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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巡 天 一 号 ” 科 普 小 卫 星 炫 酷 首 飞
□□ 科普时报记者 李 苹

11

“10,9,8，……4,3,2,1，放飞！”随着总指挥放飞命令
下达，“巡天一号”科普小卫星稳稳升空。这是 8 月 24
日，在广州气象卫星地面站举行的“巡天一号”STEAM
青少年科普教育卫星首飞活动。活动由中国卫星导航定
位协会科普专委会、广州气象卫星地面站、广州市女科
技工作者协会主办，广州刀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北斗
星际（广州）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此次是“腾飞中国，辉煌70年——追星 唤起科学梦
想”的系列活动，在华南地区首开先河推出的航天卫星
科普课程，以此在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群体中培育中国
梦航天梦。

活动伊始，我国“两弹一星”研发功臣、国际宇航科
学院院士何质彬，高度肯定了本次活动的深远意义并宣布
活动正式开始。来自广州市的50名中学生随后进行科普小
卫星研学活动。了解了航天与卫星的内涵，进行了科普小
卫星组装，之后分成三人一组，准确无误地完成卫星平台
的搭建、有效载荷的安装，经过质量检测后，进行了无人
机加科普小卫星的放飞。在放飞过程中，同学们按照不同
的分工各司其职，总指挥助理、放飞助理、安全员、观察
员、数据记录员、小记者……进行简洁的卫星放飞口令，
紧密沟通，通力合作。数据记录员准确地读取小卫星在各
个高度的检测数据。在完成数据采集后，小卫星顺利返

航。何质彬院士为同学们点赞并高兴地宣布：“巡天一
号”科普小卫星放飞圆满成功！

广州市原人大副主任苏晋中对此次追星唤醒科学梦
想内容和形式的创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广州市科技局
引智处处长李伟雄认为此次航天科技探索活动非常有意
义，认为企业参与科普产品和课程研发是创新尝试，助

力科普产业化。他提出，广州市对科普工作一直非常重
视，造就了广州气象卫星地面站 001 号科普品牌基地，
目前全市基地达到160多家，广州市将会继续加大科普
领域投入力度，鼓励更多的民营企业加入其中，为广州
科普事业发挥更大作用。广州市科协和总工会相关领导
也鼓励科技企业更多地把高新技术成果应用到科普领
域，让更多的公众和学生享受到航天科技发展的成果。
佛山市南海区教育局副书记叶忠民表示，广佛同城在稳
步推进，希望航天科普产业实现两城的资源对接和共
享。此次科普小卫星放飞活动同样得到了其他与会领
导、嘉宾的高度肯定和赞扬。

“巡天一号”STEAM青少年科普教育卫星放飞活动
是一次典型的研究性教学活动。随着“巡天一号”
STEAM青少年科普教育卫星及其配套课程的发布，今后
粤港澳大湾区的青少年将能够近距离地参与航天科技探
索，提高综合素质和高科技爱国主义情怀。刀锋智能科
技公司和北斗星际公司负责人李珲婕表示，未来还会在
此基础上开发更多的航天研学产品和课程，构建完善的
航天科技普及教育课程体系，广州资深科普专家、广州
气象卫星地面站高级工程师曹静也表示，今后会结合专
业开发出更多的科技创新作品，丰富研学内容，与众多
有识之士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航天科普教育的发展。

科 普 时 报 科 学 小 记 者 夏 令 营 归 来 有 感
编者按：8 月初，由科普时报

社主办的科学小记者夏令营在陕西
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20 名学生
以科普时报科学小记者的身份在专
家和记者的带领下进行了为期 5 天
的科考。夏令营归来，小记者们仍
意犹未尽，他们用率真的文字表达
了内心最真实的感受。

8月初，作为科普时报的一名科学小
记者，我参加了在陕西地区开展的科技
夏令营。

一路上，我们参观了西安博物馆，登上
了西安古城墙，感受到了西安古都悠久的历
史。最让人兴奋的是，我们考察了陕西秦岭
野生动物保护区，其中朱鹮让人记忆深刻。

朱鹮国家级保护区地坐落在陕西汉水之
滨的汉中，主体保护区在洋县。考察期间，
因为刚下过雨的原因，基地里满眼清新的绿
色，一尘不染，空气新鲜且夹杂着淡淡的泥
土和草混合的香味。看到朱鹮的第一眼就被
它的神态优雅、形态端庄吸引了，听工作人
员介绍说，它身体羽毛的颜色还会随着季节
变化而变化，很是神奇。

据带队专家介绍，朱鹮曾广泛分布在

我国东部以及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
家，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导
致朱鹮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鸟类学
家们一度认为朱鹮在地球上灭绝了。直到
1981年，中国的鸟类专家刘荫增在八里关
乡大店村姚家沟的山林中发现了两个朱鹮
的营巢。从此，中国的鸟类专家们在洋县
开始了保护和研究朱鹮的工作。目前，我
国朱鹮的数量已经达到3000多只，是世界
上拥有朱鹮数量最多的国家。

在考察中，我发现一些朱鹮被养在小
房子里，一些朱鹮被养在一个大网子里，
还有一些朱鹮可以自由的到处飞翔。“朱鹮
爷爷”翟天庆告诉我，为了保护朱鹮和繁
育朱鹮，刚孵化的朱鹮要在室内喂养，等
它们能自由飞翔还不能完全适应野外生存
的时候，要在大网里逐渐适应野外环境，
锻炼野外生存能力。最后研究人员会筛选
出足够强壮的、具备生存能力的朱鹮，让
它们回归大自然。

参观完朱鹮基地，我认识到了基地科研
人员的伟大和辛劳。他们年复一年地在这里
开展朱鹮研究和保护工作，把智慧和青春都
贡献给了朱鹮。他们这种对事业的奉献精
神，对工作的认真态度让人敬佩。

朱鹮是大自然的馈赠，让我们像爱惜自
己一样去爱惜这美丽而珍贵的礼物吧！
（作者系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实验中学学生）

今年暑假我参加了一个去往陕西的科普
时报科学夏令营。短短的 5 天，我了解到西
安市是十三朝古都，认识了西安悠久的历史
和文化，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西安秦岭野
生动物园的行程，带队专家中国科学院动物
研究所研究员黄乘明，为我们讲解的动物知
识让人受益匪浅。

西安秦岭野生动物园，位于秦岭北麓浅
山地带，依托秦岭北麓良好的生态环境，实
现野生动物大种群保护，展养动物 300 余
种，10000 多头 （只），是西北首家野生动物
园。在这个动物园里，我见到了秦岭野生大
熊猫。

我觉得大熊猫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动物之
一，当我了解到它属于食肉目的时候很是疑
惑不解。大熊猫不是吃竹子吗？为什么是食
肉目呢？黄教授耐心的帮我解答了问题，原
来在大熊猫之前的繁衍进化中，大熊猫一直
都是吃肉的，但是在进化的过程中，大熊猫
慢慢地进化成一种笨重的动物，从而无法轻
易获取肉食。所以在因无法捕猎而饿死和改
变自己的食性之间，大熊猫只能改变自己的
生活习性。因为几乎没有动物用竹子作为自
己的食物，所以吃竹子与其他动物竞争力
小，而且在大熊猫生活的高原环境下，竹子
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植物，最终大熊猫选定竹
子作为自己的食物。

这些知识都是我平时没有了解的，这次
夏令营让我知道了熊猫有多么的珍贵，让我
们一起携手保护野生动物和它们的生存环境
吧！

（作者系北京市光明小学学生）

1981年，日本发现5只野生朱鹮，这
之后，有4只先后死亡。2003年10月，饲
养在日本佐渡岛保护中心的最后一只名为

“阿金”的朱鹮死亡，宣告着日本本土朱
鹮已全部灭绝。

被日本奉为“圣鸟”的朱鹮，被誉为
“东方宝石”，导致它们灭绝的原因是什么
呢？长期研究朱鹮的“朱鹮爷爷”翟天庆
告诉我们，从专家的研究发现，导致日本
朱鹮灭绝的原因主要有4点。

第一是环境污染，农药的广泛使用，
导致朱鹮体内DDT富集，朱鹮出现软卵

壳和无受精卵等情况，这使其繁殖成功率
降低。第二是捕猎因素，朱鹮觅食和营巢
均离人很近，体型较大，不惧怕人类，而
且喜欢鸣叫，非常容易被人发现。第三是
食物因素，朱鹮喜欢在水田和河流里觅
食，由于农村水田荒废，河流受到污染，
导致朱鹮食物资源减少。最后一点是营巢
因素，朱鹮喜欢在农田和村庄附近的树上
营巢，树木被过度砍伐，导致朱鹮无处营
巢。

虽然现在搞清楚了当时日本朱鹮灭绝
的原因，但遗憾的是，在人们能够仔细展
开研究之前，日本的朱鹮便已经消失了。
后来，朱鹮在我国被发现并人工繁育后，
日本从我国重新引入了朱鹮，也成功实现
了朱鹮的人工饲养和繁殖，目前朱鹮的种
群正在不断扩大中。

看到这么美丽的朱鹮在地球上濒临灭
绝，作为一个小学生，我觉得很痛心。我
们应该好好保护环境，减少使用塑料袋，
不要乱扔垃圾，这不仅仅是为朱鹮营造适
合生存的环境，也是为我们自己建造美好
的家园。 （作者系广州京溪小学学生）

以前，我总能听到有关 3D 打印的描
述，物品能从一个小小的打印机里被打印
出来，我觉得很神奇，很想亲自体验一
下，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今年暑假，我参
加了由科普时报社组织的文化和科考夏令
营，来到渭南高新区3D 打印产业培育基
地，终于近距离接触了3D打印技术。

8月3日那天，渭南3D打印研学实践
教育基地负责人刘晓东部长早早地在基地
等待我们。进到展厅，我被琳琅满目的
3D 打印展品吸引了：花瓶、杯子、汽
车、飞机、建筑模型及玩具等等，都非常
逼真。

通过刘部长的细心讲解，我初步了解
了3D 打印技术的作用和优缺点。刘部长
说，一个桌面大小的3D打印机几乎可以
造出任何形状的物品，传统的制造技术，
像注塑法，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大量制造聚
合物产品，但是3D打印技术则可以以更
快，更有弹性及更低的成本生产数量较少
的物品。

然而，3D 打印技术却受限于材料。
虽然高端工业制造可以实现塑料、某些金
属或者陶瓷打印，但打印技术目前还无法
满足日常生活用品对于各种材质的需求。

“3D打印技术未来主要会用于什么地
方呢？”“3D 打印技术可以应用的行业很
多。比如建筑、航空、机械制造、军事等

各行业。”“它们也可以被应用到医疗行
业。”着急的我打断刘部长说道：“我妈妈
告诉我她的朋友有一个科研项目是研究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人体器官，用于医
疗。这种技术对3D打印机和打印材料的
要求很高，而且费用很高。”“是的，3D
打印技术在未来的健康、医疗行业的应用
会很广，一定会给人类的健康带来福
音。”刘部长点头赞同我的观点。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
天涯路！” 妈妈经常和我说，做科学研究
是一项漫长且孤独的事业。我想，3D 打
印技术一定会在科学家们再接再厉地研究
下更好地服务人们未来的生活。

（作者系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二小华
清校区学生）

今年暑假，我随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
所研究员黄乘明带队的科考夏令营前往陕
西。在高铁列车上，想起了不久前在全国科
技活动周上，我以科普时报科学小记者的身
份采访的磁悬浮列车，而这趟飞奔前行的高
铁将会带我到怎样奇妙的地方呢？

本以为离开父母会让我有点不知所
措，但跟随黄教授和营员们一路走下来，
觉得时间过得太快，那种离开父母的兴奋
还意犹未尽，陕西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没好
好感受，秦岭大自然的无限风光还没尽收
眼底，陕西美食还没一一品尝。尽管如
此，此行我的收获也是满满的，感觉自己
现在就是一本陕西的“小百科全书”。

陕西行程的第一站是西安古城墙和小
雁塔。高大、雄伟是我能想到用来形容古
城墙的词，15层高的小雁塔，让我不禁感
慨古人的智慧和工艺值得我们学习。后面
的行程中我们还去了西安博物院、渭南高
新区3D打印产业培育基地，我在3D打印
基地的现场编程比赛中获得了胜利，不仅
学习了新的知识还赢得了奖品。

后几天的行程，我们来到了汉中的

浐灞湿地公园和秦岭野生动物园，我们
以考察员的身份详细记录了很多动物的
生活习性和“饮食起居”，增长了很多课
本里学不到的知识，这要感谢我们的带
队专家，我跟着黄教授学习了很多动物
方面的知识，开阔了眼界。黄教授特别
耐心地为我们科普动物知识，我们不会
的问题他都耐心答疑，黄教授成为我心
中最敬仰的人。

（作者系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第一
小学学生）

日前，“2019 北斗领航梦想”
全国青少年航天主题科技夏令营活
动在北京北斗启航科普基地圆满落
幕，此次活动由中国科协青少年科
技中心、中国宇航学会、中国卫星
导航定位协会主办，北斗启航科普
基地承办，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
办公室支持。

在为期6天的活动中，来自全国
各地的 2019 北斗领航梦想“创艺北
斗”活动优秀师生代表50余人，参观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中华航天博
物馆，了解各种航天器的实物展品；
前往钱学森少年科学院，学习了航天
服相关的科技知识，体验航天员模拟
训练器材，实际操作模拟天地对接发
射系统并完成了气压火箭制作及发射
课程；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
浮空器试验场内，聆听专家讲解浮空

器的知识；前往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
台怀柔太阳观测基地，探秘天文观测
知识等等。

特别是在北斗导航系统学习和植
物科考中，营员们开展了“北斗探
宝”活动。同学们现场制作北斗探宝
仪，并完成一系列北斗探宝闯关任
务。营员河北衡水姚飞老师表示，青
少年要开拓视野，志存高远。星空浩
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当我们的青
少年把目标定在长大了研究宇宙、太
阳、航天、导弹、飞艇、自动化系
统，我们学习的目标和动力就截然不
同了，我们生活学习中所遇到的一些
苦难都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更不会把
时间浪费在游戏等消磨时间的事情
上。这就是此次航天研学最大的意
义，让孩子们志存高远，努力前行。

（李苹）

探索朱鹮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科学小记者 张钰坤

在探索中成长
□□ 科学小记者 冯诠凯

神 奇 的 3D 打 印 技 术
□□ 科学小记者 潘自飞

一 度 绝 迹 的 “ 东 方 宝 石 ”
□□ 科学小记者 冯韵涵

考 察 动 物 的 “ 饮 食 起 居 ”
□□ 科学小记者 张迦文

全 国 青 少 年 航 天 科 普 夏 令 营 收 获 满 满

科普时报讯（伍科汶） 日前，一场来
自北京的学术报告引得江西省武宁县四家
班子全部领导、全县副科级以上干部 （含
乡镇） 及部分村 （社区） 党组织书记近千
人参加听课，这在武宁县近年来还是少有
的情况。

为大会作报告的分别是江西武宁籍博
士的张东晓和方涛。张东晓现为北京大学
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海洋研究院院长，
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是国家长江学者、
杰出青年基金专家，北京大学首届“十佳
导师”。方涛是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
院博士、助理研究员。

张东晓博士从什么是创新创业、大学
在创新创业中的角色等方面，阐述了科学
技术与创新创业的关系；以页岩气能源为
例，通过中美页岩气开发利用对比，分析
了各自发展优势，阐述了科学技术对创新
创业的重要性。

方涛博士围绕“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和使命”这一主题，从坚定理想、实事求
是、群众路线、勇于批评、严守纪律等五
个方面进行授课，为现场干部精心烹制了
一道“精神大餐”。

当天下午，武宁博士联合会在武宁举
办成立仪式。该县全县近150名博士中的40
多人回到故乡。他们中既有在读的年轻博
士，也有一批卓有成就的大学教授、长江
学者、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甚至院士。
他们既有深厚的学术造诣，也有广泛的社
会资源。博士们除了应邀作报告，还深入
当地企业深入调研，召开聚力家乡经济发
展座谈会，为家乡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据武宁博士联合会会长、北京大学教
授夏明耀介绍，博士联合会近期的一项重
要工作，是要结合武宁现有的旅游和健康
养老资源，建立院士工作站和博士服务
站，促进当地科教资源和会展产业的发展。

据悉，成立武宁博士联合会的宗旨，
是充分发挥武宁博士群体的智力优势，在
武宁博士之间搭建一个加强联系和交流的
平台，共同为家乡的科教、经济、人文和
社会的协同发展建言献策，并以实际行动
支持武宁的建设和发展，回报家乡父老的
养育之恩。

江西武宁是革命老区，在第二次国内革
命战争时期，属于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同时
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作为当地政府人
社部门人事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武宁
博士联合会的成立得到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
支持。县委书记杜少华说：“武宁走出这么
多的博士高端人才，既是家乡教育的成就和
骄傲，是年轻学子们的榜样，也是我县经济
社会发展的智库和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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