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富东燕

记者：您经常做科普教育，您觉得科普
教育对于青少年有何意义？对于偏远山区
少数民族女童有何影响？

唐立梅：我做科普时讲的内容是我的亲
身经历，这些内容平时大家看不到也不会经
历到，书本上也没有。我觉得通过我的讲解
可以让孩子们对于科学有一种向往和憧憬，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播下一粒科学的种子”。

这次听课的都是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
女孩，知识改变命运对于她们来说很实际。
在她们心里，科学家是遥不可及、崇高的。
我希望通过和我的接触，让她们感觉到科学
很有意思，科学家可以触碰到甚至通过自己
的努力可以达到，所以这样的活动对她们起
到很好的引导作用。我做科普的初衷，是希
望引导更多青少年热爱科学。我想告诉他
们，科学是好玩的，不是枯燥的；同样也想告
诉他们，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尽心尽力做好，
争取做到极致。

记者：您何时开始做科普教育？有什么
特别的契机？

唐立梅：2013年我从“蛟龙号”回来后，
我所在城市杭州就有学校邀请我去给孩子
们讲课，从那时起线上线下加起来我一共做
了百余场科普课堂。事实证明，这种科普教
育对学生是有作用的，最直接的就是有学生
听了我的讲座后，直接报考了我的研究生。

记者：作为科学家，平时您如何平衡科
学研究和科普工作？

唐立梅：科研很多时候是在脑子里工作
的，不是在办公室，比如在做科普的路上，我
的思维还经常停留在正研究的课题上。我
要经常写科普文章、做科普讲座，但我统筹

时间的能力很强。平时，我不看朋友圈、不
刷微博、抖音，也没有太多娱乐，所以感觉时
间还是很充裕。

记者：您认为女性在通往科研的路上，
是否会存在一些特殊障碍？

唐立梅：现在从一些数据可以看出，女
性在本科和研究生的比例和男性不相上下，
甚至更胜一筹。女性从事科研工作的障碍，
一般都是从结婚生育开始的，这也是一个社
会分工问题。我是一直读到了博士，然后从
事科研工作。我认为，不管男性还是女性，
不一定非要读到博士，也不是非要搞科研，
不管是读本科还是读职业学校，只要找到一
个自己喜欢的专业和工作，有所执着和热爱
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就非常成功。

记者：在女性从事科研方面，您有什么
建议？

唐立梅：在科研面前，没有性别之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青年科学基金申请
的年龄方面，要求男性是35岁前、女性是
40岁前，这个就考虑了女性要生儿育女的
客观因素，我觉得很合理。我希望国家可以
出台更多政策，给予女性更多的倾斜和关
注，增进女性公平就业的权利。

记者：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都在做
科普教育，对此您如何看待？

唐立梅：我觉得做科普教育很有意义，
不但会实实在在影响到一些青少年，而且也
会增加我自己的人生阅历，我还会继续做下
去。现在科普工作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相关
部门的重视，也有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在做
科普教育，这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科学素养
很有帮助。我觉得未来应该把科普教育的
工作量纳入到科研业绩中，鼓励更多的科学
家加入到对公众和青少年的科普教育中。

希望科普能为孩子们播下科学的种子
——访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员唐立梅

专家简介

唐立梅，自然资源部第二
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员，参与了
“蛟龙号”第72次下潜任务、“雪
龙号”第34次南极科考任务，是
国内首位兼具大洋深潜和极地
科考两项经历的女科学家。曾
获 2019 年度“全国三八红旗
手”，典赞·2020科普中国·十大
科学传播人物等荣誉称号。

唐立梅在女童们的绘画上签字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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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趣发现趣发现

为什么我们吃了薯片后想喝
水，为什么运动后想喝功能饮
料？近日，《自然》杂志在线发表
了一项来自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
究团队的最新成果，具体解释了
这一人人都经历过的日常行为背
后的细胞与脑环路基础。

该研究揭示了哺乳动物具有
两种类型的渴觉及相应的液体摄
入模式：当体液渗透压升高时，我
们会寻求纯净水来稀释血液；当
因为出汗等原因流失体液时，会
同时寻求水和盐（矿物质）溶液以
维持内环境稳态。

这项工作首次阐明了大脑是
如何区分并调节这两种渴觉状态
的，并通过优化的单细胞转录组
测序方法首次揭示了具有特定调
控功能的神经元类群，进一步成
功通过光遗传学方法复现了液体
摄入表型，验证了神经元类群功
能和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研究人员称，研究发现大脑
感受并调控高渗透压和低血容量
两种口渴的神经元类型不同，中
枢感觉系统存在由不同类型细胞
介导不同生理状态的这一模型。
在不同场景下喝不同的饮料，是
受到生理本能支配的。

（欣然）

近日，福州大学杨黄浩教授、
陈秋水教授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刘
小钢教授领衔的科研团队，在国际
上率先发现一类高性能的纳米闪
烁体长余辉材料，并成功研发了新
型柔性X射线成像技术，使常规的
单反相机和手机等也能拍摄 X 光
片。

长余辉指的是在紫外可见光、
X射线等激发光停止后，仍可以持
续发光几秒甚至几个小时的一类
发光现象，如传说中的夜明珠在黑
暗中可以持续发光。“基于长余辉
材料独特的发光性质，我们首次用
长余辉材料实现柔性X射线成像，
但传统长余辉材料需要高温制备
且颗粒太大，无法用于制备柔性器
件。”杨黄浩说。

此次，科研人员从稀土卤化物
晶格中获取灵感，制备出新型的稀
土纳米闪烁体长余辉材料。并将
纳米闪烁体长余辉材料与柔性基
质相结合，成功研制出了透明、可
拉伸、高分辨的柔性X射线成像设
备。这一技术具有制备工艺简单、
成本低、成像性能优异等优势，在
便携式 X 射线探测器、生物医学、
工业探伤、高能物理等领域展现出
巨大潜力和应用价值。专家表示，
该研究颠覆了传统 X 射线成像技
术，将有力推进高端X射线影像装
备的国产化，标志着我国在柔性X
射线成像技术方面进入国际先进
行列。

（敏稳）

“夜明珠”纳米材料
让手机也能拍X光片

你想喝啥饮料
都由大脑调控

■ 澜欣

俗话说“急火鱼慢火肉”，意思是在烹
饪鱼类菜肴时，一般要大火快速成熟，而在
煮肉时要用小火慢慢煮。生活经验也告诉
我们，煮肉时如果将火烧得过旺，肉质反而
变得僵硬，但如果把锅盖盖紧用小火煮，肉
质反而会很松弹，并且能保持营养和美
味。这其中蕴含着什么科学原理呢？

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一级教师胡晓艳
介绍，水的沸点为100°C，一旦达到沸点，
即使供给再高温度，沸水温度也不会继续上
升。水在沸腾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水蒸气，持
续沸腾状态下水蒸发的量会持续增加，直至
完全无残留，这也是水量逐渐变少的原因。

胡晓艳表示，煮肉是以水或汤汁为传
热介质，利用液体不断对流将原料加热成
熟的过程。对流是依靠液体的运动把热量
由高温传到低温处。事实上，煮肉时肉质
的变化也和水的温度、烹煮时间相关。若
是烹煮时锅盖处于开放状态，水蒸气释放
到空气中，水温便不会超过100℃，哪怕把
火调大，水温也不会继续上升，因此锅里的
肉不易煮烂。若是烹煮时锅盖处于紧闭状
态，水蒸气被封在锅内且不断增加，导致锅
内气体压力处于较高水平。在此压力之
下，汤水中的水分子便不能再轻易从水中
脱离，而是需要吸收更多热量才能变为水
蒸气。因此，密封状态下的汤水温度提升，
烹煮肉的时间也随之缩短。且小火煮肉
时，被油层覆盖的汤面不会翻腾，从而使得
汤内热量不易散失，更容易将肉煮烂。

胡晓艳解释，畜类和禽类肉的结构主要是肌肉组
织，营养成分丰富，包括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
生素等。在大火烹煮过程中，肉中的蛋白质会快速变
性，肉质表现为发硬，肉中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也会因旺
火而遭到破坏，营养价值大打折扣。旺火烹煮还会让
肉汤中的香味物质加快挥发，食用时也会乏味许多。
正确的烹煮方法应是，先将锅内的水烧热，再放入肉
块，用旺火将汤汁烧开，随后转为文火慢煮，如此便能
保持住肉的鲜美和营养。

急
火
为
什
么
煮
不
烂
肉
？

唐立梅给女童们签字。

女童们聆听唐
立梅的科普讲座。

科技观察观察

科学解惑解惑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富东燕

“我已经和唐立梅老师约定好了，将来去南
极找她，她会等着我！”陆丽芳激动地说。

陆丽芳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
县城区第一小学女童班的学生，现在上5年
级。5月20日，“她·未来——西部女童科技教
育活动”第一站走进了陆丽芳所在的小学，我国
首位兼具大洋深潜和极地科考两项经历的女科
学家、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员唐
立梅走到女童们身边，为她们带来了一场精彩
生动的科普讲座。

这场讲座不但颠覆了孩子们对于“科学家
是爷爷奶奶的样子”的认知，更为她们打开了一
扇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的窗口，点燃了她们心中
探索科学的火苗。“以后要当科学家”“要做个对
社会有用的人”“从现在开始好好学习”……听
完讲座后，孩子们纷纷立下自己的誓言。

记者了解到，“她·未来”系列活动旨在提高
中西部女童对于科学学科的兴趣和积极性，迄
今已成功举办5年。今年由中国科协青少年科
技中心、高通公司、中国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
共同主办，北京科技报社承办，并得到中国女科
技工作者协会、各地科协和多所中小学校的大
力支持。

科普讲座：让女童们感受到科研之
美与坚持之乐

“海底有植物吗？”“帝企鹅是一夫一妻制
吗？”“‘蛟龙号’有哪些功能？”“南极极光是怎么
形成的？”……在广南一小的教室里，唐立梅向
100位女童班学生作了题为《保持理想向阳而
生——从深海到南极，探索的脚步不停止》的分
享。

作为首位搭乘“蛟龙号”下潜到大洋的女科
学家，唐立梅从海底资源类型及分布，讲到自己
搭乘“蛟龙号”下潜深海的经历及所见所闻，带
着女童们体验了一场奇妙多姿的“海底之旅”；
在介绍自己参与南极科考的经历时，唐立梅通
过一张张生动照片及精彩讲解，让女童们身临
其境地感受到了科研之美与坚持之乐。

一场讲座，让一束科学之光照进了孩子们
心里。聂绪艺同学说：“虽然不一定每个人都能
做科学家，但我听唐老师的话，‘不管做什么都
要尽心尽力’，以后要做个对社会有意义的人。”
王素馨同学说：“我觉得祖国好伟大，‘蛟龙号’

可以下潜到7000多米的深海，成为世界之最，
以后我也要去海底看看。”陆丽芳同学是提问环
节第一个举手的，她说：“以前我以为海底有很
多植物和动物，现在我知道了，海底没有氧气没
有植物，是一片黑暗的。这让我对海洋科学有
了进一步了解。”

女童班：让少数民族女童也能接
受到优质教育

其实，有一束光早已照进了孩子们心里，这
就是女童班的设立。广南一小校长杨慧对记者
介绍说，在广南县，女孩们的普遍命运是初中毕
业后就出去打工或嫁人，尤其是边远山区的少
数民族女孩见识不多、选择很少。

“基于此，广南县于1995年在龙头小学
——广南一小开办了‘少数民族女童班’，每隔
两年招收一届。”杨慧说，“现在这届是第12届，
一共有100个孩子，两个班。”25年中，“女童
班”成功培养了500余名少数民族优秀学生，已
有100余人进入国家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工作，
有的选择了自主创业。“女童班的初衷是，让少
数民族女童能够接受到优质教育，今后有好的
就业和发展方向。现在看结果很好。”杨慧欣慰
地说。

记者在校园里看到，身着民族服饰的女童
班孩子们落落大方，整洁干净；会主动和来校的
老师、嘉宾打招呼；提问时思路清晰，井井有
条。“我们把学校最好的老师都派给了女童班。
除了开设正常的文化课，还特设心理辅导课、卫

生健康课等，每年还会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和
课外实践。”杨慧说。

德育老师穆艳丹还清楚记得这届孩子刚来
时的样子：内向、害羞，在开班仪式上连一个能
上台讲话的孩子都选不出来。“不到一年时间，
她们每个人都变得大方健谈，阳光自信。”穆艳
丹感慨道，这些孩子决定不了自己的出生地，但
她们可以决定自己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女
童班班主任王艳琳高兴地说：“刚开学时，我们
班成绩垫底，现在可以达到平均水平了。”

在广南一小古朴深幽的校园里，不时传来
琅琅的读书声、操场上的喧闹声、广播里青涩的
朗诵声，“她·未来”活动虽已落下帷幕，但活动
为女童们带来的科学启迪和成长认知，或许将
影响她们的一生。

“她·未来——西部女童科技教育活动”走进广南，女科学家与女童们面对面分享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