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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婵莉）近日，我区《科技成果分类评
价规范》（DB/T 2023—2024）地方标准正式发布，将于 2024
年 9月 23日起施行。该标准是由自治区科技厅归口提出，
宁夏科技发展战略和信息研究所等单位制订，自治区市场
监督管理厅批准的自治区科技服务业首个地方标准。

该地方标准的制定出台是建立以创新质量、贡献、绩
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和科技成果“五元价值”评价机
制（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价值）的重要试点成果之
一。《科技成果分类评价规范》针对科技成果“评什么”“如
何评”，明确了科技成果“五元价值”的内涵和评价要点，以
及科技成果分类、评价目的、评价原则、评价要素要求、评价
形式与评价方法、评价内容、评价程序、评价追溯等内容。

该标准的发布施行，有利于指导并促进全区市场化、
专业化、规范化成果评价机构的发展，更好满足各类创新
主体的成果评价需求，在更大范围内引导科技成果评价行
业树立以“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价值导向，为科技服
务业发展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我区首个科技服务业地方标准发布
9月23日起施行

本报讯（记者 赵婵莉）近日，宁夏科技传播中心联合
宁夏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成功举办“探秘岩羊‘生活圈’”
户外科普直播活动。新颖有趣的科普内容和贴近自然的
直播形式吸引了大批观众，并在观看过程中积极参与互
动、发表评论，取得较好科普传播效果。

岩羊为什么可以在悬崖峭壁上如履平地？它们的角
里藏着哪些“秘密”？贺兰山上的岩羊和山下的人们又有
怎样的故事？此次直播以岩羊科普为切入点，通过镜头带
领观众观察了解岩羊这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通过分
享各类科普研学活动，介绍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如何发挥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作用，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传递生态
文明保护理念，生动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
设成效。

据了解，此次直播是宁夏科技传播中心特别策划的
“暑期科普之旅”第一站，宁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将以直播
的方式，通过镜头带领网友陆续前往好玩又有趣的宁夏全
国科普教育基地，让每一位大朋友、小朋友都能收获满满
的知识干货，度过一个不一样的科普假期。

户外科普直播探秘岩羊“生活圈”

宁夏开启“科普＋自然”暑期之旅

由于人类的活动，大量的温室气体
被排放到大气中，导致温室效应增强，
全球气温升高。同时，森林砍伐、海洋
污染等行为也在破坏着地球的自我调
节能力。

为了保护好地球的“大空调”，我
们可以做些什么呢？首先，我们可以
减少使用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其次，多种树、保护森
林，增加地球的绿色空间。再次，减少

塑料制品的使用，避免它们污染海
洋。最后，我们可以通过日常生活中
的小行动，比如步行、骑自行车代替开
车出行、节约用电等，来减少地球“大
空调”的压力。

从我做起，让我们每个人都成
为地球“大空调”的小小维修工，保
护我们的蓝色星球，让它永远温暖
而宜居。

（据《华西都市报》）

地球的“大空调”正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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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宇 宙 中 有
一颗蓝色星球，它
就 是 我 们 美 丽 的
家 园 —— 地 球 。
地 球 有 着 丰 富 的
生 命 和 迷 人 的 自
然景观，但它也面
临 气 候 变 化 引 发
的问题。

有时候，地球
会 变 得 太 热 或 太
冷，这对生活在上
面 的 动 植 物 和 人
类 来 说 都 不 是 好
事。那么，我们能
不 能 为 地 球 安 装
一台“大空调”来
调节温度呢？

地球本身就拥有一台天然的“大空
调”，那就是大气层中的一些重要成分
和地球上的某些自然现象。它们共同
协作，帮助地球保持适宜的温度，使生
命得以繁衍。

了解地球大气层，首先我们要知道
什么是温室效应。温室效应是指地球
大气层中的某些气体，如二氧化碳、甲
烷和水蒸气等，能够吸收并重新辐射地

面释放的热量，类似于温室中的玻璃让
太阳光进入却不易让热量逃逸。这层

“保温被”使得地球的温度得以保持在
适宜生物生存的范围。

当过多的温室气体排放到大气
中时，这种保温作用就会过强，导致
全球变暖。为了对抗这个问题，地球
的“大空调”就需要发挥它的冷却功
能了。

地球拥有天然的“大空调”

第一站，我们要拜访的是云层。
云层是地球“大空调”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们在夏天为地球遮阳，减少阳
光直射地面产生的热量；在冬天则像
一床棉被，锁住地面的热量，使地球不
至于过冷。

第二站，我们来到了海洋。海洋
占据了地球表面的大部分面积，它通
过海流的循环，将赤道附近的热量带
向两极，将冷水带上表层，这样就能
平衡地球的热量分布，起到调节气候
的作用。

第三站，是森林和植被。树木和植
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出
氧气和水蒸气。这个过程中消耗了大
量的热量，有助于降低气温。植被覆盖
的地表可以反射更多的阳光，降低地面
的温度。

森林可是地球的自然空调，通过光
合作用固碳，缓解气候变化，保护生物
多样性，维持生态平衡。

或许会有人问，什么叫作“固碳”？
森林通过光合作用，将大气中的二氧化
碳转化为有机物质并储存起来，这个过
程被称为“固碳”。森林中的植物生物
量、有机质如枯枝落叶，以及土壤中的
有机碳，共同构成了森林的碳库。它们
是地球上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碳库之
一，对调节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森林碳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地上生物量碳库，包括树木、灌木等植
物的干、枝、叶和根中的碳；地下生物量
碳库，包括植物根系中的碳，以及土壤
微生物量碳；土壤碳库，包括土壤腐殖
质和矿物质结合形成的有机碳。

最后一站，是风和降水。风可以
将热量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
方，比如从炎热的沙漠吹向凉爽的海
岸。降水则可以通过水的蒸发带走热
量，因为蒸发需要吸收热量，这样也能
降低温度。

“大空调”怎么发挥冷却功能

大熊猫有多少颗牙齿

竹子竹笋小苹果，“吃货”大熊猫
的牙齿很少闲着。那么，大熊猫到底
有多少颗牙齿呢？根据科学家们的研
究发现，大熊猫的乳牙通常 24颗，恒牙
40到 42颗。

大熊猫会在出生 3 个月时长出
第一颗牙齿。一般来说，最先长出来
的牙齿是下犬齿，也有极少数的幼年
大熊猫最先长出下前臼齿。到 5 个
月大左右，大熊猫的 24 颗乳牙就差
不多长齐了。

到了 8个月左右，大熊猫会像人类
小朋友一样换牙，它的乳牙逐步脱落，
然后长出恒牙。此时，大熊猫会先长出
第一对上前臼齿，偶尔也有先长出第一
对下门齿的情况。

到了 1岁半左右，大熊猫的恒牙基
本长齐。当然，偶尔也有较晚长齐恒齿

的，其数量会达到 40到 42颗。

大熊猫吃竹子毫不费力

据介绍，在咬合力排名中，大熊猫
排列在食肉目动物北极熊、老虎、棕熊、
狮子之后，位列第五名。

你知道吗？大熊猫头骨的颧弓
发达而且非常宽大，这有利于强大的
咬肌附着，再加上臼齿宽大粗壮，咀
嚼面复杂，有许多细小的齿尖，那些
看起来坚硬的竹子对它们来说简直
是小菜一碟。

事实上，大熊猫牙齿在食肉目类
的基础上，为适应吃竹子发生了重大
改变。

大熊猫的恒牙有 40 到 42 颗，它们
牙齿的数目和狼等犬科动物一样。然
而，与犬科动物相比，大熊猫 3 对门齿
已经丧失了切割的功能。再配合兔唇
似的上裂唇，起着剥弃竹青和梳理毛
发的作用。犬齿是粗圆的锥状，是争
斗配偶的武器。所以，雄性犬齿比雌
性要粗壮些。

大熊猫牙齿可自动修复

啃 食 竹 子 的 大 熊 猫 ，拥 有 非
常 坚 固 强 悍 的 牙 齿 ，而 且 它 们 的
牙 齿 还 有 一 个 神 奇 的 功 能 —— 能
够 进 行 自 动 修 复 。 2019 年 ，科 学
家 研 究 发 现 ，大 熊 猫 牙 釉 质 在 发
生 变 形 与 损 伤 后 ，能 在 微 纳 米 尺
度 进 行 自 动 修 复 。 它 们 的 牙 齿 之
所 以 能 够 实 现 自 动 修 复 ，主 要 得
益 于 其 牙 釉 质 高 密 度 、富 含 有 机
质 的 微 观 界 面 ，以 及 巧 妙 的 组 织
结 构 设 计 。

大熊猫也要看牙医

虽然大熊猫的牙釉质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自动恢复，但因为它们喜欢的竹子
属于粗纤维，质地坚硬，对牙齿仍然会造
成一些磨损。因此，对于圈养大熊猫来
说，专业的牙齿保护和检查不可或缺。

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成
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大熊猫牙齿
护理及口腔医疗是大熊猫临床医学
中的一部分。就像小朋友们也会去
看牙医一样，大熊猫的专属牙医也会
为它们牙齿的健康保驾护航。

几年前，有媒体报道过成都大熊
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牙科临床
技术与应用研究工作。专家们从口
腔卫生、牙齿发育、牙体牙髓等方面
对大熊猫常见口腔疾病进行了详细
检查，完成了大熊猫口腔保健、牙齿
X 光拍摄和牙齿形态学 3D 扫描。在
接受抽样检查的 20 只大熊猫里，专
家们发现，部分大熊猫有轻度牙龈炎
和牙结石、轻度牙齿磨损和中度牙齿
染色情况，个别大熊猫出现了因牙齿
磨损而暴露出牙髓、需要接 受 根 管
治疗的情况。

大熊猫
有多少颗牙齿？

6月23日，在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大熊猫贡贡在“撸串”。

（据《华西都市报》《中国科学报》）

◀6 月 12 日，在中国大熊猫
保护研究中心雅安基地，大熊猫
香香在吃竹笋。

（资料图片）

本报讯（记者 赵婵莉） 7月 19日至 21日，由全国大学
生生命科学竞赛委员会主办，北方民族大学生物科学与工
程学院承办、宁夏科普作家协会协办的第九届全国大学生
生命科学竞赛（科学探究类）决赛北方民族大学分赛场比
赛举行，来自宁夏、陕西、甘肃、西藏等 10个省（区）的 142
支参赛队伍展开激烈角逐。最终，北方民族大学和宁夏大
学两所高校在全国总决赛中荣获一等奖 5项、二等奖 2项、
三等奖 9项的优异成绩。

第九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科学探究类赛道共
吸引来自全国 629所高校 16732个团队的 69938名学生参
加，全国 33个省（市、区）参赛（含台湾、澳门）。决赛在浙
江万里学院和北方民族大学两个赛场举行，奖项按照最终
决赛成绩排序，一等奖 2.5%、二等奖 4%、三等奖 12%。参
赛学生展示了他们在细胞生物学、遗传学、生态学、微生物
学等多个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

为了确保竞赛的公平公正，组委会特别邀请了 32位
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担任评委。在评审过程中，评委们严格
按照竞赛标准，对每个参赛项目进行细致的评估，并为选
手们提供了宝贵的指导意见。

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是一项面向高校生命科学
专业的高水平大学生学科竞赛，是教育部认定的大学生A
类竞赛，也是唯一一个生命科学领域的高水平大学生竞
赛。“此次竞赛的成功举办，不仅加强了与其他高校在生命
科学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还
激发了广大学生对生命科学的兴趣和热情，提高了他们的
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北方民族大学相关负责人说。

第九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
（科学探究类）决赛落幕
宁夏两高校斩获佳绩

本报讯（记者 赵婵莉） 7月 20日至 22日，第十四次岩
土力学与工程前沿论坛暨第八届低碳能源岩石力学与工
程学术沙龙在银川市举办。活动邀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
周创兵、刘汉龙及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
位的专家学者参加，分享前沿成果，展望未来趋势，共同推
动岩土力学与工程、岩石力学与工程领域的科学研究和人
才培养进一步发展。

本次论坛和学术沙龙是北方民族大学 40周年校庆和
土木工程学院 10周年院庆系列学术活动之一，由北方民族
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北方民族大学科研处、宁夏地质学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企业创新服务中心、宁夏科普作家协会联
合承办。

宁夏是国家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两大区域战略“双覆盖”省区。为了加强黄河流域（宁
夏段）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提
高灾害和预防能力，本次论坛和学术沙龙为行业内高校学
者、企事业单位专家搭建了高水平学术互动交流平台，以

“岩土环境修复与可持续发展、能源开发中的岩土力学问
题、岩土工程低碳化技术”为主题，围绕环境保护与生态修
复、固废资源化利用、地质灾害防治、能源储存与开采等领
域进行深入研讨。

“活动从科技视角为宁夏生态岩土力学与工程、低
碳能源岩石力学等前沿问题建言献策、破解难题，提供
科技智力支撑。对促进北方民族大学土木、水利、生态
等学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北方民族大学相关
负责人说。

专家学者齐聚银川共论岩土力学与工程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