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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中科学家学术课堂’是做好科
学教育‘加法’背景下，镇海中学的一种
探索，希望通过科学家的授课，让同学们
接触不同领域的科学前沿知识，从而发
现、确立自己在科学方面的兴趣，为以后
从事科学研究埋下一颗种子。”镇海中学
常务副校长沈虎跃介绍。

镇海中学科学副校长、国家杰青、
中科院宁波材料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
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汪爱英研究员在开
班仪式上回顾了去年第一期学术课堂
的情况，也介绍了今年第二期学术课堂
的情况。

她说，去年第一期系列课程取得了
超乎预期的成效，同学们课后反响热烈，
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去年的课程设置注
重科学大领域报告和互动小实验的结
合，同时紧扣国家战略服务和科技前沿
分享。例如，宁波材料所的科学家们讲述
了从神奇涂层技术到奇妙玻璃十问，从
先进碳材料到新能源电池的报告，内容
深入浅出，让同学们既领略到了科学的
无穷魅力，又体会到了科学家勇攀高峰
的精神品质。西湖大学的博士生们则以
课堂小实验、互动提问等方式，讲述了从
原子结构到基因编辑，从炼金术化学到
色彩斑斓光学，从芯片解析到温室效应
的科学内容，点燃了同学们对科学的浓
厚兴趣和探索热情。

今年的课程结合当下前沿科学成果
与高中知识体系，做了进一步升级优化。
邀请了来自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西
湖大学、浙江大学三个单位的教师团队，
聚焦人工智能主题，安排了有科研专业
深度和科学发现趣味的12堂课程，包
括抽象算术几何、AI+材料、激光智能制
造、高分子智能材料、柔性电子智能器
件、生物人工智能等。同时，三家单位的
实验室还将在寒暑假等假期为课程班同
学开放，为同学们进一步做科研提供平
台和指导。

西湖大学理学院党委书记张国昌告
诉现场的同学们，科学革命往往始于“天
马行空”的追问。“今天的课堂里，希望你
们保持这种追问者的姿态：敢于质疑课
本，乐于动手实验，勇于把异想天开变成
脚踏实地的探索。科学没有标准答案，但
永远需要勇敢的提问者。”

在高中开设科学家学术课堂，来自
浙江大学软件学院的梁秀波教授对此给
予了高度评价。他说，随着DeepSeek、人
形机器人、脑机接口、国漫游戏等诸多领
域的集中爆发，我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
发展模式已开始从“跟随者”向“引领者”
转变，未来国产自主可控技术发展的想
象空间极其巨大。在此背景下，镇海中学
安排这样的学术课堂很有前瞻性，也很
有必要。

当我们漫步海边，尤其是攀爬礁石
时，会不经意间被一群看似无害的小生
物划伤——这些生物很有可能就是藤
壶。作为节肢动物门的一员，藤壶与虾
蟹是近亲，它们以浮游生物为食，利用
特化的“刷子”结构在海水中过滤食物，
然后将捕获的食物送入口中。

有趣的是，尽管藤壶的外观并不讨
喜，它们却是沿海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
肴。藤壶不仅富含高蛋白和低脂肪，还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使得它
们成为健康食品的选择之一。例如，在
中国南方的一些地方，人们会采集新鲜
的藤壶，通过简单的烹饪方式，如蒸煮、
煲汤，来享受其鲜美的味道。此外，由于
藤壶肉质细嫩且口感独特，一些特定种

类如鹅颈藤壶更是因其稀有性和绝佳
风味而被誉为海鲜中的珍品。

藤壶的生命周期同样神秘特殊。幼
体阶段的藤壶如同微小的外星生物，随
着洋流漂泊，直到找到合适的固着点。
一旦选定地点，它们就会非常快速地分
泌一种强力的胶体物质固定自己，并在
此度过余生。这种胶体的粘合力极其强
大，以至于即便是在高速航行的船只底
部也能牢固附着，从而给航运业带来了
不小的困扰。它们因此也被称为“污损
生物”。

科学研究表明，藤壶之所以能够
如此牢固地附着在各种表面上，与其
独特的外壳结构密切相关。藤壶的外
壳由钙质构成，不仅提供了物理保护，

还能帮助调节内部环境。科学家们对
藤壶如何实现高效的附着机制进行了
深入研究，试图模仿这种天然的黏附
技术开发新材料，以期应用于医疗、建
筑等多个领域。

虽然藤壶给人类活动带来不便，但
它们的存在也激发了科学家对于自然
界的探索兴趣，促进了跨学科的研究与
发展。通过对藤壶附着机理的理解，人
类不仅可以减少航运业因污损生物造
成的经济损失，还有望借鉴其特性创造
出更多有益于人类社会的新发明和技
术。这样一来，原本被视为麻烦制造者
的藤壶，有望成为连接自然界与科技界
的一座桥梁，展现大自然无穷的魅力与
智慧。

“镇中科学家学术课堂”有续集了

二期12堂课，面向人工智能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浙江大学、西湖大学的教

授、研究员、博士生联袂走进镇海中学，每周一期为同学

们授课，只为在学生们心中点燃科学的火种。

3 月 7 日，“镇中科学家学术课堂”（第二期）正式开

课，总计12堂人工智能相关的课程已经排出，当天，西湖

大学讲席教授陈华一带来第一课——《数、形与抽象

——数形结合的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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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的海边，一群“小舞

者”正在礁石上狂欢。宁波海

洋研究院工程师、浙江省科

学传播专家库成员方增冰用

镜头记录下了这一幕——藤

壶的“深夜派对”！这些看似

不起眼的小生物，不仅是海

洋生态的重要成员，还隐藏

着 许 多 令 人 惊 叹 的“ 超 能

力”。它们如何牢牢“扎根”在

礁石上？为何被称为“海洋中

的强力胶”？又为何成为人类

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让我们

一起揭开藤壶的神秘面纱，

探索它们背后的科学奥秘与

自然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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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启事

你是否对科学充满好奇？
是否想分享你的科学发现或
奇妙想法？《科学教育周刊》现
面向宁波师生开通投稿通道。
选择你想投稿的栏目（超级科
学课、生物奇趣、科学UP主、科
学小达人、拍脑袋猛想），投稿
时请务必注明学校、姓名（学
生请加上班级）、联系电话。
邮箱：nbkexuejiaoyu@163.com

“镇中科学家学术课堂”开班仪式。

藤壶寄生在其他海洋生物上。附着在礁石上的藤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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