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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龙类是晚白垩世后半段最成
功的兽脚类恐龙类群，雄霸北美洲及
亚洲大陆东部。暴龙类是在晚白垩
纪肉食类恐龙衰落和几近灭亡后才
演化出巨大的体型，填补了肉食龙类
留下的空白，占据了食物链顶端。化
石证据显示，暴龙类是由一类较原始
的虚骨龙类进化而来，起源可以追溯
到侏罗纪。

暴龙类在过去被归入肉食龙类，
但从骨骼的构造来看可以确定应该是
腔尾龙类大型化之后的种类。实际上，
似乎越是早期的种类体型越小。前肢
小且只有 2 根指是其特征。口部前端
牙齿的形状像凿子一样。脚上有 3趾，

脚背部的骨骼排列紧凑，非常适合奔
跑，与似鸟恐龙很相似。

暴龙口前端牙齿的后侧很平而前
侧呈圆形，它有硕大的头部，粗壮柔韧
的脖子，结实的躯干，长有两指的细小
前肢，末梢变大变宽的耻骨。暴龙类曾
经分化成了两种，一种是亚洲蒙古的特
暴龙，另一种是北美洲的慎龙。

肉食类恐龙猎食的武器是锐利的
牙齿和爪子。暴龙类恐龙会寻找落单
的草食性恐龙，因此常常单独行动。而
有些恐龙则会群体行动，锁定猎物后蜂
拥而上，并用第二根趾头的脚爪割开猎
物的腹部。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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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婵莉） 8月 2日至 5日，中国科协“领航计
划”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国情研修活动在银川举行，来自中国科
协和全国学会、省级科协推选的 52名青年科技领军人才代表
参加活动。

本次研修活动由中国科协党校主办，宁夏科协党校、宁夏科
普作家协会承办。主要围绕科协主责主业，强化科技人才政治引
领，拓展联系服务科技工作者的广度和深度，引导科技界自觉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夯实党在科技界
的执政基础，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汇聚智慧和力量。

为期 4天的研修活动中，学员们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了解宁
夏聚才用才各项政策，到闽宁镇、贺兰山生态治理区、大武口工
业遗址、贺兰山岩画、志辉源石酒庄、领新耘智 3D打印基地、乔
锋机械制造公司等地开展科创调研和现场学习。活动期间，学
员们还到六盘山实验室与马玉山院士就“弘扬科学家精神，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围绕重大需求开展科技创新，解决卡
脖子难题”等内容进行面对面高端对话。

活动还举办学员论坛，邀请电子科技大学、河南大学、中
山大学、复旦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宁夏大学等高校的 11名学
员结合自己的专业进行了报告和分享，学员们利用晚上时间就
科技自立自强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分组深入进行研讨交流。

学员纷纷表示，本次研修为科技人才搭建了理论学习、国
情调研、跨界交流、咨政建言、科技报国平台，让学员深入了解
到党情国情世情，更加坚定青年科技人才爱党报国的理想信
念，将以实际行动传承新时代的科学家精神，争当科技自立自
强排头兵，为推动科技进步贡献青年力量。

中 国 科 协“ 领 航 计 划 ”青 年 科 技
领军人才国情研修活动在银川举行

本报讯（记者 赵婵莉 见习记者 蔡睿晓） 8 月 6 日至 7
日，由宁夏科协主办，宁夏科技馆承办的第八届全国科技馆辅
导员大赛宁夏赛区选拔活动在宁夏科技馆举办，共有来自全区
11个地市科协、科技馆推荐的 87名科技辅导员和科技志愿者
参与其中。

本次选拔活动设“展品辅导”“科学实验”“科普短剧”“科
学课程（活动）”四个项目，不断提高科技馆辅导员综合素质和
专业技能，并首次增设“科技志愿者”组别，动员和激励更多科
普人员参与赛事，壮大科普人才队伍。

本次选拔活动，特邀科技馆行业专家、科学类、舞台表现
类和教育类专家组成评审团，从科学性、创新性、表现性等方面
对选手进行评分，重点考察科技辅导员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
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综合能力，不仅为我区科技辅导员提
供了展示自我、交流互鉴的平台，更展现出他们良好的精神风
貌和扎实的专业能力，以赛代训、以赛促学，为科普工作注入源
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推进我区科普事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自治区科协聚焦新时期科普人才工作发展需求，
实施科普队伍建设行动，通过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训，
加强专业素养考核，探索开展科技馆辅导员专业水平认证，为
各类科技志愿者、科技工作者参与搭建平台努力建设好一支素
质优良、经验丰富、专兼并重的科普人才队伍。

全国科技馆辅导员大赛是科技馆行业最具权威性、专业
性以及影响力的职业技能赛事，迄今已成功举办七届。宁夏赛
区选拔活动经过激烈角逐，共评选出 16个优秀选手及项目，将
代表宁夏赛区参加第八届全国科技馆辅导员大赛总决赛。

第八届全国科技馆辅导员大赛
宁夏赛区选拔活动落幕

上述研究由浙江自然博物
院 4名古生物研究人员郑文杰、
金幸生、谢俊芳和杜天明共同
完成。团队将这一新种恐龙命
名为“徐氏亚洲暴龙”，以此向
长期致力于恐龙研究，并长期
支持浙江自然博物院学术和科
普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徐星
致敬。

浙江自然博物院地球科学
部副主任、研究馆员郑文杰介绍，
徐氏亚洲暴龙的生活年代是白垩
纪末期。这一时期距今已有
7200万至 6600万年。它的化石
标本保留了近乎完整的头骨以及
尾椎、后肢等头后骨骼。它属于
暴龙科中最为进步的暴龙亚科，
与特暴龙、霸王龙关系较近。

郑文杰告诉记者，暴龙类
恐龙是一个大家族，被划为暴
龙超科。暴龙类最早出现于距
今约 1.65 亿年的中侏罗纪，到
距今约 6600万年的白垩纪末期
灭绝。而暴龙超科里的暴龙科
恐龙，在恐龙时代的最后 2000
万年里，一直是亚洲和北美洲
的顶级捕食者。暴龙亚科则又
属于暴龙科。

我国新发现暴龙类恐龙：

古生物学家详解“暴龙之吻”
在恐龙世界里，暴龙类的霸王龙因其

威武霸气，一直是影视剧里的“大明星”。
浙江自然博物院的古生物研究团队通过化石研

究，确定了一种暴龙类恐龙的新属种。它还是我国东
南部发现的第一种深吻型暴龙类恐龙。

许多人印象中的暴龙都有一
个 硕 大 的 脑 袋 。 郑 文 杰 说 ，依 据
吻 部 的 特 征 划 分 ，暴 龙 的 头 也 有
两种类型。大部分暴龙科恐龙的
头 骨 为 深 吻 型 ，头 骨 前 后 相 对 较
短，上下颌间距离高一些，看起来
有点“方”，像霸王龙和特暴龙的
头骨都属于这种类型。徐氏亚洲
暴 龙 的 头 骨 全 长 47.5 厘 米 ，也 属
于深吻型。另有一部分暴龙科恐
龙 的 头 骨 是 长 吻 型 ，吻 部 狭 长 。
这样的恐龙又被归为分支龙类。

在 亚 洲 中 部 戈 壁 地 区 ，科 学
家发现过同时生活的深吻型暴龙
和 长 吻 型 分 支 龙 。 前 者 体 型 更
大 ，两 者 可 能 处 于 不 同 的 生 态
位 。 而 在 我 国 东 南 部 地 区 ，两 类
暴龙体型对比则恰恰相反。和深
吻型的徐氏亚洲暴龙生活在同一
时 代 的 ，还 有 长 吻 型 的 虔 州 龙 。
郑文杰说，虔州龙体型较大，估计
体长可达 9 米左右。此次发现的
徐 氏 亚 洲 暴 龙 虽 然 是 未 成 年 恐
龙 ，但 是 已 经 过 了 最 快 速 的 成 长
期，为亚成年个体，体长仅约为虔
州龙的一半。它们可能也处于不
同 生 态 位 ，采 用 不 同 的 捕 食 策 略
以避免直接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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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氏亚洲暴龙复原图。

徐氏亚洲暴龙头部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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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氏亚洲暴龙头骨化石照片。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
领导的团队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
人员合作，研发出一种新的 3D 打印
材料。这种材料既有足够的弹性以
承受心脏的持续跳动，又具有足够的
韧性以承受关节的挤压负荷。它易
于塑形以适应患者独特的需求，并能
轻松黏附在湿润的组织上。最新发
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这一突破性成
果，为新一代生物材料的开发铺平了
道路。

近年来，水凝胶材料已成为制造人
造组织、器官和植入物的热门材料。但
传统 3D打印水凝胶在拉伸时容易断裂，
在压力下容易破裂，或因太硬而无法在
组织周围成形。

如何使 3D 打印水凝胶材料兼具
强度和弹性？研究人员从蠕虫的复
杂相互缠绕中获得了灵感。新打印
方 法 被 称 为“CLEAR”，其 工 作 原 理
是将长分子缠绕在 3D 打印材料中，
就像那些相互缠绕在一起的蠕虫一
样，从而可以生产出既坚固又柔韧
的材料。

当在实验室中拉伸这些材料并测
试其能承载的重量时，研究人员发现这
些材料的韧性远远超过了用标准 3D打
印方法打印出来的材料。更令人欣喜的
是，它们还能贴合并黏附在动物组织和
器官上。

研究人员设想，未来这种 3D 打
印材料有望制成修复心脏缺损的“心
脏创可贴”，也可用于向器官或软骨
组织递送再生药物以抑制椎间盘突
出，甚至可用于缝合伤口以避免传统
针线和缝合方式带来的组织损伤。

（据《科技日报》）

“驱虫植物”真的能驱蚊吗？

猪笼草

蚊子为啥惧怕某些植物？

具有浓烈香气是“驱蚊植物”的一
大特点，有时我们不凑近，都能闻到它
们独特的味道，比如香茅、薄荷、万寿
菊、罗勒等植物。而香气，就是这类植
物的驱蚊秘诀。

其中，香茅含有的香茅醛（quán）、
柠檬烯（xī）等挥发性物质，会散发出
一种特殊的香气，能够干扰蚊子的感
觉器官。

薄荷中则含有丰富的薄荷油、薄荷
醇等多种容易挥发的物质，其较为特殊
的味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驱除蚊虫。
其中，最有效的成分是薄荷醇，使蚊子
和其他害虫不敢靠近。

万寿菊含有的拟除虫菊酯（zhǐ）是
一种天然的杀虫剂。在非洲，万寿菊常
被土著人垂吊于茅屋下，以驱赶成群的
蚊蝇。

罗勒除了作为烹饪香料，它的叶子
还含有能杀死蚊子幼虫的化合物。这
种化合物能迷惑和刺激蚊子，迫使它们
离开去寻找其他食物来源。罗勒驱蚊
的有效成分是丁香酚（fēn），它的叶子
可以制成用于驱蚊的乳液或喷雾剂。

此外，还有一种植物驱蚊法中提到
了“食虫植物”，表示它们可以合成一些
吸引蚊子取食的蜜露，诱导蚊子前来取
食并一举捕获，例如捕蝇草、猪笼草
等。这类“陷阱”型植物会通过蜜腺

（xiàn）、香味或鲜亮颜色引诱昆虫进入
它们的“牢笼”，来进行捕食。

植物驱蚊法效果有限

既然香茅、薄荷、万寿菊、罗勒等
植物的香味能对抗蚊虫，那么是不是在
家里放上几盆，就能够让人免于蚊虫叮
咬呢？

专家认为，对于芳香的香草植
物，它们体内的某些化学物质确实有
一定的驱离昆虫的作用。但是这种
驱虫作用是对于植物自身而言，是植
物防御昆虫取食的“化学武器”，这些
挥发性成分只有在植物受到啃食等
物理损伤时才会大量释放。活体植
物的香气挥发量有限，仅摆上一盆或
几盆植物，就想免于被蚊子叮咬不太
现实。

相比之下，植物萃（cuì）取物的驱
蚊效果更佳，因为萃取物的汁液浓度较
高。以薄荷为例，在专业操作中，人们
会用溶剂萃取法、冷冻压榨萃取法等方
式，将其香气成分大量萃取、释放出
来。当然，如果同学们只是为晚饭后散
步做个临时性的防蚊应急，也可以考虑
将薄荷揉碎，把汁液擦在身上，会有一

定的效果。
而“食虫植物”驱蚊法则很难说有

效。因为吸食人血的蚊子是雌蚊，它们
能够感受到的是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
以及人体表散发的红外线。因此，首当
其冲成为蚊子吸血目标的是那些体表
面积大、呼吸或生理代谢旺盛、易出汗
的人群。

另外，也要注意，室内不宜种植过
多“驱蚊植物”。夜间，植物会吸收氧气
释放二氧化碳。如果室内密闭性很好，
植物在夜间会和人竞争氧气。

这些植物最招蚊子

有排斥、捕食蚊虫的植物，就会有
吸引蚊虫的植物。

蚊子需要水来产卵，像凤梨科植物
和多肉这样的植物有蜡状的叶子和吸
水槽，下雨后就会积存少量的水，能让
蚊子得以繁殖。

蚊子也喜欢开花的杂草，以及具有
观赏性的开花植物，如兰花和野花。这
些植物花蜜中的糖为成蚊提供了另一
种营养来源。

除了积水，靠近树木、长得高的
草或灌木丛生的阴凉潮湿区域都是蚊
子理想的栖息地。因此，如果夏日出
游不想被蚊子叮咬，就要尽量避免前
往这样的地方。阳光越充足，蚊子越
无法繁殖。

（据《华西都市报》）

夏天阳光明媚，草木葱郁，却也是蚊子最活跃的季节。为了对付惹
人心烦的蚊子，电蚊拍、驱蚊液总是少不了。而有些花店、花市还摆出了各

种各样标示着可以驱蚊的神奇植物。
那么，驱蚊植物的作用原理是什

么？种上一盆，真的能让我们免于被蚊
子困扰吗？今天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万寿菊

薄荷

3D打印制出
“心脏创可贴”

机器人常被要求给一些果蔬去皮，以测试它们精细处理
棘手物体的能力。但此类挑战通常被简化，例如将果蔬固定在
特定位置，或只选用单一果蔬进行测试，比如剥一根香蕉。近
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Pulkit Agrawal及同事开发出一种新
型机器人，它可以用一只手旋转果蔬，另一只手负责削皮。

“这些额外的旋转步骤对人类来说非常简单，但对机器人
却很有挑战性。”Agrawal说。机器人首先会在模拟环境中接受
训练，如果旋转方向正确，就可以获得算法奖励；如果旋转方向
错误或根本没有旋转，则会受到惩罚。

接下来，研究人员将在现实世界条件下测试机器人，任务
是给南瓜、萝卜和木瓜这样的果蔬去皮。它的一只手利用触觉
传感器的反馈旋转物体，另一只手由人类控制负责削皮。
Agrawal说，机器人在处理体形更小、形状更复杂的蔬菜时存在
困难，比如姜，但团队希望可以继续扩展其能力。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 Jonathan Aitken表示，对于任何机器
人来说，抓握和重新定位物体都是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而这个
机器人的速度和紧握能力令人印象深刻。在一些必须将物体
以正确的方向从一台机器移动到另一台机器的工厂中，此类机
器人可能会有用武之地。 （据《中国科学报》）

新型机器人可以旋转果蔬灵巧削皮

一个仅重 4克的飞行器，是目前世界上最小的太阳能飞行
器。这是由于它携带的不同寻常的静电马达和能产生极高电
压的微型太阳能电池板。日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
工程学院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自然》发表的研究论文显示，这
种昆虫大小的飞行器可借助太阳能实现无限期停留在空中。

微型飞行器是一种解决一系列通信、搜救问题的理想工
具，但通常受到电池续航能力的限制，即使太阳能无人机也很
难产生足够的电力来维持自身运转。为了避免这种递减循环，
齐明镜和同事开发了一种简单的电路，可以将太阳能电池板产
生的电压放大到 6000-9000 伏特之间，且没有使用像电动汽
车、四旋翼飞行器和各种机器人那样的电磁马达，而是利用静
电推进系统为一个 10厘米长的转子提供动力。这种电机的工
作原理是通过环形排列的带电荷交替吸引和排斥组件，从而产
生扭矩，使单个旋翼像直升机一样旋转。这些轻质部件由薄如
晶片的碳纤维片制成，外层包裹着极为细小的铝箔。

齐明镜说，这是研究人员首次成功地让微型飞行器利用自
然光飞行，在此之前只有大型的超轻型飞行器才能做到。这种
飞行器能携带 1.59克的有效载荷，可用于小型传感器、计算机或
照相机。研究人员认为，通过改进设计，飞行器的有效载荷可增
加到4克，固定翼版本有效载荷可达30克。（据《科普时报》）

轻如蝉翼的飞行器 可在天空无限时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