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生物专家向宁波小朋友
今起，甬上APP开启“考考科学家”活动,征集海洋知识问题

“我是无所不知的科学家，天下没有我
不知道的事情。小朋友们，你们敢来挑战我
吗？我在甬上APP等你们哦，如果你能难倒
我，我就一定好好夸夸你！”海洋生物专家赵
盛龙教授向宁波小朋友下战书，只要是有关
于海洋的知识，就没有他不知道的。

赵教授从1998年开始就从事校内外海
洋科普教育，先后主编或合编出版过多本研
究专著及海洋类科普读物。其中研究类有：
《现代海洋药物学》《中国动物志虾虎鱼类
志》《鱼类学》《海洋生物学》《系统鱼类学》
《浙江海洋鱼类志》。科普类有：《海洋生物藻
类》《海洋生物鱼类》《舟山海域鱼类原色图
鉴》《东海区珍稀水生动物图鉴》《舟山海域
海洋生物野外实习指导手册》《海洋教育》。

看到赵教授有这么多著作，相信你肚子
里有好多难题想要“为难”一下科学家，那就
快快起航，一起探索海洋的秘密吧！

今天起，甬上 APP 将开启“考考科学
家”活动，向小朋友们征集关于海洋知识问
题。我们欢迎每一个宁波小朋友，开动你们
的小脑筋，向科学家发起挑战，只要是和海
洋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所有投稿作品经过筛选后，将在甬上
APP发布。最后我们将制作一批有声明信片
或书签送给积极提问的孩子。

本活动由宁波市科学技术协会、现代金
报社联合主办。

记者 林涵茜 通讯员 林彬

第一种：1.下载并注册甬上APP。2.在甬
上APP上点击下方中间的【+】按钮，点击【视
频】。3.在标题开头输入＃考考科学家＃后再
输入标题。比如＃考考科学家＃我来出难题。
4.在正文区介绍视频内容，并备注名字、学校、
班级、电话。5.上传视频。所有参赛作品限制时
长在60秒以内，使用MP4格式；参赛作品必
须为本人原创、内容积极向上，若涉及著作权、

肖像权等问题，由作者自行解决，主办方不承
担责任。6.点击右上角发布。投稿作品均不退
稿，请作者保留原始文件。

第二种：1-3分钟的短视频（MP4格式）
或文字直接发送到邮箱：xiandaijinbao2@qq.
com。请备注名字、学校、班级、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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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长 周 刊

5月16日上午，海曙外国语学校
物理准备室里，指导老师鲍璐敏和学
生毛一安、马菁轩一起准备做实验。

原来，她们的研究课题是：生态
瓶中的生物有的能存活很久，有的却
在很短时间内死亡，影响生态瓶存活
的因素有哪些？

首先，实验控制无关变量，沙
子、水量、小鱼数量、所处环境和缸
体密封程度。然后分为三组：对照
组，水质良好的河塘水和适量水草；
实验组一，水质良好的河塘水但无
水草；实验组二，自来水和适量水
草。每天同一时间记录相关的pH
数、水中含氧量和小鱼存活数。汇总
后，将数据整合成折线图，有利于更

直观地观察、分析。
结果显示，生态瓶中有良好的水质

及有能进行光合作用的水草，增加了水
中的含氧量，小鱼的存活数也增多了。

但是，实际操作比书本理论知识
更复杂，需要有更多方面的考虑。马
菁轩和毛一安嘴上说着好难，手上的
动作却停不下来，测量鱼缸中水的体
积，时不时关注小鱼的状态，给它们
及时供氧。

鲍老师说，宁波市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中，针对评委的建议，她们做
了一些升级，比如每组各备一套希玛
pH计和希玛溶氧仪，生态瓶进行更
新，小鱼数量增加，种类也从斑马鱼
换成存活率更高的小红鱼。

把大生态搬进小鱼缸
两个爱较真的初中生

获省青少年科技创新一等奖

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养过鱼，同样是养鱼，宁波有两
个初中生不仅获得浙江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还有
可能在全国舞台一展风采。作为七年级的她们直言：通过这个
实验我们学到了不少知识，比课堂有趣多了！

□记者 林涵茜 通讯员 王国英

下战书！
我是科学家，

没有我不知道的事情。

小朋友们，

你们敢来挑战我吗？

我在甬上APP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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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方法：

鲍老师告诉记者：“她俩可是一
对黄金搭档，毛一安是一个心思细
腻的人，她对于实验细节和完成论
文有很大的贡献，马菁轩的语言表
述能力很好，在比赛答辩、陈述时发
挥很大优势。”

通过这次实验，她们不仅强化
了数据分析能力、实践操作能力和
多角度分析能力，还切实感受到保
护生物圈的重要性。就如同她们在
答辩时所说的那样，“我们将大生态
装进小鱼缸中，有鱼、有水草、有优
质水，生态瓶就可以存活很长时间。
为了维持我们生物圈的生态平衡，
我们应该从自己出发，保护植被和
水源，积极参加植树造林，保护好赖

以生存的地球。”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评委老师

的评价：她们首先选了一个很好的
主题。从生态瓶的角度切入，利用生
态鱼缸观察小鱼存活数量，分析其
外部生存要素，得出维持一个健康
的生态系统的必要条件。从而告诉
我们维持生物圈生态平衡的重要
性，告诉我们要积极保护植被和水
源，保护生态环境。

影响生态平衡的因素有很多，但
是决定性的关键因素是有限的，实验
聚焦水质、水草，突出研究针对性。并
且通过逐日测量溶解氧和pH值，对
照小鱼存活数量，得出其相关性。这
个设计也是本研究的一大亮点。

实验现场 嘴上说好难，身体却很诚实

背后故事“黄金搭档”过五关斩六将

毛一安、马菁轩正在准备一定体积的河塘水。通讯员供图

毛一安、马菁轩正在记录不同时段水的含氧量。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