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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兔三窟狡兔三窟：：为生存动足小脑筋为生存动足小脑筋

常州局前街小学 季彦达 指导老师 李 波

蚂蚁和蚜虫：一对铁哥们
汪泓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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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诺贝尔奖各奖项已陆续揭晓。
美国科学家维克托·安布罗斯和加里·鲁夫坎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美国的约翰·霍普菲尔德和加拿大的杰弗里·欣顿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美国的戴维·贝克、英国的德米斯·哈萨比斯和美国的约翰·江珀获得诺贝尔

化学奖；
韩国女作家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美国的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滨逊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其中，今年的化学奖和物理学奖的五位获奖者的获奖理由都和人工智能有关，

甚至有人说“2024年诺奖在为人工智能‘加冕’”。那就让我们欣赏一下这冠冕上的璀
璨明珠吧——

“狡兔三窟”的故事，出自《战国策》。故事讲的
是齐国孟尝君有个叫冯谖的食客，为了帮孟尝君赢
得民心，一把火烧光了百姓欠账的债条。他解释说：

“狡猾的兔子有了多个洞，才能免于一死，你现在才
有了一个洞，还不能高枕无忧。”后来，冯谖又为孟尝
君连施妙计，开了另外几个“洞”，帮助孟尝君多次平
安躲过灾祸。“狡兔三窟”这个成语就是指狡猾的兔
子有多个洞穴，比喻藏身的地方多，便于逃避灾祸。

“屏显”戒烟盒助外公成功戒烟

作者 尔 雅 配图 于 寒

中国人工智能“飞”上卫星验证

疫情期间，外公被困在家里，情
绪低落的他走到阳台上，一根接一
根地不停吸烟。烟吸得多，他咳得
很厉害，我跟外婆既心疼又无奈。
我想，一定也有不少小朋友，家中会
有像外公一样爱吸烟的亲属吧！那
么，为了帮助他们戒烟，我得行动起
来，怎么做呢？我想到设计一款智
能戒烟盒。

什么是戒烟，怎么戒烟？起初，
我对这些知之甚少。还是在外婆的
建议下，我联系上社区医生，通过与
他们的交流和查阅各种文献，以及
在同学家长中开展问卷调查，我了
解到戒烟是一个需要科学方法和坚
定决心的艰难过程。

掌握了这些情况，我决定设计
一款能够记录用户烟龄、提供个性
化戒烟计划的戒烟盒。它内置了一
套我特意设置的程序，能通过监测
使用者的吸烟频率，并根据吸烟历

史数据，为使用者制定最适合
的、逐步减少吸烟量的戒烟方
案。在学校的STEM社团学
到的激光切割技术和 3D打
印，让我设计的戒烟盒外观精
美且耐用。另外，我在盒子上
添加了电子屏，用来显示戒
烟进度和已取得的个人成绩，
激励用户坚持下去。

经过四个月的尝试、努
力，我的智能戒烟盒终于制作
完成，外公成为我的第一位用
户。看着烟盒记录的逐渐减少
的吸烟次数，我无比欣慰。

这次经历让我认识到，一个
好的创意可以为他人带来很大帮
助，希望我的产品能够帮助更多人
戒烟并保持健康的生活状态。

（季彦达的作品“一种可根据烟龄
智能动态规划的辅助戒烟盒”获江苏省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

在昆虫的世界里，蚂蚁和蚜虫是一对天生的好伙伴。
蚂蚁身姿矫健、敏捷好动，力气大、善格斗。蚜虫则腆

着大肚子，体型胖胖、圆圆的，不好动，总喜欢几十个、上百个
地聚集在一起，成群结队在植物的嫩枝嫩芽上安营扎寨，把它们

的口针狠狠扎进植物组织里，吸取新鲜又营养的植物汁液。
蚜虫不停地吸，又不停地从身上排泄出“废液”，这些“废液”其实是

蚜虫的“便便”，有意思的是，这些“便便”因为富含糖分还有个好听的名字
——“蜜露”。蚂蚁对甜的东西感兴趣，掉到地上的一滴糖液就能吸引众多的蚂

蚁来取食。可想而知，蚜虫的“蜜露”对蚂蚁有着多大的诱惑力，因为这正是忙碌的
蚂蚁东奔西走要寻找的“宝藏”。

说到这，大家可能会问一个问题：蚜虫给蚂蚁吃了“蜜糖”，那么，蚂蚁为蚜虫提供了
什么服务呢？其实，蚂蚁是蚜虫的保护者，充当着“保镖”角色，同时还管理着蚜虫这支
队伍。众所周知，七星瓢虫是蚜虫的天敌。当蚜虫受到七星瓢虫侵犯时，蚂蚁就会冲
锋陷阵，与蚜虫的天敌进行战斗，把瓢虫驱赶走，以保证蚜虫的生命安全。蚂蚁还会
经常钻进蚜虫群里，上上下下忙碌，在蚜虫身上爬来爬去，和每一个蚜虫交头接耳，

好像是在清点蚜虫的数量，看看有没有“减员”现象，又仿佛是在监督蚜虫这些
“产糖工人”们不要偷懒，得好好干活！就这样，这两种昆虫就有了共同的活动

领地和劳动空间，它们朝夕相处，相互依赖、相互帮助，成了一对好伙伴。在
自然界中，两个物种间这种互惠互利的现象很常见，两者的关系就叫做

“共生”。
蚂蚁和蚜虫这对铁哥们就是这么有趣！

（本栏目由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协办）

兔子是一种胆小的动物，在掘洞做窝时，除了
会留几个较大的“前门”，还会留几个“后门”，一旦
“前门”被堵，便从“后门”出逃。

兔子多的地方，到处都是洞穴，出口间通过
地道相连接，四通八达，形成一个“兔子村”。
兔子进洞前，会左顾右盼，确信后面没有天敌

尾随，才会钻入洞中。兔子常把洞口开在
大树底下或者灌木丛中，以便用树木、草

丛掩蔽洞口。若发现天敌进入洞口，便
从地道的其它出口逃出。

据报道，有人曾发现在一个兔巢中居住了四百
多只野兔，巢穴的出口达到惊人的两千多个。这些
野兔从任何一个洞口进洞，都可以到达自己的家。
如遇外敌追踪，它可以左拐右拐，迅速钻进洞中，把
追赶的敌人搞得晕头转向。兔子的机敏性、狡猾
性，远不是“狡兔三窟”形容的这么简单。

“狡兔三窟”本是兔子对付天敌、谋求生存的本
能，但其中的道理却广泛地被人类所运用。无论在
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会看到“狡兔三窟”式的
谋略。

不久前，中国人工智能研究传出喜讯：我国
完成了全球首次卫星在轨运行人工智能大模型
的技术验证。这种验证技术是对卫星智能化的
重要一步。

这项技术的核心在于将复杂的数据处理和
决策制定能力转移到卫星本身，减少对地面控
制的依赖。传统卫星在运行过程中，需要依赖
地面站提供指令和数据处理，而通过加载人工

智能大模型，卫星能够实时分析并响应周
围环境变化，从而更高效地执行任务。

例如，在进行地球观测时，卫星能够自主
判断最佳拍摄角度和时机，从而获取更高
质量的数据。这种技术发展预示着未来
卫星将不仅仅是“信息的被动接收
者”，而且成为“信息的主动处理
者”。

超强能力推算生命之源

蛋白质是生命的基础。
20 种氨基酸通过不同的排
列组合形成纷繁各异的三维
结构，不同的结构便赋予了
蛋白质不同的功能。就像铁
要变成船的形状才可以浮在
水面上一样，蛋白质也要折
叠成一个特定的结构，才能
发挥某种特定的功能，而折
叠成各种各样的结构本质上
是通过化学的相互作用去实
现的。这意味着，科学家可
以根据氨基酸序列推测出蛋
白质的结构，从而推测其功
能。然而，蛋白质折叠的方
式实在太多了。自然界中天
然蛋白质的序列有 10 的 12

次幂之多，对于 200 个氨基
酸构成的蛋白质而言，它的
序列空间是 20 的 200 次幂，
而目前可观测宇宙中可见物
质的总质量也只不过是 10
的 53 至 54 次方千克。怎样
用一种快速而准确的计算方
法解决这一难题，人们在近
几十年一直在努力探索。

2020 年，英国科学家哈
萨比斯和美国科学家江珀共
同领导开发了人工智能大模
型AlphaFold2实现了对大部
分蛋白质结构的预测，其预
测结果与真实结构只差一个
原子的宽度，这是蛋白质结
构预测方面史无前例的巨大
进步。两位科学家凭借这一
成就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上世纪80年代，当人工智能还处
于一个萌芽阶段时，科学家们尝试让
机器模拟大脑的工作方式，但进展缓
慢。本次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物理
学家霍普菲尔德，在观察神经元如何
协同工作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神经元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类比为
物理学中自旋系统的相互作用。这
启发他提出了霍普菲尔德网络模型，
用来解释大脑如何存储和提取记忆。

在霍普菲尔德的网络中，记忆被
存储为网络的“稳定状态”，而这些稳
定状态可以通过输入的噪声数据进
行回忆。这种机制，类似于物理学中
自旋玻璃中的自组织现象。这个模
型不仅为神经网络研究带
来了新的思路，也让物理
学的思想走入了人工智
能的世界。

另一位获奖者、美
国计算机科学家辛顿则
通过引入玻尔兹曼分布的概念，发展
出了玻尔兹曼机，为机器学习中的深
度生成模型奠定了基础。机器学习
的瓶颈之一是如何有效地处理大规
模数据。辛顿在研究中突发奇想，
利用物理学中的一种玻尔兹曼分
布的原理，提供了一个极具吸引
力的工具。通过这种统计物理学
方法，辛顿让机器通过模拟自然
界的概率过程，学习并生成数
据。这种思想，后来被用于
深度学习，极大地推动了
人工智能的进步。

物理学原理走进人工智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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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个
为什么

“关心下一代周报”微信
快来扫一扫

为什么垃圾
不能“一埋了之”？

为什么高速公路上
没有路灯？

为什么气象探测飞机
要到台风中心去？

过去对垃圾的处理很简
单，就是找块没用的空地，然后
挖一个大坑，将生活垃圾倒进
去并压实，可谓“一埋了之”。
这类粗放的露天填埋方式对环
境的破坏很大，露天堆积的垃
圾容易招来大量蚊蝇，滋生大
量细菌和病毒；填埋后逐渐腐
烂的垃圾很容易产生沼气，稍
有不慎就会自燃自爆；垃圾堆
积产生的腐臭气味四处弥漫，
长久不散，污染远近空气；垃圾
及其腐烂后的渗滤液会污染土
壤和地下水源，成为污染源。
人们逐渐认识到垃圾绝不能

“一埋了之”，于是，由简易的垃
圾填埋场逐步发展为配备了部
分环保设施的受控填埋场，之
后又将受控垃圾填埋场提升为
能对渗滤液和废气进行控制的
卫生填埋场，这就较好地解决
了二次污染问题。

路灯照明度低，而且发出
的是散射光，司机容易眩目。
高速公路上车流量更大、车速
更快，通常不采用路灯照明，而
采用其他警示方法——由玻璃
微珠制成的反光膜。将这种反
光膜铺贴在路边的交通标志、
路面标线和其他交通设施、建
筑物上，就成为反光标志。它
们平时不发光，只是在夜色朦
胧中，或雨雾阴暗天，当汽车前
灯的强光照射时，这些反光标
志才会将光线定向地反射到司
机的眼睛里。这种反光膜的反
射率要比普通油漆强百倍，反
射距离可达 1000 米。司机可
以在 1000 米之外就发现这些
闪光点；在距离 400米处，可以
分辨出这些标志的颜色、图形
和符号；在距离 200米左右，可
以看清标志上的文字，这为高
速公路驾驶安全提供了有力保
障。

为了更准确地掌握台风的
产生、发展，以及它的行进路线
等，气象工作者很早就试图深
入到台风中心去探测。因为只
有这样做，才能更准确测定台
风中心位置。在台风眼中投放
向下飘落的“落仪”，落仪可以
测定台风眼内各个高度上的温
度、湿度和气压，测量那里的云
和天气、风向风速、强风半径、
颠簸程度等气象数据，并用无
线电自动发报机向地面的气象
台进行传输，为各地气象台分
析和预报台风的未来动态提供
了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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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通宵读书引误会

王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
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就像现在
有句网络流行语说的那样，“比别人
聪明还比别人更努力”，王安石并未
因为领先同龄人而放弃努力，反而更
加废寝忘食地读书。邵伯温在《邵氏
闻见录》中就记载了王安石因为通宵
读书而引发的一场误会。

一天，王安石通宵读书后没洗漱

就去上班，韩魏公见到后，以为他前
天晚上在放纵嬉戏，见他年轻，便劝
他要努力上进，不要沦落放荡。王安
石当面并没有作解释，离开后才私下
跟同伴说：“我被误会了。”“君少年，
无废书，不可自弃”，王安石深知这句
话的道理。他在散文《伤仲永》中写
道：“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
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

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
耶？”意思是像方仲永那样天资聪明
的人，没有受到后天的教育，尚且成
为平凡人；那些本来天赋就不聪慧、
不接受后天的教育、不努力读书的
人，可能连普通人都不如吧？

正因为酷爱读书，坚持读书，王
安石在 21 岁时就考中进士，后来名
列唐宋八大家，青史流芳。

《宇宙立体书》

《奋
进新征程，

莫莫莫辜辜辜负负负这这这满满满天天天繁繁繁星星星

——读《奶奶的星星》有感

桂英姐：
你的来信我收到了，看了你的照片，你确实老

了。你这一生可以说完全是靠辛勤劳动过日子。
这正是你的美德。桂如侄儿虽为革命牺牲，但是

他的血没有白流，而换取了今天中国革命的胜
利，你是很光荣的。我已写信告桑植县政

府，证明你是烈属。兹逢楚才回家之便，
特函致复，并寄上我的照片一张及我

全家照片一张，仅缺大女儿捷生一
人，给你留念。祝你健康！

贺龙
一九五一年二月

作者：
贺龙 1896 年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自幼家境贫寒。

1916年，20岁的贺龙带领20位与他要好的青年，拿着棍棒、
梭镖、匕首、菜刀等攻下了官府设立的盐局，靠缴获的 12支
毛瑟枪拉起了一支农民革命武装。1927年，毛泽东在三湾
改编时说：“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了军长。眼下我们
有两个营的部队，还怕成不了大事？”经毛泽东这么一说，贺
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便流传开来。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白色恐怖笼罩整个中国。
在共产党最危难时刻，当时尚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毅然站
到共产党一边。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
来把起义计划告诉了贺龙，征求其意见。贺龙毫不犹豫：

“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周恩来说：
“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
义军总指挥！”贺龙一怔，讷讷地说：“我还没有入党……”周
恩来盯着贺龙：“你刚刚讲过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怎么第
一个命令就不听？”听了这话，贺龙非常激动，立即行了个军
礼说：“好，我坚决服从！”南昌起义取得胜利后不久，贺龙正
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在此后的革命
生涯中，贺龙为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和人民军队建设建立不
朽的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贺龙被授予元帅军衔。

背景：
陈桂英是贺龙的堂嫂，小时候贺龙常去堂嫂家吃饭。

堂嫂的儿子贺桂如与贺龙虽为叔侄，却情同兄弟。1916年，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后，年仅19岁的贺桂如毅然从军，此
后追随贺龙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桑植起义等革命斗
争。贺桂如胆大心细、勇敢聪明，是贺龙的警卫员和“内当
家”。1929 年，贺桂如在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追悼大会
上，贺龙说：“桂如，是我的堂侄，小我一岁，与我一起长大
……”说着说着，他情难自禁，失声痛哭。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贺龙托人带话问候陈桂英。堂嫂
也给贺龙寄来了一张照片。贺龙看了，感慨良多，亲笔写了
这封信，高度评价了她的儿子为革命作出的贡献。陈桂英
看到信后，方知自己的儿子早在22年前就已牺牲。

贺龙一家，满门英烈，他的父亲贺仕道、弟弟贺文掌、大姐
贺英、二姐贺戊姐、四妹贺满姑都为革命献出生命，而像贺桂
如这样为革命而牺牲的有名有姓的贺氏宗亲就有2050人。

贺龙：
桂如侄儿的血
没有白流

《闪闪的红星》
新中国成立 75周年之际，回望如火如荼的

革命岁月，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由此而创
作的文艺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红色少年的形象，
《闪闪的红星》中的“潘东子”就是极具代表性
的一个。

《闪闪的红星》是著名作家李心田的中
篇小说集，书中收录了李心田颇具代表性的
两部中篇小说《闪闪的红星》和《两个小八
路》，记述了革命年代里，爱国少年与敌人
斗智斗勇的感人故事，充分彰显了爱国
主义与乐观主义精神，以及少年们的勇
气和智慧，对在新时代弘扬爱国主义
教育、传承红色基因具有积极的文化
价值。其中，尤以《闪闪的红星》最
为知名，影响巨大，书中主人公“潘
冬子”的形象，几乎家喻户晓，妇孺
皆知。

1974年，电影《闪闪的红星》公
映，如春风拂面，和煦了万千心田。

英雄少年“潘冬子”的形象，和着至
今耳熟能详的电影插曲——“小小竹

排江中游，滔滔江水向东流，红星闪闪
亮，照我去战斗……”“红星闪闪放光

彩，红星灿灿暖胸怀”，成

为几代中国人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
早在《闪闪的红星》电影上映 10年

之前，《闪闪的红星》小说已经由李心田
创作完成，其中的潘冬子、椿芽子、胡汉
三等人物形象，令人印象深刻，而小说
中的有些对话被反复引用，就如潘冬子
手上那颗闪闪的红星一样，有些事物即
便时移世易，依旧长存，焕发新机。譬
如对于理想信念，作者如此写道，“冬天
下雪，秋天下霜，那青松叶子败不败？”

“不败。”“它高，它硬棒，它不怕雪，不怕
霜，好不好？”“好。”“我们要像那青松一
样，风再大，不低头，雨再猛，不弯腰。”如
此段落，颇为传神。

红色经典，常读常新。如今重温
《闪闪的红星》，谛听电影中的歌曲，仍
能感受到新中国创立的艰苦卓绝，感受
到踔厉奋发的精神力量。

李心田 著

这本书介绍了我国在科技、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
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深切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特

别是读到我国航天事业飞速发展，一颗颗卫星遨游太空，载人
航天一次次成功突破时，我仿佛看到了那片璀璨的星辰大海正
向我们招手，心中涌动着无限的向往与激情。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各行各
业劳动者都在不畏艰难、拼搏奋斗。无论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夜
以继日的钻研，还是农民伯伯在田间辛勤的劳作，抑或是我们在
学习道路上不断努力，都是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为了更加美好
幸福的生活，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和价值！

南通市通州区正场小学六（1）班 吴一雯
指导老师 单美芳

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坑坑洼洼的月
球表面、带着一条条美丽条纹的木星、有
着明亮星环的土星，还有其他行星、火
箭、太空站、登陆车，等等。我感到，宇
宙星空真的是太酷了！

宇宙之大，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
象，有太多的秘密等着我们去探索。
也因为这本书，我对宇宙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我还见识了我国宇宙探
索的足迹：从运载火箭到“神舟”系列
飞船；从航天英雄首次飞向太空，到
第一次太空漫步；从神舟、天宫实现

太空之吻，到女航天员的首次出征；从
航天员首次入驻“天宫”，到中国空间站

建成……宇宙的美，让我心驰神往。
苏州市吴中区胥江实验小学

一（7）班 翁意诚
指导老师 孙 洁

奔赴星辰大海》

南通市海门中学附属学校初二（3）班 张逸恬
指导老师 俞 英

时间如同顽劣的窃贼，它偷走人们
过往的记忆，背着故事的行囊逃窜远
方。青云浩荡，朔风扶摇，读着《奶奶的
星星》，我在心中再次默念：“莫辜负这
满天繁星。”

文章中的“我”由奶奶带大，对奶奶
充满依恋。奶奶曾告诉“我”，地上有一
个人去世，天上就会多添一颗星。后
来，奶奶也离“我”而去，“我”望着满天
星斗，明白了每一个活过的人，都能给
后人增一丝光亮，照亮他们前行的路。

我沿着文中奶奶的故事回望，记忆

来到了自己的童年。小时候，我最爱吃
曾祖母做的桂花糕，喜欢缠着她去摘桂
花。窗外，赤红的霞光洒在曾祖母身
上，她的手在暖光里忙碌着，飘来我最
熟悉的桂花香。谁说人去世后才能成
为星星？生前，曾祖母便是那颗最亮的
星，照亮我的整个小世界！但如今，我
却将这一切都淡忘了。我辜负了她太
多，曾祖母为我做了多年的桂花糕，可
我却将她的爱意搁在角落，不愿提起；
曾祖母用她的厨艺和爱心充盈我的童
年，而我却将她的陪伴埋入记忆的箱箧

……这些明明不该忘却的深情，被岁月
的刀割下，疏远的同时，平添了多少遗
憾？我想，以后我应当多望望星空，以
寄托对逝去长辈的哀思与感恩。

人面不知何处去，繁星依旧照人
间。

明星不灭，四季常在，款款入心。
我望向那颗最亮的星，想起已故的曾
祖母，想起已逝的童年，一颗种子在我
心中逐渐萌发。在未来，我也要成为
别人的星星，继续传递我曾经接受到
的温暖。

夏夜，满天星斗。奶奶讲的故事与众不同，她不
是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熄灭了一颗星星，而是
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又多了一个星星。

“怎么呢？”
“人死了，就变成一个星星。”
“干嘛变成星星呀？”
“给走夜道儿的人照个亮儿……”
我们坐在庭院里，草茉莉都开了，各种颜色的小

喇叭，掐一朵放在嘴上吹，有时候能吹响。
奶奶用大芭蕉扇给我轰蚊子。凉凉的风，蓝蓝

的天，闪闪的星星。这感受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那时候我还不懂得问，是不是每个人死了都可

以变成星星，都能给活着的人把路照亮。

《奶奶的星星》精彩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