
技条件是可以做到对一些地面沉降
做出预警的；灾害发生后，以科技
手段探明灾害区域的地下结构，结
合地表构筑物的具体情况采取加固
措施，就能有效减缓和阻止灾害进
一步扩大。“在地面沉降现象发生
后，政府管理部门需积极组织科研
机构开展有序的调查研究，尽可能
探明地下灾害体的空间范围、结构
特征，并提供可能的治理措施，确
保治理工作的有效实施。”

（下转第2版）

面对地质灾害，我们并非束手无策
□□ 科普时报记者 陈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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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操作纳入中考，怎么考很关键
□□ 科普时报记者 史 诗 陈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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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5至6月，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
县的马鞍底镇，都会出现有上亿只箭环蝶大爆发的自然奇观。近日，该县被
中国昆虫学会蝴蝶分会授予“中国蝴蝶之乡”称号。

“中国蝴蝶之乡”在红河蝴蝶谷新建的金平县科技生物馆挂牌。该馆主

要收藏和展示箭环蝶标本，并以研究箭环蝶科学保护和介绍箭环蝶科普知识
为主，是一处值得蝴蝶科普知识爱好者的打卡之地。

图1为箭环蝶；图2为人蝶和谐共处；图3为游客在金平县科技生物馆
参观。 文/图 陈敢清

““话话””蝶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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