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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展

进商场，迎来众多

青少年“体验官”。

商圈科普展成就暑期“科学大课堂”
少用电子屏、强化知识密度，科研机构携手商业公司“探路”科普新路径

暑假来临， 沪上各大商场精心准备了各
种“引流大餐”，科普展成为商圈的最新选择。

近日，中科启元旗下科普教育品牌“萌动
科学” 联手上海零卡文化揽下了长风大悦城
的三层楼，作为沉浸式科普展“当喵星人遇上
剑齿虎”的场地，开展一周就迎来了数千位青
少年“体验官”。

拥有最大 “知识落差”———每个知识点
都经过专家考证 ， 科学家亲自指导撰写知
识谱架 ，展览对象却定位为3至10岁的 “萌
娃 ”；除了必须互动的展项外 ，基本不用电
子设备……不少 “体验官 ”参观后表示 ，与
其说是一场科普展 ，不如说更像一个 “科学
大课堂”。

科普展少了电子屏，能满
足孩子的好奇吗

一只叫“呼噜”的猫咪正在客厅睡觉，突
然穿越到距今2000多万年的新生代， 结识了
远古生物剑齿虎， 一场科普之旅从一段三分
钟动画开始了。 这个沉浸式科普展分为12个
展区， 孩子们能在多媒体环屏打造的冰河世
纪中畅游，也可以尽情触摸猞猁、金钱豹、狮
子的爪子模型， 还能在青藏高原的模拟环境
中体验雪豹科考队员的一天。

在策展时， 有着60多年科普研发和教育
经验的中科启元提出了两个要求： 一是少用
电子屏幕，二是尽可能展现完整的知识框架。

“少了电子屏就意味着不够酷炫，而完整的知

识谱系又难免枯燥， 即使花了力气也可能叫
好不叫座。”零卡文化相关负责人说。

不过，策展方还是决定“放手一试”。据透
露，这场展览的筹备时间是一般展览的两倍，

时间一半花在和科学家“磨文本”上，一半花
在做展品上。比如，展览中的五种不同猫科动
物的爪子模型就经历了多次“返工”，专家对
于模型的肌肉纹理等提出了许多精细要求。

知识密度高到像科学课，
科普进商场还需“社会协同”

有科学家“把关”，整个展览如同一本可
玩可赏的 《猫科动物大全 》。在跟随动画 “穿
越”后，孩子们会走进一条写有震旦纪、三叠
纪、白垩纪等文字的时光隧道，打开旁边的展

板，就能发现每个地质时代的最大特点。走出
隧道， 动画与漫画结合的方式生动讲述地球
上的第一只猫———距今3000万年的始猫。猫
眼里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剑齿虎和雪豹
也是猫科家族的成员吗？ 谁是猫科家族中的
“速度之王”？沿着进化的轨迹，这些问题适时
出现在参观路径上。

从“如何复活一只恐龙”到“神奇鸟营地”

“自然趣玩屋”，近年来，越来越多科研机构开
始“俯下身子”科普，科普展进商圈成为扩大科
普影响力的一种有益尝试， 这能否成就一股
“潮玩科学”的新时尚？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
系副教授阎水金表示，商场里的科普展能否流
行取决于两个关键词，同时兼顾“科学”与“好
玩”。在她看来，科普展是一种很好的青少年科
普教育方式，希望有更多社会力量加入进来。

骑手上路第一件事：
戴好安全头盔

医生提醒，夏日无论多热———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炎炎夏日，很多
电动车骑手因讨厌闷热感， 骑车时不愿佩
戴安全头盔，结果出事了！日前，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成功救治了一名
重型脑外伤患者， 这位患者就是因为骑车
时没戴头盔，车祸后额头被撞出“陨石坑”，

一度生命垂危。在医生们的积极救治下，患
者脱离生命危险。

6月27日晚，来自安徽的汤先生（化名）骑
电动自行车外出，因天气闷热，他没有佩戴安
全头盔，结果不慎与另一辆摩托车相撞。汤先
生倒地不起， 而佩戴了安全头盔的摩托车
主没有受伤。 汤先生的额头被撞出一个巨
大凹坑，原来饱满的额头呈“陨石坑”样。

神志迷糊的汤先生被送到仁济医院南
院区救治。 颅脑创伤中心主任冯军峰立即
组织救治， 将汤先生快速送进手术室进行
急诊手术。术中发现，患者额骨、部分眶骨
已经粉碎，并呈凹陷型塌入下方，脑组织也
受到严重挤压与破坏。 冯军峰当即带领团
队为患者施行前颅底重建、硬脑膜修补、眶
骨固定、颅骨整复术。历经4小时手术顺利
完成，既处理了严重的脑内损伤，又对受损
的颅骨、眼眶眶骨做了整复，恢复了原来形
态。手术后，患者恢复良好，没有脑脊液漏、

没有感染，语言、运动、认知等各神经功能
恢复良好，准备近期出院。

作为国内顶尖颅脑创伤救治团队，仁
济医院颅脑创伤团队于2019年在国际顶尖
杂志《柳叶刀神经病学》发表长篇综述《中
国颅脑创伤》，特别呼吁应当佩戴安全头盔
以减少脑外伤的发生。

今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上海市非机
动车安全管理条例》明确要求，电动自行车
驾驶人员和乘坐人员均须佩戴安全头盔。

医生再度提醒：虽然炎夏已至，但广大
骑手上路第一件事，就是戴好安全头盔。

高温日已持续三天，接下来申城由“烤”变“蒸”
本报讯 （见习记者张天弛）入伏以来，副

热带高压牢牢“盘踞”在申城上空。截至昨天，

本市已连续出现3天高温天气。 根据上海中心
气象台预测，今明两天高温还将继续，而后天
（周五）起，随着降水增加，气温将稍有下降，但
闷热潮湿下，体感依旧不爽。

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的数据， 昨天
徐家汇站最高气温为35.3℃，各区中，宝山、青
浦、松江的最高气温也是刚过“高温线”。与前
天相比，由于天空中覆盖着一层云，让太阳的
威力打了折扣， 昨天的热度总算能让人稍稍
松了口气，不过最低气温却不低，昨晨徐家汇
站最低气温为29.1℃，成为今夏以来最热的一
个早晨。

接下来，还会天天经受“炙烤”吗？根据预
测，申城今明两天仍将处在副热带高压“包围
圈”，依旧炙热，预计最低气温28℃起步，最高
气温可达36℃。

此后，能不能脱离炙烤天气还要看副热带
高压的位置变化。据气象专家预测，后天起至
周日，副热带高压将向东移动，势力减弱，申城
持续炎热的天气将有所缓解，预计本周末最高
气温将降至32℃至34℃。同时，副高的退却也
让北方的冷空气团有了 “可乘之机”， 受其影
响，申城本周末将出现阵雨天气。然而，由于雨
量较小，阵雨对于消暑的功效甚微，加上湿度
较大，体感仍闷热潮湿，对市民来说，同样是
热，只不过从“烤”变成“蒸”而已。

右图： 外滩的移动喷雾为烈日下的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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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最“烤”验的地方维护城市畅通
“这两天实在太热了！”昨天上午，记者见

到市公安局徐汇分局交警支队二大队民警程
鸣的时候， 他正在徐家汇广场路口指挥交通。

在大路口劝阻违法行为，程鸣往往需要一边吹
哨子、一边快步走上前进行管理。不一会，制服
就已完全湿透，紧紧贴在身上。

本周，上海出梅即入伏，气温持续高热，马
路上更是热浪逼人。在徐家汇，手持式温度感
应仪显示，地表温度高达55.8℃。即便如此，交
警仍身负全套执勤装备，坚守在城市的各条道
路、各个路口，挥汗如雨地指挥疏导交通，为城
市道路安全畅通默默坚守。

在“风最大、雨最大、太
阳最毒辣”的岗位，他说“职
责所在，没什么”

徐家汇地区已连续三日高温， 前天更是
达到38℃，成为当日全国最热。由于毫无遮蔽
物，程鸣值守的肇嘉浜路、虹桥路、漕溪北路、

华山路、 衡山路交汇的五岔路口是大家公认
的“风最大、雨最大、太阳最毒辣”的岗位。

“早高峰勤务是从7点到10点，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路面疏导和纠违， 警服内的T恤湿
了之后就没干过， 感觉到汗水还在不停往下
淌。” 程鸣趁着工作间歇来到警用摩托车边，

打开后备箱喝了两大口矿泉水， 这水也早已
成了温热开水。

中午时分回到队部就餐， 脱下警帽的他
皱起了眉：“帽子都汗臭了，也不是我懒，哪怕
前一天洗过，第二天还是会臭掉。”目前，交警
上岗还是要戴口罩。脱下口罩后，程鸣没有遮
挡的两颊和口鼻处产生了明显的色差。

“条件固然艰苦，从‘焦’警到‘浇’警，这就
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习惯了，也没什么了。”他
说。下午4点 ，路边停好摩托车 ，检查一下装
备 ，用湿毛巾把灼热的脸庞湿润一下 ，程鸣
就又开始3个多小时的晚高峰执勤了。

喝着热心市民送来的
矿泉水，他说“很有获得感”

昨天傍晚6点，南京西路华山路口，两名
交警正在换岗， 他们身上浅蓝色的警服早已
被汗水浸透变成深蓝色。不远处的十字路口，

市公安局静安分局交警支队机动大队民警史
威海正对过往车辆进行疏导， 大颗大颗的汗
珠顺着脸颊往下淌。 虽然此时太阳已收起热
力，但在路面上仍然能感受到滚滚热浪。

“在交警队里找不出‘白脸’，特别是高峰
岗时，一分钟要做十多种手势，一班岗下来，

一身汗，脸晒得跟紫铜似的。”史威海一边说
着、一边用纸巾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并喝了一
大口温热的盐汽水。

作为上海市中心的重点交通路段 ， 南
京西路华山路口 ， 晚高峰时段车流量 、 人
流量直线上升 。 对交警来说 ， 除了维持好
现场的交通秩序 ， 还要做好针对市民的交
通安全宣传。

在滚烫的路面执勤， 中暑是常有的事
情。“我们在执勤过程中， 时常会遇到热心
市民给我们送矿泉水，喝着他们送来的水，

一下子就觉得没那么累了。 我们早已习惯
在高温下执勤，但能得到市民群众的认可，

心里还是很有获得感。作为人民警察，我们
一定会坚守岗位， 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

史威海笑着说。

奋战在高温酷暑的第一线， 市公安局
长宁分局交警支队青年民警“突击手”在挥
洒青春的同时， 也积极践行着人民警察服
务为民的宗旨和承诺。 昨天中午， 天山路
古北路口发生一起事故， 影响了古北路南
向北的车辆通行。 90后民警王子伟赶到现
场， 发现一辆机动车爆胎了， 横在马路中
间。 为尽快疏通道路， 他帮助驾驶员将车
辆推至路边。 正午的太阳把车辆外壳晒得
滚烫， 双手几乎无法触碰， 但王子伟顾不
得这些 ， 俯下身子使劲推 。 处理好事故
后， 他发现驾驶员还不会换轮胎， 便毫不
犹豫拿着滚烫的扳手为车辆换胎， 汗水早
已浸湿了制服。

徐汇交警在徐家汇值勤纠违， 现场温度显示高达 55.8摄氏度。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本报记者 张晓鸣

■本报记者 王嘉旖 占悦

在超过50℃的停机坪
每人每天装卸行李千余件

机场地面服务班组———

高温酷暑天， 没有遮挡的上海虹桥机场停机坪， 地表
温度往往超过 50℃。 “我们班组今天是早班， 上午保障
了 5 架飞机， 10 个航段， 下午还有五六个航段要保障。”

东航地面服务部虹桥装卸服务中心 34 班班组长赵可健算
了一下， 一架航班从进港到出港需要一个多小时， 卸、 装
行李各一次， 班组成员每天要在炎热的机坪上奋战六七个
小时， 平均每个人一天要装卸大小行李千余件。 七八月是
每年最热、 最辛苦的时候， 他们的皮肤往往都是先晒红、

后晒黑。

穿上防护服， 戴上脚套、 手套、 口罩， 在高温天里把
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这是依照疫情防控要求， 保障国际航
班时东航机务的日常。 当任务结束脱下防护装备的时候，

汗水早已沁透衣衫。

负责国内航班保障的机务， 同样也不轻松。 东航机务
李叶菁介绍， 自己所在班组每天白班需要保障 22 架次左
右的飞机， 对每架短停的航班需要工作两三个小时； 如果
遇到航路管制或天气恶劣的情况， 时间会更长。 “对于我
们来说， 天气热点没关系， 只要能把飞机保障好， 就是我
们最大的心愿。” 李叶菁说。

客舱清洁员是机坪上的特殊工种。 通常， 她们负责进
出港航班的客舱清洁工作， 旅客不容易见到。 在常态化疫
情防控下， 她们还负责进出港航班的航前、 航后消毒工作。

在虹桥机场， 负责客舱清洁的班组一般由 5 至 10 人组成，

从炎热的机坪到客舱， 他们每天要走几十个来回， 负责 10

余架次航班的清洁、 消毒任务。

在东航地面服务部机供品车间， 航班上提供毛毯的
熨、 烫、 洗工序都在此完成。 一到盛夏， 蒸汽混合着高
温， 让整个车间变成了 “桑拿房”。 东航地服部虹桥站坪
服务中心毛毯组张娟说： “每当看到一条条毛毯在我的操
作下变得平整，想着它们装袋后运上飞机，旅客拿着它感受
美好旅程，我们心里也高兴。 ”

歇歇脚、喝喝水、乘乘凉
户外职工有了清凉天地

公交“爱心接力站”———

入伏以来，骄阳似火。炎热天气下，有那么一群人，每天
依旧默默坚守在岗位上，用奉献和汗水诠释着奋斗的意义。

歇歇脚、喝喝水、乘乘凉，烈日炎炎的三伏天，遍布街头巷尾
的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为户外工作者撑起一片清凉天地。

对于每天都在外奔波的环卫工人、 快递员和交警辅警
来说，高温天的如厕、用餐、手机充电都成难题。由市总工
会、市绿化市容局牵头，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成为2018年上
海市政府新增的实事项目。

最近， 上海久事公交巴士五公司利用公交终点站设立
“爱心接力站”，为户外工作者提供休憩避暑的场所。昨天上
午10点，在烈日下，环卫工王阿姨还在马路边打扫。为避免
晒伤，王阿姨全副武装，遮阳帽、口罩、纱巾、长袖、长裤等一
应俱全。虽然物理防晒到位了，但她早已热出一身汗。得知

159路公交车终点站设立了“爱心接力站”后，王阿姨便走进
去一探究竟。

这个“爱心接力站”紧挨着调度室，10平方米的空间不
算大，但空调、医药箱、饮水机、冰柜和微波炉等设备一应俱
全。 工作人员热心地递给王阿姨一条毛巾和一瓶冰镇盐汽
水。王阿姨坐在空调间里，擦了擦脸上的汗，喝上一口水，在
炎炎夏日享受这片刻清凉。据了解，巴士五公司已在36个公
交站点设立了“爱心接力站”，对户外劳动者开放。

静安区的 “爱心接力站 ”也出 “奇招 ”。除了空调 、风
扇、饮水机、冰镇盐汽水等之外 ，6月底静安区总工会
向区内90余家站点提供近500份 “清凉 ”礼包 ，包
括毛巾 、药皂 、消毒液 、驱蚊水 、大麦茶等夏
季日用品。 朴实的礼品袋饱含关怀的
情意 ，在闷热夏日化作微风滋
润人心。

■本报记者 何易

从“焦”警
到“浇”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