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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破冰船能够破冰？

同其他船相比，破冰船有
这样几个特点：第一，船体结构
特别坚实，船壳钢板比一般船
舶厚很多；第二，船身宽，便于
在冰层中开出较宽的航道；第
三，船身短（一般船的长宽比为
7∶1到 9∶1，破冰船的这一比例
是 4∶1），进退和变换方向灵
活，易于操纵；第四，吃水深，可
以破开较厚的冰层；第五，功率
大、航速高，向冰层猛冲时，产
生的冲击力大。另外，它的船
头呈折线型，船头底线与水平
线成斜角,船头可以“爬”上冰
面。而且，破冰船的船头、船尾
和船腹两侧还备有很大的水舱
为破冰增加重量。正是这些特
点，使得破冰船能够轻易地在
冰面上开辟航道。

为什么登山被称为
“勇敢者的运动”？

1786年的阿尔卑斯山下，
一位名叫巴卡罗的山村医生同
一位名叫巴尔玛的青年决定去
征服勃朗峰——阿尔卑斯山的
主峰。精心准备后，他们开始
登山，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爬
上了海拔 4180米的勃朗峰，这
在当时简直就是奇迹。因此，
人们后来把他们登上勃朗峰的
这一年作为登山运动的诞生
年。此后，登山运动得到了蓬
勃发展。但是，登山运动是一
项十分危险的运动，登山过程
中，登山者要和大自然的恶劣
环境较量，还伴随着各种危险，
许多优秀的登山者在登山途中
失去了生命。因此，登山运动
员必须具备非凡的体能、勇气
和毅力。

为什么人的大拇指
只有两节？

我们的食指、中指、无名指
和小指都分为三节，唯独大拇
指却只有两节。这是因为大拇
指倘若仅仅由一节组成，那么
与其他四指配合抓握物体就显
得很不方便；如果是三节，又会
显得软弱无力，无法胜任一些
力量较大的动作。古猿进化为
人类之后，上肢得到了解放，由
于经常使用工具，拇指变得十
分粗壮有力。在我们的手掌
处，还有一群发达的肌肉，使拇
指能与其他四指配合活动。所
以，大拇指的这种结构，是从猿
到人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合理结
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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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蕊试剂：紫罗兰变红引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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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年年1212月月，，嫦娥五号在成功探月之后返回地球嫦娥五号在成功探月之后返回地球，，同时带回了同时带回了17311731克月壤样本克月壤样本。。从从
那以后那以后，，我国科学家对这些样本进行了深入研究我国科学家对这些样本进行了深入研究，，希望能从中一探这颗地球唯一卫星的秘希望能从中一探这颗地球唯一卫星的秘
密密。。一年多过去了一年多过去了，，科学家从这些来自月球的科学家从这些来自月球的““土土””中得到了哪些有用的信息呢中得到了哪些有用的信息呢？？

从月球上挖回的从月球上挖回的““土土””
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什么？？

月球寿命老了月球寿命老了1010亿年亿年

月球有水月球有水，，但不能喝但不能喝

月球上存在微生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直观地看直观地看，，月岩样本是黑乎乎的一片月岩样本是黑乎乎的一片。。但如果把它放到显但如果把它放到显
微镜下微镜下，，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

放大了放大了 1010倍以后倍以后，，可以看到一些月尘颗粒本身的特性可以看到一些月尘颗粒本身的特性，，不不
同的矿物就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同的矿物就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比如说黄绿色的是橄榄石比如说黄绿色的是橄榄石，，白白
色的是硅酸铝钠钙这样的矿物色的是硅酸铝钠钙这样的矿物，，琥珀色的有很多是玻璃琥珀色的有很多是玻璃。。月球月球
上的玻璃至少有两种来源上的玻璃至少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岩浆喷发时形成一种是岩浆喷发时形成，，这种叫火山这种叫火山
玻璃玻璃；；还有的是一些小天体撞击月球过程中产生高温还有的是一些小天体撞击月球过程中产生高温，，使石头或使石头或
者撞击体本身发生了熔融者撞击体本身发生了熔融，，再快速冷凝而形成的再快速冷凝而形成的，，这种叫撞击玻这种叫撞击玻
璃璃。。

通过以上信息通过以上信息，，科学家认定科学家认定，，月球上直至月球上直至1919..66亿年前仍存在亿年前仍存在
岩浆活动岩浆活动，，这相较之前推测的月球地质寿命增加了约这相较之前推测的月球地质寿命增加了约1010亿年亿年。。

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广寒宫里住着仙子和玉兔。很多人认
为月球上也许存在微生物，这可能吗？对月壤的研究表明，月球
存在微生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首先，月球没有大气层。其表面大气压只有地球的十亿分
之一，几乎处于真空状态。由于缺少大气层的保护，月球表面昼
夜温度相差巨大，月球表面紫外线等宇宙辐照强烈，特别是在太
阳风暴期间，太阳紫外线长驱直入，起到了消杀的作用。

其次，月球表面至今未发现液态水。
最后，月壤中缺乏目前已知的碳基生命所必需的碳、氮等元

素。

基于嫦娥五号携带的基于嫦娥五号携带的““月球矿物光谱仪月球矿物光谱仪””探测的数据探测的数据，，研究研究
人员测算出嫦娥五号采样区的水含量在人员测算出嫦娥五号采样区的水含量在 120120ppmppm（（百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
以下以下，，而从别的地方溅射到采样区的更古老岩石中的水含量约而从别的地方溅射到采样区的更古老岩石中的水含量约
为为180180ppmppm。。这相当于这相当于11吨月壤中大约有吨月壤中大约有120120克水克水，，11吨岩石中大吨岩石中大
约有约有180180克水克水。。

这里所说的水这里所说的水，，是光谱仪所探测到的矿物里的水分子或者是光谱仪所探测到的矿物里的水分子或者
羟基羟基，，并不是指我们可以喝的液态水并不是指我们可以喝的液态水。。目前为止目前为止，，研究尚未从样研究尚未从样
本中找到液态水本中找到液态水。。

那么那么，，这些水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些水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研究人员认为研究人员认为，，
月壤中的水绝大部分是太阳风的贡献月壤中的水绝大部分是太阳风的贡献。。太阳风里有很太阳风里有很

多氢多氢，，随太阳风轰到月面后与月壤里的氧结合形成随太阳风轰到月面后与月壤里的氧结合形成
了羟基或者水分子了羟基或者水分子。。

月球是未来的能源宝库

植物用气味“说话”

17世纪的一个清晨，英国化学家波义尔来到
实验室，恰巧一位花匠为他送来一篮非常漂亮的紫
罗兰，他随手从花篮中取出一束带进实验室，放在
桌子上。

实验室里，实验人员将大瓶子里的盐酸倒入各
个小试剂瓶中，淡黄色的液体冒着白烟溢出瓶口，
向桌面四处弥漫。紫罗兰在酸雾中微微冒烟。波
义尔担心花受到酸的腐蚀，赶紧把紫罗兰浸到盛满
清水的烧杯中。过了一会儿，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紫罗兰变成了红色。

这一现象引起了波义尔的极大兴趣。他敏感
地意识到，紫罗兰中也许有一种成分遇盐酸会变
红。经过验证后他推断，不仅盐酸，其它酸也能使

紫罗兰变为红色。他想，这个发现
太重要了，以后只要把紫罗兰花瓣
放进溶液，看它会否变红色，就可判断
这种溶液是不是酸性的。

这次偶然的发现，激发了波义尔的研
究欲望。接着，他采集了多种植物和花卉进
行试验，其中从石蕊苔藓中提取的紫色浸液，
酸液能使它变成红色，碱液能使它变成蓝色，
这就是最早的石蕊试液，波义尔将它称作指示
剂。

后来科学家又制成了实验中常用的酸碱试
纸——石蕊试纸，这种试纸在几百年后的今天，仍
是人们做化学实验时的常用试纸。

科学家对月球的采样物质研究发现，月球中含有的氦-3
（氦-3是氦的同位素之一），对地球来说是一种宝贵的新型能源
物质。

氦-3是世界公认的高效、清洁、安全、廉价的核聚变发电
燃料。据科学家计算，100吨氦-3所能创造的能源，相当于
全世界一年消耗的能源总量。氦-3在地球上的蕴藏量
极少，全球已知且容易取用的只有500公斤左右，而早
期探测结果表明，月球浅层的氦-3含量多达上百万
吨，足够解决人类的能源之忧。实际上，随着人
类对月球认识的加深，科学家发现月球氦-3
的总储量很可能更多。

不过，月球上的氦-3虽多，想用上
却不容易，不仅提取过程复杂，要想
大批量运输回来，也面临高昂的
成本和许多技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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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羽荐书

名人读书

生命之重
——读《安妮日记》有感

《安妮日记》精彩章节：

我我

的的
小小

书书架架

作者：
王器民出生于广州。1919年他在上

海水产专科学校读书，五四运动时回到海
南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1年4月，他参
与创办《琼崖旬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
思想。王器民还组织剧社，编写和演出进
步剧本，在学校提倡新文化，促进海南人
民革命思想的觉醒。

1922 年，王器民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 年，他到广州参与创办《新琼崖评
论》。1924年，王器民到新加坡等地动员
华侨青年回国参加国民革命活动。1925
年秋，王器民受党的指派到国民革命军第
四军第十三师政治部工作，在北伐战争中
他担负着保卫广东北伐大后方的任务。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王器
民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7月初被杀害于
江门市，时年35岁。

背景：
1927 年，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

二反革命政变后，广东的反动派也发动了
四一五政变，向工农革命群众举起屠刀，
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王器民
不幸被捕，关进江门市监狱。他虽身陷囹
圄，仍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面对敌人
的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严词痛斥
反动派。在狱中，他写有两本书简，一本
叫《冤墨》，一本叫《磨筋录》，对国民党反
动派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同年 7
月，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反动派决定对他下
毒手，王器民在狱中被敌人杀害。

1927年6月28日，临刑前的王器民在
狱中给妻子高慧根写下了这封遗书。

苏州市吴中区独墅湖实验小学五（6）班 姚芸熙
指导老师 王亚慧

我们的右边有一些大公司的事务所，左边是一家家具厂。虽然说，过
了上班的时间那里就没有人了，但即便如此，声音还是可以穿过那层薄薄
的墙，传到外面的。所以，尽管姐姐得了重感冒，但我们还是让她无论如
何也得忍住，并给她服用了大剂量的咳停液。晚上，最让我害怕的就是那
种安静，彻底的、死一样的寂静。它常给我一种错觉，让我感觉这个世界
是如此的凄冷和孤寂。每天睡觉前，我都在祈祷，希望有哪个保护神夜里
能陪我们睡在这儿。我永远无法告诉你这连续几年甚至更长时间不能出
门的感觉是多么的压抑，因为这种感受实在是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我
们如果被德国人发现，就会被打死，一想到这样残酷的现实，我就会吓得
毛骨悚然，这可绝对不是什么闹着玩的假设。白天我们只能小声说话，轻
轻地走路，要不然就会让楼下仓库里的人听到。但即使如此，我还是盼望
着周二凡·达恩一家的到来，因为如果再这样静下去，我会比死了还难受。

《安妮日记》的作者是犹太人安妮·弗兰克。这本
书讲述的是发生在她本人身上的真实故事：在荷兰被
德国纳粹占领的两年中，13岁的犹太少女安妮一家
躲进狭小的密室中，他们犹如坐在一个即将喷发的火
山口上，尽管如此，安妮也没有失去希望！13岁生日
时，安妮收到一份生日礼物——一本精美的日记本。
从那时开始，她把日记本当成自己最知心的朋友。原
本富裕、安逸的生活被战争打乱，他们被迫生活在一
个狭小且完全封闭的空间里，每天都胆战心惊，可安
妮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她的日记中并没有太多痛
苦的描述，而只是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安妮的生活
是悲惨的，但她依旧坚强乐观。

读完这本书，我的心中五味杂陈。我和安妮年纪
相仿，但是她承受的，是生在幸福和平时代的我所无

法想象的生命之重。她无法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没
有同伴之间的欢乐，更无法感受生活的美好；她生活
在充满恐怖的密室之中，情绪被压抑。如果是我，应
该没有勇气像安妮一样，拿起手中的笔记录下生活的
点滴。

迄今为止，《安妮日记》已经被翻译成65种语言，
被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消灭犹太人的铁
证。我想，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才能让安妮有如此
的心境？是什么样的民族，才能在惨无人道的残害
中，依然坚强地生存下去？

这本书是安妮的写照，更是整个犹太民族的写
照，我敬佩这个坚强的民族。但我更庆幸生在和平年
代，成长于强大的祖国，我拥有了安妮梦寐以求的幸
福与快乐！

梁晓声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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鲨鱼是一种凶
猛的海洋动物，血
盆大口、尖牙利齿，
仅仅那个稍稍露出水
面的三角形背鳍都足
以让人战栗。尽管如
此，鲨鱼也是有弱点的，
那就是它的鼻子。

有人说，万一在海里
遇到鲨鱼，就攻击它的鼻
子，这个说法还真是有科
学根据的。鲨鱼的鼻子
和嘴巴附近有很多小孔，
这些小孔被称为“洛伦兹
壶腹”，其实就是一些电
感受器，可以感知水中的
微弱电流变化和地球磁场
以及水温的变化，这个特
殊的感受器官也使鲨鱼成
为非常厉害的海洋猎手。

意大利有一个女潜水
员非常懂得与鲨鱼打交道，能“催眠”鲨鱼，
使鲨鱼变得温顺，这名潜水员就是通过抚摸
敏感的洛伦兹壶腹来“催眠”鲨鱼的。

这种鲨鱼的“被催眠”状态更科学的叫法
是“紧张性静止”，除了鲨鱼之外，很多动物都
有，包括人。比如害怕到不能动弹，就是人在非

常害怕或者遭受精神创伤的时候无法挪动身体；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把鸡的头朝下，并从鸡

的嘴尖开始向外画一条直线，鸡就会一动不动，而把
这条线擦掉，鸡就又可以活蹦乱跳了。
那么对鲨鱼来说，有两种方法可以让它进入紧张性

静止——把鲨鱼的整个身体翻过来和抚摸它的鼻子。有经
验的潜水员还可以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抚摸鲨鱼的鼻子，再

把它的身体翻过来肚皮朝上，方便对它做标记或者进行身体检
查。
给鲨鱼翻身或者抚摸鼻子使其进入紧张性静止的原理目前并不十

分清楚。科学家猜测，因为洛伦兹壶腹非常敏感，抚摸会过度刺激这些感觉
器官，鲨鱼就会被麻痹。不过摸鼻子的方法并不是对所有鲨鱼都有效，像在虎鲨

身上就非常奏效，可对大白鲨却不大行得通。有人猜测这是因为大白鲨鼻子太大，很
难达到过度刺激，所以万一非常不幸地在海中遇到大白鲨，千万别冒险去摸它的鼻子。

（本栏目由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协办）

答案就在生活里
江苏科技大学附属小学五（3）班 徐乐浩 指导老师 江 枫

自然界中许多植物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气味。其实气味是
植物的一种语言，可以展示它的状态，体现它的生长智慧。有人

认为植物的气味大致上可以分为邀请语言、警告语言、驱赶语言、
求救语言和应答语言五种。

邀请语言，比如花的气味，虫媒花会散发出特殊的气味以吸引蜜
蜂等昆虫。不同植物散发的气味不同，吸引到的昆虫也不同，有喜芳
香的，也有喜恶臭的。对蜜蜂而言，花的香味是吸引它们的第一要
素。无独有偶，植物的瓜果成熟了，也会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吸引鸟
兽。当鸟兽吃下果子，植物的种子就会随其散播到各处，植物靠着自
己的味道完成了繁衍任务。

警告语言，是植物为了防止自己被动物啃食而使用的妙招，它们
散发的气味或许可以令某些动物打消进食念头。

驱赶语言，是为了阻止自己被啃食，如某些植物的茎叶被昆虫
咬破之后，就发出不太好的气味，以保全自身。

求救语言和应答语言，这是一个动态友好的过程。某些植物
在遭到大量昆虫进攻时，会向周围的同种植物发出求救信号。
周围的植物闻到求救气味时，也不会不管不顾，它们会在自身
未受侵犯时也发出驱赶气味，驱使昆虫退却，这种未遭进
攻而发出气味的行为叫应答语言。

我是个爱动脑的小学生，有时还会迸发出几个金点子，
做出脑洞大开的作品来。要问我的点子从哪里来？满地乱
滚的排球、无处安放的水杯……这些生活中经常困扰我们
的小问题，就是我的灵感来源。它们激发了我想要解决生
活难题的欲望，让我发明制作出“多功能书桌”这个作品。
下面就让我介绍一下我发明多功能书桌的过程和经历吧。

发明，应从发现生活中的小问题开始，当然更重要的是
付诸行动。我在产生想法后，先是和几个好朋友提起，他们
不但赞同我的想法，还鼓励我动手尝试。可说起来容易做
起来难啊，刚开始时，我只是想到了问题，对如何解决问题
一筹莫展。上科技课时，辅导老师建议我从生活中去寻找
解决问题的办法。那段时间，除了上课，课间、放学路上我
都在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天放学，我看见一个哥哥骑着山地车经过，他顺手从
车架上拿起水杯喝水。我灵机一动，这么好用的杯架要是
装在课桌边上，也一样方便啊。解决方案就这样出现在我
的脑子里，在老师、同学和爸妈的帮助下，我制作了三叉形
排球置架、雨伞搁架等装置，并把它们一一设计安装在
书桌的合适位置，最终形成了这项发明：多功能书桌。

在这次发明创造的过程中，我既领略到了头脑
风暴的思维碰撞，也体会到从生活中找到问题并
寻找解决方案的乐趣，同时懂得了坚持不懈才
能成功的道理。

（徐乐浩同学发明的“多功能书桌”在江
苏省“小五年计划——我为高质量发展献
一计”科学建议评选中获一等奖）

《杜利特医生航海记》 《幸福的鸭子》

“‘为求主义实现而奋斗，为谋民众
利益而牺牲。’自我立志革命，参加实际
工作以来，这二句已成誓词。这回谋害
我者不料出于三十九团周曾辈，虽然未
免有遗憾，但是革命分子既抱定以上二
句誓词，即牺牲又有什么紧要。况且佛
家有说过‘自己无入地狱，叫谁入地
狱’。革命分子如无肯牺牲，革命是没
有成功的日子。我是为大多数人谋利
益而牺牲，我的革命目的达到了。惟是
对你很是对不住，因为数年与你艰艰
苦苦，我用全副精神为革命而努
力，没有和你享过一日的安闲快
乐的日子，我们夫妻可谓因国
而忘家，为公而忘私啊！”

郑天挺的“五字”
治学法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一
生勤奋好学，成就卓著。他的治学方法

就是要做到五个字：深、广、新、严、通。
“深”，就是指面对事实，多问几个为什么，深入

追下去；“广”，就是要求详细占有材料，还要广泛联系；
“新”，是要求读书不能拘于成见，要勇于创新。读书的
目的在于应用，这就要求有新方法、新问题、新资料、新
结论、新见解的五新观点；“严”，要严格，不虚构，不苟
同。要事事有来历，处处有交待，要敢于挑战问题并解
决问题；“通”，是要找出规律，前后贯通。

在这五个字中，郑天挺特别强调“广”的重要
性。他认为要占有材料，就必须博览群书，广泛搜
集。他说：“对书中的某些观点、论点要进行分析，
要论证，要思考，不要盲从，孤证要存疑。研究问
题不能光靠别人已整理过的间接材料，要掌握直
接材料，特别是新材料。”在收集材料时注意各方
面的来源，还要注意别人的研究成果，包括外国人
的研究成果。在研究问题时，要将有关的材料、运
用的方法，以及与此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等，多方
面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这本书讲述了一位医生的航海故事。这位胖胖的
医生是那么富有爱心，总是帮助受伤的动物，他对理想的

坚持和对生命的热爱深深打动了我。
我不由想起了我国明朝时候的航海家郑和，他曾经率领

船队七下西洋，其中发生的故事也很神奇。他不仅顺利地完
成了任务，还将中国的友好远播海外，让每个炎黄子孙都无比
自豪。

我希望自己长大后也能成为一个航海家，在旅行中结交
朋友、开阔眼界。我还希望能探索神秘的海底世界，和海豹
交朋友，跟海豚玩捉迷藏，探索更多的科学奥秘。

张家港市万红小学四（3）班 许雨暄
指导老师 徐寒燕

一个名叫麻花儿的母鸭，有一双善于发现
的眼睛和一颗容易被感动的心，她心中的幸
福仿佛没有边际，最终她也获得自己的幸
福。只要听到麻花儿像打饱嗝儿一样的快
乐歌声，每个人心中的幸福都会在这个荷
花盛开的夏天，慢慢长大……

以前，在我心中，幸福是能够得到数
不清的零食和玩具，天天看电视、玩电
脑，每次考试拿满分，得到所有人的宠爱
……所以我觉得幸福是遥不可及的，我
甚至觉得自己一点也不幸福。可是现在
我知道了，其实幸福很简单，身边不经意

的一件小事都会能让我觉得幸福。思念
是一种幸福，感恩是一种幸福，给予也是一

种幸福……
今后我也要像麻花儿一样，去发现和把握

身边点点滴滴的幸福。
苏州市胥口中心小学一（5）班 李靖瑜

指导老师 姚晨兰

《
小
﹃
恐
龙
﹄
救
妈
妈
》

梁晓声的《人世间》曾获第十届茅盾文学
奖。这部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好评如潮，颇有
口碑。小说讴歌平凡人的善良、正直、恩义的
书写品质，也延续在梁晓声的儿童文学创作
中，《小“恐龙”救妈妈》一书也同样闪耀着感
恩淳朴的光辉。

书里讲述了一只小壁虎，它总爱装出恐
龙的样子来摆威风，给自己起了“恐龙”的名
号。小壁虎对生活有着各种幻想，最大的愿
望就是可以不用长大，不用面对困难，能永远
生活在妈妈身边。它和妈妈一起住在一个叫
阿霞的农村女孩家里，妈妈希望小“恐龙”能
学习阿霞的独立、坚强。可是，危险一次次靠
近，妈妈被封在围墙里，天敌时时出现，小“恐
龙”在困境中慢慢成长。

这个故事贴近孩子们的生活，处处能
看到平凡家庭生活的影子，有自立与成

长，有感恩与报答，有父母的教育之
道、孩子的成长缩影，有人与人的

相处细微，承载着作者对孩子

们的期许，鼓励小读者做有情有义、坚韧担
当、善良正直的人。

《小“恐龙”救妈妈》重视家庭身体力行的
教育。壁虎妈妈一直保护着小壁虎的成长，
并没有教给小壁虎应对危险的办法，但小壁
虎最终还是救出了妈妈。这是因为小壁虎在
壁虎妈妈的陪伴和保护中，潜移默化地继承
到了感恩、自立、坚强、勇敢等优秀品质。

梁晓声的童话，不仅在于语言的扎实、人
物情境的塑造，以及叙事的深入浅出，更在于
他对孩子、对未来人世间的责任感和美好愿
景。他的文字，让孩子们感悟感恩、自立、坚
强、勇敢，促进他们与父母的沟通和理解，感
受平凡生活中闪烁的人性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