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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社交工具别过度使用社交工具别过度
东海县石湖中心小学五（1）班 郑思睿

指导老师 崔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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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雷达到微波炉

茫茫大海上，也能发射运载火箭？
能！有一种运载火箭叫做“海射运载火箭”，就是在海上发射的运载火

箭。9月15日，我国长征十一号海遥二运载火箭在黄海海域，采用“一箭九星”
的方式，成功地将9颗卫星送入轨道。为什么要在海上发射？这种方式又有
哪些好处？现在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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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后，田里残留的秸

秆常常被人们当成没用的废
物。其实秸秆不仅自身有多
种用途，它的结构还给人类
的发明创造带来了灵感。

研究发现，秸秆主要成
分是粗纤维，外壁是质地坚
韧的木质素，它可以有效保
护内部质地柔软的纤维组
织，免遭微生物攻击，还起
到固定根系、支撑枝叶和果
实的作用。

根据秸秆的结构、质
地等特点，建筑专家发明
了夹芯板。夹芯板的面
层常采用金属薄板，芯层
则选用硬质泡沫材料，金
属面层除承受荷载外，还
能保护芯层，使其免受损
伤；而芯层除保温隔热和
隔音外，还可将两个面层
连接成整体，共同承担荷
载。由于夹芯板具有良
好的结构性能，在建筑围
护材料中已经被广泛应
用。

不仅如此，一根细长的小麦秆，能够支
撑比它重几倍的麦穗，这也让研究人员感到

惊讶。研究发现，麦秆空心管的一边承受受
挤压力，另一边承受受拉伸力，而中心线附近

长度基本不变，这就是说，离开中心线越远，受
力越大，空心秸秆的强度几乎全部集中在了离

中心线很远的边壁上。这样，它就比一根同样重
的实心树枝或棍子的强度要大很多。受此启发，

人们模仿麦秆的空心结构设计制造自行车的车
架。从德莱斯制造出世界上第一辆自行车以来，虽

然不断地对自行车的样式、材料进行改良，但不管哪
种自行车，车架都是用很薄的空心管子做成的，其奥

妙就在这里。
在收获果实之后，秸秆的使命虽然已

经完成，但它身上的科学之光还在人类
的发明创造中闪耀！

（本栏目由江苏省科普作
家协会协办）

我身边有很多小伙伴常使用QQ或微信，他们有的用来交
朋友，有的用来与亲朋好友联系，有的用来购物、玩游戏。QQ
和微信给同学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过度使用也给他们的身
心健康带来不利的影响。我的《小学生QQ、微信使用体验和
心理差异》这一调查研究选题，就是想帮助小伙伴们走出误
区，合理地使用QQ和微信。

在几位老师的指导下，我在课题研究中采用了调查研究
法、问卷调查法、文献研究法和个别访谈法。在东海县多所小
学，我进行随机的问卷调查，并对回收的问卷认真筛选，统计
出有效问卷，然后开展分析和研究。

调研活动中，老师和家人给了我很多帮助。有一次我们定
好了去做调查的时间，结果那天下大雪，天气很冷，我心想这么
冷的天气，还是算了吧。可老师却开车来接我了，他对我说，这
样的天气里去调查不是更有意义吗？还有一次我在汇总分析
时，因为材料很多，周末两天都没出门和同学玩，而妈妈一直陪着
我做完这枯燥的事儿。

正是这一个个困难，磨练了我面对问题时努力思考并解决问题
的意志力。这次调查研究也让我感受到与他人合作、交流的乐趣。
我很感谢老师和爸妈，是你们一次次的鼓励、陪伴和支持，助我完成了
这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希望我的调查能让小伙伴们真正意识
到：使用社交工具别过度。

（郑思睿同学的调查报告《小学生QQ、微信使用体验和心理差异》获
江苏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尚
未结束，美国一家公司负责给军
方生产新式雷达上的磁控管。

一天，公司一位名叫
珀西·斯宾塞的工程师走近

一根磁控管时，发现口袋
里的巧克力棒居然莫

名 其 妙 地 融 化 了 。
其他工程师也有

遇见过这种情况的，但都没有给予
重视。而斯宾塞，一个只有高中文
凭的工程师，却对这个现象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他试着把玉米粒放
在管子前面，几分钟后，自人类学
会使用火以来，第一次以一种新的
方式烹饪了食物。于是，斯宾塞萌
生了发明一种由磁控管驱动的烤
箱的想法。

这个想法一经提出，就遭到了
很多人的讥笑。“荒谬！”“可笑！”

“我们做的可是国防生意，与餐馆
和厨房毫无关系！”反对的人这样
说道。然而，公司上级采纳了斯宾
塞的建议，决定冒险尝试。

很快，他的想法转化成产品，
不到两年，第一台微波炉（当时被
称为雷达波炉）就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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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诗抄

振羽荐书

我的小书架我的小书架

‘‘‘

‘‘‘

不自由兮毋宁死，
人与物兮同一理。
鱼脱钩兮虎脱柙，
世间快事畴能比？

别翁上驴回顾意茫茫，
百灵百灵尔堪怜。
愿得世界铁笼齐毁尽，
乐园处处鸟关关。

《百灵鸟》（节选）

作者：
黄齐生是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他早年兴

办贵州达德学校，积极倡办勤工局、农事试验
场、商品陈列所和妇女习艺所等实业场所。后
来黄齐生参加护国运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

1917年，黄齐生率贵州学生赴日本留学，后
又组织学生赴欧洲勤工俭学，在此期间他结识
了蔡和森、李维汉、徐特立等人，接触了马克思
主义，支持共产主义革命主张和留欧学生革命
活动。

回国后，黄齐生任贵州省视学等职。1926
年，他任贵州省立第三中学校长。期间，黄齐生
延请名师执教，倡导白话文，宣传新文化，开新
学风尚，倡导男女平等，反对封建包办婚姻。

1929年，黄齐生在上海与陶行知一起创办
晓庄师范。1931年，经黄炎培介绍，他先后前往
江苏昆山、山东邹平、河北定县开展乡村教育，
后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和广西基础教育研究院任
职。

“七七”事变后，黄齐生组织抗日救国会，宣
传抗日。他多方奔走，从狱中营救出我党领导
人王若飞（黄齐生是其舅父），并随王若飞赴解
放区考察，在延安受到毛泽东接见。

1946年4月8日，黄齐生与叶挺、王若飞、秦
邦宪在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史称“四八烈士”。

《北国少年行》

杨公骥的跟踪读书法

苏州振华中学初一（1）班 吴梓萌 指导老师 许晨亮

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她还
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
到她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
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
的诀别。

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
的时候，她正艰难地呼吸着，像她
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
我，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
未成年的女儿……”

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
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
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
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
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
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
好儿活……

选择坚强
——致史铁生爷爷

《秋天的怀念》精彩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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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爱》

不甘忍受社会压迫、勇于追求幸福的简·爱和
富有、强健又狂放不羁的罗切斯特，书中这两个个
性鲜明的人物让我印象深刻。

《简·爱》中的故事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
等。“这是我的心灵在和您的心灵说话，就好像我
们两个人已经穿越了坟墓，站在上帝面前，我们是
平等的。”女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在书中这样写道。

我从简·爱的身上看到了作者夏洛蒂的影
子。她们都努力维持尊严，渴望平等，她们身上人
性的光辉比天空中的太阳更耀眼！

《简·爱》不仅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还让我
懂得了人格尊严的重要。

江阴市璜塘实验小学五（1）班 潘宇楠
指导老师 戴秋飚

《学校里有棵树》

高洪波 著

背景：
1932年冬，黄齐生忽然接到王若飞的来信——被捕的王若

飞希望他前往狱中诀别。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让黄齐生感到
震惊。他怀着悲愤的心情，不顾一切，踉踉跄跄赶往归绥第一监
狱。

看到自己的外甥这样一位爱国青年遭受到非人的迫害，黄
齐生对反动派已不存任何幻想，他对王若飞说：“你宁可失去自
由和生命，不丢掉真理，做得对，我放心！我这次来营救你，也成
全你。”他在监狱租了一间小屋，以待刑期作最后诀别。舅甥二
人每次相见，谈心析理，娓娓不休，谈笑声在百步之外都可以听
到。这首《百灵鸟》是黄齐生探望王若飞时所写，王若飞看后十
分喜爱，将此作为教授难友文化的教材。

黄齐生在昭君墓旁为王若飞买了墓地，做好了最坏的准
备。黄齐生在诗中写道：“欢情得自酸肠后，块垒消从烈焰中”。

为了营救王若飞，黄齐生撰写了《外甥王若飞行状》，连同王
若飞《狱中致绥远省傅主席书》及狱中写给他的信，分赠亲友，以
昭告世人。王若飞的被捕和狱中斗争，使黄齐生对共产党人的
事业、追求和牺牲精神有了更深的了解。

“幸福的人用童年疗愈一生，不幸
的人用一生疗愈童年。”这句话道出了
童年对人生的意义。高洪波在《北国
少年行》里追忆的童年虽然艰辛，但那
种单纯的味道，让有共同经历的人心
有戚戚。

《北国少年行》中的《踢毽子》一
篇，并不着意表现如何把毽子踢得花
样百出，而是写“每逢兴起，我们大多
会甩掉棉袄，吸溜着清鼻涕，提着摇摇
欲坠的棉裤踢”，写一个小伙伴“左手
若挎一篮子，别扭至极”，写“你只要略
一模仿，他马上气哼哼地走掉”。读来
如在眼前，令人莞尔。又如《打雪仗》
写伙伴们滚雪球，“这时候，我相信每
一个伙伴都进入了一只蜣螂的境界，
视雪球如粪球，勤勉地推球不止。”雪
球如粪球的比喻真是鲜活又妥帖。

书中还有《骑自行车》一篇，先写
自己学会姿势不雅的“掏裆”骑法，然
后又在一个大雪夜把父亲的车偷骑出
去过瘾，壮起胆子，把腿跨过大梁，“斜

斜歪歪地在雪地上碾出一条又一条辙
印。”接着作者转而写道，“那一夜很
静，四顾无人，月亮却十分帮忙，把雪
地照成一张洁白的宣纸，我和我的自
行车成为随意涂抹的笔。”从少年的胆
怯到诗性的文字，这一审美的提升转
换自然又利落，很见文字功夫。

该书的配图，与文字相得益彰，珠
联璧合。插图特意保留了铅笔的线
条，而“淡淡的光色”，则像“记忆中恍
惚的隔膜”。

《北国少年行》所呈现的童年世
界，与众不同：它平淡而热烈，质朴而
灵动，它是作家对儿时天真烂漫生活
的怀想，是对大跨度的少年征途的豪
迈礼赞，是对北国南乡风物人情的真
挚热爱，也是对成长之路至真至情的
梳理和回望。

杨公骥是我国现代文史学
家、学者，他从中学时起就兴趣广
泛，遍读各类图书。他读书常用
跟踪读书法。

跟踪读书法就是在读书时
发现疑难问题，追踪求索，广泛
阅读，并多渠道、多学科地从外
围解决问题的阅读方法。杨公
骥说：“学习研究犹如攻坚，攻坚
城必须扫清外围，因为坚城与外
围乃一整体，后者不破，前者难
拔，学某一学科也必须兼通相邻
学科，因为任何一个学科都不是

孤立发展、独立存在的，都与其
他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
系。”

杨公骥读书很少死板地按照
预定计划进行，而是在阅读时发
现疑难问题后马上跟踪下去，有
时甚至由这学科转到另一学科，
直到把问题弄懂为止。

例如，他年轻时为了研究中
国历史的发展阶段问题，阅读了
很多文章。但由于当时自己历史
知识贫乏，越读问题越多。于是
他跟踪学习，阅读了《古代社会》

及考古学、经济学、哲学等方面的
大量书籍。由此及彼，举一反三，
最终解开了疑团。

他在读书时往往为了解决
具体问题，“而在不知不觉中引
起对许多学科的兴趣”。如他母
亲因生他难产而死，他隐痛在
心，总想探其究竟，遂借阅妇产
科医书仔细阅读。由此扩延，又
涉猎生物学、生理学、遗传学、人
类学、民俗学等书。他说：“这些
不意中得之的知识都成了我库
存的有用之材。”

读完这本书，作者笔下那个初中毕业班浓浓
的师生情、同学情和对母校的不舍，深深地触动了
我。

“我们看着一向不苟言笑的老秦，微笑着，但
眼里泛着泪光，跟她头发上闪现的白光一道进入
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流泪。”我们小学毕业的时候，
百分百也会像他们一样舍不得班主任张老师。

“我们抱在一起，哭；老秦看着我们，笑。我们
的眼泪和欢笑就停在了那时那里。”多么令人感动
的画面啊！这绘声绘色的动作神态描写，让我又
一次热泪盈眶。

刹那间，同学们那一张张可爱的脸出现在我
的眼前，同窗五年，难以想象到六年级毕业后要分
离的时候，我们该有多么的难过和不舍。

宜兴市城中实验小学五（7）班 陆修远
指导老师 张淑君

名人读书

敬爱的史铁生爷爷：
当我读了您的《秋天的怀念》，那文章如一

缕丝线，将我的生活与您的生命之路紧紧联系
在一起。

这个立秋，大雨滂沱。准备了许久的数学
竞赛，还是落选了。我呆呆坐在椅子上，手机群
里一条条报喜的叮咚声，如一把把刀子插入我
的心头。

相似的那个秋日，您坐在桌前，一张化验
单，静静躺在桌上，似乎发出阵阵寒气。纸上白
底黑字，右下角敲着一个又大又红的印章，看上
去血淋淋的，如同敲在您的心头。肾病，紧接着
尿毒症……那一刻，您面临选择：死或生？死，
一了百了，从此再无痛苦；活下去，就要饱受病

痛折磨。
而我，如今同样面临两条路：放弃竞赛，放

弃多少个日夜的努力，走中考路线，简单而又平
凡；继续鏖战，经历痛苦的过程，也许一无所获，
也许柳暗花明。这种选择的痛苦您一定能体会
到。

您坐在床边，一刻不停地敲打自己的双
腿。门无声推开，母亲递来一杯水，但回应却是
您扔过去的一支笔。母亲手一抖，水洒了一
地。不知从哪儿传来李谷一的歌声，却掀起了
您的万丈怒火。霎时间，床头台灯碎片散落一
地。终于，您选择活下去，并为自己的一时脆弱
和对母亲的粗暴而后悔。您用生命去写作，笔
下诞生了《我与地坛》《命若琴弦》等精彩之作。

在《我与地坛》中，您对生死有了更加深刻与乐
观的认知：“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
以辩论的问题……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
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看着书封面上您那豁达的笑容，我选择了
坚持下去！您的文字深深刻在我的心头，激励
着我。这段话，被我摘抄在日记本的扉页上：

“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
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
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
时。”

阳光透过窗户，照着您的脸庞，灿烂一笑，
成为人间最美的风景。

一个决心像您一样选择坚强的追随者

十万个
为什么

“关心下一代周报”微信
快来扫一扫

秋天来临后，树木感受到
气候、气温等的变化，落叶树停
止生长，只需少量养料就可存
活。在落叶前，树干先分解叶
绿素，分解后产生的物质从叶
子输送到树根，作为过冬养
料。叶绿素分解后，树叶中的
红色素、黄色素便露了出来，所
以树叶就由绿变黄了。

在春天和夏天，叶绿素在
叶子中的含量比其他色素要丰
富得多，所以叶子呈现出叶绿
素的绿色。除叶绿素外，很多
树叶中还含有黄色、橙色以及
红色等其他一些色素。虽然这
些色素不能像叶绿素一样进行
光合作用，但是其中有一些能
够把捕获的光能传递给叶绿
素。

为什么会发生海啸？

海啸是一种灾难性的海
浪，通常由震源在海底下 50千
米以内、里氏震级6.5以上的海
底地震引发，水下或沿岸山崩、
火山爆发也可能引起海啸。在
一次震动之后，震荡波在海面
上以不断扩大的圆圈，传播到
很远的距离，就像卵石掉进浅
池里产生的波一样。海啸波长
比海洋的最大深度还要大，轨
道运动在海底附近也没受多大
阻滞，不管海洋深度如何，波都
可以传播过去，于是就形成了
海啸。

海啸是摧毁性的灾难，具
有极大的破坏力。全球海啸平
均大约六七年发生一次，日本
是全球发生地震海啸最多并且
受害最深的国家。

为什么身体在碰撞后
会有乌青块？

乌青块是皮肤血管破裂引
起皮下渗血的结果。皮下血管
非常多，血管的特点是管腔细
小而管壁薄。这些小血管是经
不起外界压力的。如果跌一跤
只是臀部着地，一般不会发生
乌青块，因为臀部皮下脂肪多，
缓冲作用大。如果小腿前面或
者手臂外侧等皮下脂肪少、骨
头与皮肤紧贴的地方受到撞击
的话，那就必然会出现乌青
块。因为皮肤受到外力的突然
袭击，它后面又是硬邦邦的骨
头，缺少厚软的皮下脂肪作缓
冲，皮下组织内的血管就会破
裂，从血管中流出血来。这些
血液因为受到皮肤的阻挡而无
法流到体外，只能聚集在破裂
血管的周围。虽然它们刚流出
时是鲜红色的，但外面有一层
皮肤遮盖，再加上血液中的血
红素在体内发生变化，所以看
上去便成为青黑色了。这就是
乌青块形成的原因。

秋天树叶为什么会变黄？

“一箭多星”是长十一火箭的独门绝技，在每次
发射中都使用到了这项技能。自2015年首飞以来，
该型火箭已成功将51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长十一火箭可以使用发射车架、陆地发射场和
海上发射场三种发射模式执行任务，充分体现了该
型火箭灵活机动的优势。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小卫星发射需求，中国航天
还推出了“太空班车”“太空专车”和“太空顺风车”等
多样化快捷的服务。

海上发射运载火箭具有三大优势。
一是可提高运载能力。海上发射平台可以在海上大

范围移动，如果运载火箭在赤道附近发射，能够最大限度
地利用地球自转速度，提高火箭的运载能力。

二是有利于运载火箭执行特殊轨道发射任务。由于
小倾角卫星可以实现对某一地区的高频次重访，有利于
数据获取，目前数量越来越多。如果火箭从赤道附近发
射，可以避免卫星轨道倾角变化消耗能量，既能提高火箭
运载能力，也可以延长卫星工作寿命。

三是可提高火箭发射安全性。在陆地发射中，需要
对火箭助推器、一级和整流罩等分离体的实际落区进行
人口疏散。而在海上发射，远离人口稠密地区，火箭落区
安全性大幅提升。

陆地那么大，为什么要去海上？

首先，必须具备海上发射平台。发射平台要吨位大、
稳定性好，能够适应火箭发射要求。

第二，运载火箭需要承受海洋运输环境、自然环境、
海况影响，尤其是盐雾等具有海洋特点的影响。

第三，在陆地发射场发射，火箭瞄准点及方位均可以
提前测得，而海上发射需要长时间航向保持、动态方位传
递等技术。

海射火箭有哪些难点?

长十一：长征家族中的“快响利箭”

推出“太空班车”等多样化服务

本次发射的长十一火箭被誉为我国长征系列运
载火箭家族中的“快响利箭”。与长征系列火箭家族
其他型号有所不同，长十一火箭是唯一的固体火箭，
其“心脏”采用的是固体发动机，结构组成相对简单，
具有操作简便、贮存期长等特点。

固体运载火箭虽然运载能力相对液体运载火箭
较小，但其最大的优势在于燃料被提前固化在火箭
内，接到发射指令后，从测试到完成发射仅需一天甚
至更短的时间，能较好地完成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
后的应急通信及遥感观测等任务。

第四，必须保障平台上火箭及人员安全。将来，
海上发射的火箭运输、起竖、对接、加注有望实现自
动化，做到无人值守发射。

福建土楼：
世界民居瑰宝

风格独特的福建土楼
被誉为“神话般的山区建

筑”，2008年福建土楼被正式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在闽西南一带山区，客家
人用当地的土、木、石、竹为主要
建筑材料，利用未经焙烧的土，按
一定比例将沙质黏土和黏质沙土
拌和，并用夹墙板夯筑成两层以上
的楼房。在土楼的楼内凿有水井，
备有粮仓，大门一关，自成一体，就

算被围困也可长时间粮水不断。再
加上冬暖夏凉、防震抗风等特点，土
楼成了客家人代代相袭、繁衍生息
的住所。

福建土楼是创造性的艺术杰
作。它依山就势，布局合理，吸收了
我国传统建筑规划中的“风水”理
念，适应聚族而居的生活和防御的
要求，还巧妙地利用了山间狭小的
平地和当地的生土、木材、鹅卵石等
建筑材料。

同时，客家人在土楼中聚族而
居所产生的宗族文化也有一定的研
究价值。一座土楼就是一个小型社
会，共同生活在土楼里的各家各户，
均为同一姓氏，都是亲房叔伯，他们
互帮互助，生活融洽，可谓“一楼一
世界，一户一乾坤”。

福建土楼是客家文化的综合体
现。客家人还创造出了“土楼节”这
项传统文化活动，既展示了客家土
楼风采，也体现了客家民俗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