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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5 日上午 9 时 30 分，阳光的威力已经不容小

觑，高温炙烤着湘江风光带沿线的淤泥，空气中的

热浪被裹上淤泥的腥臭味，让路人忍不住捂住鼻

子。

面对高温与恶臭的双重考验，市城管局园林养

护一所的清淤队员们却没有退缩，他们弯下身子，一

铲一铲将地上的淤泥清除干净，一点点让湘江风光

带恢复往日的美丽。

7 月底湘江洪峰过境后，大量的淤泥垃圾滞留在

湘江风光带上。

“这是我们清淤压力最大的一次。”市园林养护

一所有关负责人介绍，这算是近 5年来湘江风光带被

淹得最为严重的一次，平台、栈道、绿化带等市政设

施基本都被淤泥覆盖，不少花草都被埋在泥堆下，还

有满地的树木枯枝需要清理。更麻烦的是，烈日暴

晒容易让淤泥快速变硬结块，清理难度倍增。

面对恶劣环境，一线清淤队员们没有一丝犹豫。

“很多地方只能人工清淤，没有我们怎么行。”正

在现场忙碌的龙治国告诉记者，这次湘江风光带需

要清淤的地方约有 11 公里长，淤泥最厚的地方在几

处亲水平台，约有五六十厘米厚。

一些地势较为开阔的路段，可以采取机械化洗

扫等方式高效除淤。但还有许多栈道、游步道等区

域，车辆难以进入作业，全靠人工清淤洗扫。

在航模广场附近，记者看到，由于高温暴晒，淤

泥飞速结块，清淤人员只能先用高压水枪将淤泥冲

湿，再一点点将淤泥铲起来运走。湿润的淤泥有些

压脚，他们往往一脚深一脚浅，费力把腿从淤泥里拔

出来。

高温天，淤泥夹杂着恶臭，还有蚊虫叮咬，但没

有人退缩。

“同事们都很辛苦，我也不能落后。”前几天，清

淤队员陈玉莲在作业时直接中暑晕倒，身体恢复后

又赶回来继续工作。这几天，有些队员被淤泥里的

不明尖锐垃圾划伤，也有人在搬运枯枝时不小心擦

伤，但每个人都只歇一会，又继续坚持。

他们的工作时间从上午 6 时开工到 11 时 30 分，

中午休息后，下午 2时继续工作到 5时结束。

经过连续奋战，目前，湘江风光带两岸的清淤

进度已经完成了 30%，预计 8 月中旬前基本完成清

淤作业。

湘江风光带五年来清淤压力最大时刻

洪水过后再打一场硬仗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通讯员/江伟

市园林养护一所职工在湘江风光带沿线清淤。 记者/伍靖雯 摄

在天元区长江

北路 、天台路至莲

花路等路段，紫薇

花进入盛花期。紫

薇花开，惊艳了时

光。它们不与百花

争春，却在夏日里

独自芬芳。

紫薇属千屈菜

科类，是株洲最为常

见的花卉之一。株

洲的紫薇花以玫红

色、紫色和白色三种

颜色为主，长江北路

已形成独具风格的

“紫薇大道”，株洲大

道上也栽种有不少

紫薇。

株洲晚报融媒
体记者/李毅哲 通
讯员/蔡用海 摄影
报道

我市查处67起
违规校外培训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孙晓静 通讯
员/张旸怡雪）贯彻落实国家“双减”政策，切实保障

学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暑假以来，我市多次开展

校外培训排查整治行动，重点查处学科类隐形变

异培训、无证违规办学等行为，共查处违规校外培

训 67起。

记者注意到，公布的（具体名单见二维码）违

规校外培训中，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有 10 起，无证

开展非学科类培训有 57起。

“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相关县市区已责令

机构（个人）进行整改（关停），达到立案标准的，将

按照《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予以行政处

罚。”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强调，暑假期间，校外培

训机构不得组织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

未经审批，自然人、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不得擅自举办

校外培训机构。

我 市 将 持 续 深 入 开 展

暑期校外培训专项治理工

作，如发现违规培训行为，

请及时予以举报。举报电

话：22663717。

今天 晴天 28—38℃

明天 晴天 28—39℃

后天 晴天 29—38℃
风向：南风 风力：2—3级
（市气象台8月5日16时发布）

这会是最后一波高温吗？
坚持着，坚持着，这一轮的高温天气快要熬出头了。

昨天尽管还是热，但热得没那么凶猛了。市气象

台说，过去的一周，株洲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往往大

清早就是蓝蓝的天，万里无云；自前天一场冷空气后，

昨天的热变得温柔许多，即使白天阳光再烈，晚上也是

“拥一床薄被”入睡的气温。

市气象台说，本周前五天，高温依旧“满勤”。今明

两天，株洲多云，最高气温 38—39℃；周五前，多云，最

高气温还是在 37℃左右。

虽然这周还有几个高温天，但这也可能是今年最

后一波高温了。或许可以这样说，未来几天，差不多就

是我们记忆里标准高温的模样：一大早就会热，中午气

温会冲到一天当中的顶峰，但总有一些风，送来关于秋

日的消息。（王娜）

紫薇竞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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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雷丁大学和杜伦大学的研究人员收

集了大约 1500 个物种的大脑和体形大小的庞

大数据集，以化解围绕大脑进化产生的争议问

题。

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家一直认为这种关

系是线性的，也就是说，动物越大，大脑就越

大。而我们现在知道，这不是真的。大脑和体

形大小之间的关系是一条曲线，这意味着非常

大的动物的大脑比预期的要小。

这项研究揭示了所有哺乳动物的大脑和

体形之间的简单联系，使得研究人员能够识

别出打破常规的物种。这些打破常规的物种

中就包括智人，其进化速度比其他哺乳动物

快 20 倍以上，从而形成了今天人类特有的巨

大大脑。

但人类并不是唯一与这种趋势相悖的物

种。研究显示，所有哺乳动物群体都表现出了

快速变化——无论是朝着更小还是更大的大

脑进化。例如，蝙蝠刚出现时大脑迅速缩小，

但随后大脑体积的变化速度则非常缓慢，这表

明可能存在与飞行需求相关的进化限制。

有3类动物的大脑尺寸变化最为明显：灵长

类动物、啮齿类动物和食肉动物。它们的大脑

尺寸呈现随时间增加的趋势，这一趋势并不像

以前认为的那样在所有哺乳动物中普遍存在。

研究人员发现，体形较大的动物会防止大

脑变得太大，这是否因为超过一定尺寸的大脑

维持成本太高，还有待观察。但在鸟类身上观

察到了类似的曲线，这种模式似乎是一种普遍

现象，使得这种“奇怪天花板”的原因适用于生

物学上非常不同的动物。

（据《中国科学报》）

时尚潮流行业每年产生数百万吨衣物废

物，据估计，只有不到 1%的废物得到有效回收，

近四分之三的二手服装最终或被焚烧，或被填

埋于垃圾场。此外，海洋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微

塑料来自服装。因此，开发新技术以妥善处理

这些废物至关重要。

传统上，许多回收方法依赖于物理手段，

将废物分离成原材料。但这些物理方法并不

适 合 处 理 纺 织 品 。 因 为 织 物 往 往 由 多 种 材

料，如棉花与聚酯等混合而成，机械回收技术

很难将多纤维纺织品分离成可以再次使用的

产品。

在最新研究中，美国特拉华大学的工程师

开发出一种化学处理工艺，研究人员采用了微

波辅助糖酵解的化学反应方法，在热量和催化

剂的帮助下，可以将大分子链（聚合物）分解成

更小的单元。

研究人员借助这一方法处理由不同成分

组成的织物，包括 100%由聚酯组成的织物，以

及聚酯和棉各一半的织物。结果显示，对于纯

聚酯织物，该方法能将 90%的聚酯转化为名为

BHET（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分子，这种分子

可以被直接回收以生产更多聚酯织物。另外，

应用这种方法处理聚酯与棉混合织物时，既可

以分解聚酯，也可以回收棉花。特别是，整个

反应过程只需 15分钟，极具成本效益。

研究人员估计，随着技术的进一步优化，

反应时间有望进一步缩短。届时，全球 88%的

服装废弃物可望实现回收利用。

（据《科技日报》）

新工艺将旧衣服分解成有用分子

时至今日，月球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时间

标准。各国航天机构已经将设定月球时间提

上议事日程，正考虑如何实施。

2024年 4月，美国白宫发布了一份备忘录，

指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与其他政府部门合

作，在 2026 年底前制定“协调月球时”。备忘录

显示，该系统必须具备 4个方面的品质：具备与

“协调世界时”的逻辑可追溯性；足够的具体性

和准确性，能够为极短的瞬间计时；在与地球

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能够“自给自足”；可扩展

性，以便其他天体或太空环境也能参照这一时

间标准。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谢懿介

绍，从国际战略意义来看，为月球设立一个时

间，有助于航天器的通信、着陆和导航。“从民

间意义来看，地月时间能相互转换，将有利于

未来地月两地‘居民’的联系，例如，他们可以

同时在除夕夜的零点敲钟。”

科学家最新计算表明，月球表面时间比每

个地球日快 57.5 微秒，这是根据月球、地球和

太阳之间的相对运动计算出来的。这意味着

在 50年的时间里，月球上的宇航员要比地球上

的人年长 1秒左右。

谢懿说，地月时间除了有每天 57.5 微秒的

差异，还存在周期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我国

在月球附近建设的卫星导航系统而言，将产生

非常重要的影响。

（据《科普时报》）

给月球“定时间”的意义

音乐识别力
不随年龄增长下降

英国林肯大学一项最新研究显示，与许多其他形式的记

忆不同，识别和记忆音乐的能力似乎不受年龄影响，80 岁老

人也能像青少年一样识别曲调。

研究团队在加拿大纽芬兰交响乐团演出时招募了 90 名

年龄在 18 至 86 岁之间的健康成年人，测试了他们在现场音

乐会上识别熟悉和不熟悉音乐主题的能力。另有 31 人在实

验室观看了音乐会的演出录像。

团队重点关注了人们对三首作品的记忆能力，包括莫扎

特的《小夜曲》，以及另外两首委托乐队特别演奏、参与者并

不熟悉的实验乐曲。

结果显示，所有人都记住并识别出了《小夜曲》，年龄并

不影响参与者识别该乐曲的能力。参与者记住另外两首乐

曲主题的模式，也未呈现年龄相关变化。同时，实验室参与

者的识别结果也与年龄无关。

研究团队认为，音乐识别力似乎不会出现与年龄相关的

认知衰退，原因可能与音乐在人们身上激起的情绪有关，这

种情绪使音乐在记忆中更容易被编码。鉴于此，音乐或可充

当一种“认知支架”，帮助痴呆症患者更好地记忆其他信息。

（据《科技日报》）

“飞机拉线”是怎么形成的
飞机尾迹或航迹云，也就是俗称的“飞机拉线”，是一种

当人们抬头仰望天空时经常能发现的现象。很多人可能误

以为，天上的航迹云是飞行员有意为之，其实大部分情况不

然。

不过，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由飞行员在表演中有意为之

的“飞机拉烟”是怎么一回事。

飞机飞过时彩色的尾迹从何而来？实际上是通过将彩

烟剂送入发动机，并使之与喷出的高温燃气混合，继而随高

温蒸汽喷出，这部分高温蒸汽中所携带的彩烟剂，在空气中

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凝结核（在空气中悬浮的细小颗粒，水蒸

气可以附着在该凝结核上并开始凝结），从而使周围的气态

水分子附着在上面并经历相变，在空中形成悬浮的小冰晶或

者小水滴（也就是雾），呈现出彩色的拉烟效果。

如果理解了上面所说的人工拉烟原理，那么，对于天上

一般无意的“飞机拉线”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飞机发动机

在工作过程中，会难以避免地产生很多废气颗粒，这些无色

的废气颗粒在高温状态下被从飞机尾部喷出，并且以与上述

相同原理形成周围气态水分子的凝结核，从而使得水汽凝

结，形成航迹云。而与此同时，也不难发现，飞行表演中拉烟

的壮观场面正是人们了解并利用了航迹云原理的结果。

（据《奥秘》）

沙滩颜色取决于什么
从地质学的角度看，沙滩上的沙子主要由岩石碎片和矿

物质组成，其中最常见的是石英、长石、云母、重矿物以及贝

壳和骨骼碎片。

沙滩沙最丰富的成分是石英，由二氧化硅组成。石英是

一种坚硬耐磨的矿物质，可以出自不同类型的岩石，如花岗

岩和砂岩等。

至于沙滩沙的颜色，则取决于源头岩石的矿物成分。白

沙通常主要由石英组成，而棕色或偏红的沙子可能含有氧化

铁，黑色或火山沙通常由玄武岩和其他类型的火山岩碎片组

成。

赤脚走在沙滩上的热沙中，可能是一种惬意的体验，但

如果沙子过热，也会让人感到不舒服。

影响沙子温度的因素包括太阳辐射、沙子的成分、湿度、

颗粒度以及当时沙滩上的风力等。

显然，沙子的主要热源是太阳辐射。阳光越强烈，沙子

就越热。而颜色较深的沙子往往会比浅色沙子吸收更多的

热量。

人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干燥的沙子更能有效地保

持热量，而水能起到温度调节器的作用，可吸收部分热量，使

其更难传递到人的脚上。

就颗粒大小来说，细沙与皮肤接触的表面积更大，这意

味着细沙能比粗沙更有效地传递热量。

最后一个因素是风。一方面，风让沙子变得更干燥，更

容易吸收太阳热量。另一方面，风又可以帮助沙子散热，让

沙子不那么烫脚。

（据《参考消息》）

不只是人类，其他动物的器官也大多是成

对出现的。而且通过更深入的研究，科学家还

有新的发现。不只是成对的器官，如果沿着生

物体的平面中心画一条线，经常能把生物体划

成左右对称的两边，而这左右两边看起来是一

样，或者是极其相似的。科学家将这种现象称

为生物学中的对称性。

对于这种现象，科学家目前还不知道其产

生的最终原因，但他们依然有合理的推测：对

称性是自然选择的。这种成对器官和左右对

称的机体更灵活，且更方便管理，例如人左右

身的手脚只通过脊柱就能被大脑操控，而不是

神经绕过脊柱，直接分散到左右身。或许正是

这种高效的优点，促使绝大多数生物选择对称

性，而没有对称性的生物则被大自然淘汰。

证据之一是人类在胚胎期其实有两颗心

脏，只是后来合并成一颗。而且哪怕是合并后

的心脏，实际上也更为靠近中胸，也可以分成

左右相似的两边。

（据大科技微信公众号）

为何器官大多成对出现

新研究揭开大脑尺寸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