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1日至12日，安庆
科技馆开展“深空探展 点
燃青少年航天梦”系列主题
活动。此次活动，不仅是一
次科学知识的普及，更是一
次心灵的启迪，它让学生们
近距离感受到了科技的魅
力，激发了青少年对科学探
索的热情，为青少年的科学
梦想插上了翅膀。寒假即
将到来，安庆科技馆将积极
利用现有展品和课程资源，
积极开展青少年科普教育
活动，丰富学生的假期生
活。 方伟 摄

科普安徽 2025年1月17日 星期五
编辑：杨振宇 美编：桐生 05

沉浸式体验地震来临时的危急情景、解
密地震灾害的形成背景、了解现代防震的科
技手段……带着好奇心和探索欲，日前记者
走进安徽省科技馆健康之本展区开启一场
精彩有趣又充满惊险刺激的奇妙科学之旅。

“走进‘地震体验小屋’，摇晃的感觉仿
佛让我身临其境体验了一次地震！”在展区
内的地震体验小屋前，许多游客大排长龙，
纷纷想要上去体验一把。“走进小屋里，当
模拟地震来临时，整个房间都在震动，十分
真实，心里也很恐慌，让我对地震灾害再次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结束体验的游
客激动地向记者述说自己的所见所感。据
了解，该展项打造了一个半封闭沉浸式体
验空间，包括显示屏、房屋场景墙以及与环
境融合的地震体验屋。地震体验屋的背面
设置机械实体墙，模拟展示高楼效果，其

中部分结构可模拟倒塌效果，两侧设置
LED屏，配合震动平台展示地震来临时的
裸眼 3D效果，达到身临其境的视觉体
验。 体验时，观众走进屋内，在展教人员
的指导下体验地震。互动过程中，观众可
选择屋内的躲避地点，墙面屏幕会给予反
馈，并介绍地震来临时的正确应对措施。
同时，背面房屋场景会随着震级越来越大
而倒塌，地震屋两侧的墙面也由机械结构
带动向两边倾斜，带来更加真实震撼的体
验感。无人进行地震体验时，场景外LED
屏显示无地震时晴空万里的画面。当观
众进入地震小屋体验，由工作人员启动，
观众观看地震避险逃生知识视频，随后进
行弱震、有感地震、中强震、强震的地震体
验，从中了解更多地震相关知识。同时场
景外LED屏也做互动联动，同步不同震级

的外部环境画面变化。
地震具有瞬间发生、破坏性强、次生

灾害严重、预报困难、社会影响深远等特
点。地震究竟会造成哪些威胁，我们又该
如何应对？除了体验展厅内的热门展项
以外，这里的其他展品也充满各种科学魅
力。带着诸多疑问，跟随着讲解员的步
伐，继续探秘展厅，从安徽省地质结构解
析到地震自救再到防震前沿科技，游客可
以通过与不同展品的互动以及观看电子
显示屏等形式充分调动五感，从多角度多
方面了解地震相关科学知识，筑牢防震减
灾意识，加深对学习到知识的掌握。

“地震发生时，如何正确逃生十分重
要，在我们设计的震后逃生通道展项中，模
拟的就是地震发生后房屋和地面发生倾斜
的状况。”讲解员介绍道，不少游客走进通

道内可能会产生眩晕感、失重感，此外，我
们的展项还配有感应系统，游客在此可以
选择合适的道具，并采取正确的姿势进行
逃生，若错误，系统会通过声光警示。逼真
的地震环境模拟、细致的科普讲解，让游客
们从听觉、视觉、触觉等方面感受到最大的
逼真感，切实感受地震的威力，在普及地震
相关知识之余，也能进一步减少民众心中
对地震的陌生感与恐慌感。

防震减灾科普能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
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提升全社会灾害风险
防范意识和能力。接下来，安徽省科技馆
将会在原有地震科普工作的基础上不断创
新，以更加贴近生活的科普形式和内容，将
地震科普知识“严丝合缝”地嵌入居民的心
里，增强周围民众的防震减灾意识。

（全媒体记者 黄文静）

“沉浸+体验”解锁防震减灾科普新模式

本报讯 1月14日，省科协、省农业农
村厅在临泉县联合召开全省国家第一批
产业顾问组工作推进会。会议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系列重要讲话指示精
神，传达学习中国科协科普部关于2025
年产业顾问组实干增效项目有关部署要
求，总结交流2024年全省国家第一批产
业顾问组工作，谋划2025年工作。

会上，寿县、临泉、舒城、金寨、砀山、
利辛等6个县科协汇报了2024年产业顾
问组工作做法和成效以及2025年工作
计划。7位顾问组专家代表畅谈了产业
顾问组工作经验和体会，并对进一步做
好产业顾问组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会议对各产业顾问组2024年开展
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
并对2025年工作进行了部署。会议指

出，开展产业顾问组工作是科协和农业
农村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
重要举措，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及省委、省政府关于乡村振兴决策部署
的重要体现。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
责任担当，充分认识组建产业顾问组支
持脱贫县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积极投
身到脱贫县的产业发展中去；要聚焦产
业需求，精准服务施策，对接产业发展的
关键环节和瓶颈问题，提升脱贫县产业
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要加强协同合作，形
成工作合力。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加强服
务配合和支持保障，做好对接、协同推
进，为产业顾问组工作落地落实创造条

件；要注重创新引领，加强宣传推广；积
极探索创新工作模式和工作方法，充分
利用数字化技术和在线创新创业平台，
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科技服务，及时总
结成功模式和经验做法，加强宣传引导，
不断营造科技助力脱贫县产业加快发展
和乡村全面振兴的良好氛围。

会后，与会人员赴皖临白山羊培育
基地和中原牧场牛羊交易大市场参加
了现场观摩活动，实地了解临泉县肉牛
肉羊产业顾问组工作成效。

省科协科普部、省农业农村厅帮扶
处相关负责人，全省国家第一批产业顾
问组专家代表，省科技创新服务中心，淮
南、阜阳、六安、宿州、亳州等市科协、市农
业农村局负责人以及寿县、临泉、舒城、金
寨、砀山、利辛等县科协、县农业农村局、
产业顾问组工作县级服务单位相关负责
人等40余人参加会议。 （安珂）

安徽省国家第一批产业顾问组工作推进会召开

人体，这个精妙绝伦的生命结构体是由无
数微小却至关重要的细胞组成。细胞作为生
命活动的基本单位，在人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日前，安徽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430人体探秘活动空间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人体细胞大分工科普活动，让同学们更深入
地了解到人体细胞构成及功能。

细胞是什么？长什么样子？细胞又有什
么用？这些问题犹如繁星点点，闪烁在学生心
里……

讲座伊始，科技辅导员向同学们介绍了细
胞的组成部分及其功能，细胞主要由细胞膜、
细胞质和细胞核三部分组成。细胞膜是细胞
的边界，它将细胞内部与外部环境分隔开来，
同时控制着物质的进出。细胞质中含有各种
细胞器，如线粒体、内质网、高尔基体等，它们
分别执行着不同的功能。细胞核则是细胞的
控制中心，储存着遗传信息，指导细胞的生长、
发育和繁殖。

随后，科技辅导员又介绍了细胞另外一个
强大功能——自我更新和修复的能力，让同学
们了解到细胞的新陈代谢，细胞的分裂和分
化，修复受损的部位

“老师，人体内的细胞会变异吗？”“人体中
的细胞也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病
变。”科技辅导员告诉同学们，像遗传因素、环
境因素、不良的生活习惯等都可能导致细胞的
基因突变、功能异常或死亡。当细胞发生病变
时，就可能引发各种疾病。例如，癌细胞是一
种异常增殖的细胞，它们不受正常的生长调控
机制的约束，会不断地分裂和扩散，破坏人体
的正常组织和器官，导致癌症的发生。

科技辅导员生动讲解细胞科普知识，犹如
一把神奇钥匙，开启同学们对细胞世界的好奇
之门。此次活动使同学们了解人体细胞的结
构和功能，对于认识生命的本质、预防和治疗
疾病具有重要的意义。科技辅导员建议大家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身体健康，为人体
中的细胞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

（全媒体记者 刘正）

工作细胞：

细胞大分工

本报铜陵讯（全媒体记者 韩如意）
1月8日，铜陵市机器人竞赛教练员培
训会议在市三中召开，市科协、市教体
局、市三中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来自全
市多所学校的近50名机器人教练员参
加会议。

会议指出，机器人竞赛教练员肩负着
培养机器人技术人才、引领学生探索科技

前沿的重任，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和机器人
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坚实力量。新的一
年，教练员们要持续保持热情、勇于探索、
敢于创新，用专业知识为学生点亮科技之
光，用严谨态度为学生树立学习榜样，用
无私奉献为学生铺就成长之路。

随后，安徽立思阳科技有限公司向
部分学校捐赠了4套合计7.3万元的机

器人竞赛设备。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
设备展示现场并开展相关培训课程。

市科协将持续开展人工智能、机器
人科技等相关活动，提高群众特别是青
少年学生应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解
决实际问题和创新实践的能力，推动全
市青少年科普教育活动的开展，进一步
全面提升群众的科学素养。

铜陵市机器人竞赛教练员培训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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