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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省教育技术中心、省

青少年校外教育中心组织的第二

十四届浙江省师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数字创作和计算思维项

目、机器人项目比赛落下帷幕。

永康二中 6 名参赛学生在机器

人项目比赛高中组FLL青少年挑战

赛中获得二等奖。

喜获佳绩

通讯员 陈玲菊 摄

公益“心晴”支持热线
13588612320（739320）

24小时开通

精神疾病不会突如其来，它往往

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只有过量

的积累才会达到质的改变。那么，哪

些人容易得精神疾病？

第一类主要集中在上班族中。高

强度工作与收入不匹配、行业竞争压

力大，让很多上班族身心俱疲，焦虑、

抑郁、恐惧等精神问题容易不请自来。

第二类是在校学生。社会的进步

让更多人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而优

秀的教育大多出自名校，这也成了多

数家长逼迫自己孩子学习的借口。孩

子无休止学习、考试，外加教师和家长

的言语压力，精神问题日渐成型。

第三类多以空巢老人居多。家里

的年轻人不是上学就是工作，造成对

老年人的疏忽，老年人没有交流的对

象，精神问题就悄然滋生了。

第四类是遭受过重大创伤的人。

比如离婚、亲人离世等问题处理不当，

或是在经历之后没有得到及时安慰，

有了心理阴影，容易造成精神疾病。

很多人对精神疾病一知半解，认

为只要平时稍加重视，不去想就行

了，严重一点的去看看心理医生也无

大碍。但是，这并不是治疗精神疾病

的科学方法，还容易造成病情反复、

久治不愈等问题。抑郁症、神经衰

弱、精神分裂症都是我国精神障碍诊

断体系里明确的疾病，患有这三类疾

病的人加起来占到人群比例的 14%

左右。

市三院专家提醒，精神疾病是大

脑神经环路神经递质系统出现问题表

现出一系列症状，一旦出现类似精神

症状，一定要及时到专业的医疗机构

诊疗，勿偏听偏信，胡乱服用药物，或

者单纯依靠自我调节，以免延误病情，

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通讯员 王巧雀

警惕！这几类人容易得精神疾病

近年来，人工合成糖一直是科学界

孜孜以求的方向。近日，中国科学院天

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建刚

带领团队实现了从二氧化碳到糖的精准

全合成，迈出人工合成糖关键的一步。

己糖与机体营养代谢最密切
糖是自然界存在最多、结构最复杂

的化合物，是人类食物与动物赖以生存

的重要物质之一，人体所需 70%左右的

能量由糖提供。结构和功能各异的糖

家族被应用于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包括

糖果、饮料、烹饪、药品、工业制造等。

杨建刚说，按照糖的组成分类包括

单糖、双糖、多糖等多种形式。单糖是

碳水化合物中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根据

碳原子数目又分为丙糖（3 个碳原子）、

丁糖（4 个碳原子）、戊糖（5 个碳原子）、

己糖（6 个碳原子）等，其中己糖与机体

营养代谢最为密切。

根据己糖的化学结构，己糖包括 24

种构型的糖分子。自然界中，除了葡萄

糖、果糖等少数糖含量丰富外，大多数

己糖在自然界中存在很少，2002 年，这

类糖被国际稀少糖学会定义为稀少糖。

传承百年制糖方法面临挑战
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固定二氧

化碳，将淀粉、蔗糖等碳水化合物储存

在玉米、小麦、甘蔗等农作物中。人们

为了获取所需要的糖成分，采用物理、

化学及生物手段，经过复杂制糖过程，

获得葡萄糖、果糖等单糖成分。然而，

这种传承了上百年的制糖方法，正在面

临一些挑战。

首先，日益增长的人口数量对糖需

求量越来越高，依赖作物为原材料获取

糖成分的方式，受到植物光合作用能量

转换效率限制，在未来可能无法满足需

求；其次，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土地退

化、极端环境等影响，依赖土地种植获

取作物同样面临重大风险。此外，在长

期自然进化过程中，作物中的糖成分已

经相对固定，难以获得一些稀有的或者

天然不存在的单糖成分。

人工合成糖应用领域广泛
为了解决人类对糖的需求，科学家尝

试将这种传统制糖过程向非糖类生物质

资源制造模式转变。利用二氧化碳人工

合成糖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虽然已经做

了很多探索尝试，但仍存在合成糖产物为

复合型糖类、后期使用局限性大、合成的

单糖效率不高等亟待攻克的难题。

杨建刚所在的团队经过两年科研攻

关，实现了二氧化碳到糖的精准全合

成。“这一技术不依赖于植物种植的己糖

合成方法，实现了人工转化二氧化碳‘定

制化’合成多种己糖，提供了灵活性及多

功能性的人工生物系统。”杨建刚说。

该技术的糖合成能力高于传统植

物光合作用，同时也高于已报道的化学

法制糖及电化学-生物学耦联的人工制

糖方法，是目前人工制糖路线中碳转化

效率的最高水平。

成果颠覆了依赖糖生物质资源转

化制备复杂糖分子的范式，所获得糖可

作为原料应用于食品、医药等领域，还

可作为工业生物制造关键原材料合成

其他化学品，进一步满足人类的其他物

质需求，从而为负碳物质合成提供原料

供给，也为绿色化学打开了一扇门。

（市科协供稿）

二氧化碳合成糖
为绿色化学
打开一扇门

9 月 1 日，城西小学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

安全唱主角。各班开展安全教育

第一课主题班会，内容涵盖校园欺凌、

消防安全、交通安全、防溺水、预防近视

等，切实加强学校安全教育工作，增强

学生的安全意识，保障师生生命安全。

喜迎亚运会，当好小主人。师生

们营造积极向上的亚运氛围，激发学

生民族自豪感。

重温“一日常规”，养成规范。该

校结合“城西小学学生一日常规”开展

“新学期、新目标、新开始”的开学收心

教育，重点学习文明礼仪习惯的养成、

无声就餐、升旗仪式等日常行为规范，

帮助学生尽快适应校园生活，进入学

习状态。

新学期，“心”启航。为帮助学生克服

新学期的心理不适应，教师们准备了丰富

的小学生心理游戏，串名字、画出理想的

你、写出心目中的10个自己⋯⋯一系列

有效的心理辅导方法，让学生从“心”积蓄

力量，用积极的心态和切实的行动，主动

适应，迎接挑战。 通讯员 兰荣丽

保安全 迎亚运“心”启航
城西小学“开学第一课”丰富多彩

9 月 1 日，人民幼儿园开展了以

“播秋种，迎成长”为主题的开学活动。

活动现场，教师们为幼儿们准备

了寓意满满的开学礼——种子许愿

瓶。“希望你们做一粒有梦想的种子，

让生命成长成自己期许的模样。”园长

为幼儿们送上祝福。各班教师们还精

心准备了仪式感满满的签到墙、盲盒

礼物，让幼儿们带着美好的祝愿开启

新学期。

据了解，开学第一天，各班有序开

展“安全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运用

故事动画、图片、多媒体课件等形式，

为幼儿们的安全健康保驾护航。

此外，教师们还带领幼儿们来到

乐康种植园，播撒种子，让梦想和种子

一起慢慢发芽。

人民幼儿园播种希望

通讯员 应柳枕

台风具有极强的破坏性，登陆时

将严重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生产。台

风来了，我们该如何应对？

台风来临前的准备
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注意台风走向

台风来临时，要及时了解台风的

动态，人员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避

开容易造成伤亡的地点（危旧住房、厂

房、工棚、临时建筑）。

降低高空坠物的可能
空调外挂悬空、高空设施要进行

加固，并将露于阳台、窗外的花盆等物

品移入室内。

固定门窗
门窗要捆紧拴牢，特别应对铝合

金门窗采取防护。收起屋内外的各种

悬挂；关闭门窗，必要时加钉木板。

准备逃生应急物品
检查线路，准备手电、蜡烛，储存

饮水，以防断电停水；多准备一二日食

物蔬菜，非必要时不要外出，停止各种

露天集体活动和室内大型集会。

台风到来时如何做
当台风来临时，大部分人会安静

地待在家里。对一些因各种原因留在

单位或外出办事的人来说，台风天里，

更要注意安全。

危险地带莫逗留
台风袭来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

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

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逗留。此外，尽

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路堤和桥上行

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

单位抗台避危险

留守单位抗台，一定要提高警惕，

保护公共财产安全，更要考虑到人身

安全。事前要准备好沙袋、手电筒、雨

衣、雨靴、篷布、钢丝和干粮等应急物

资，提前做好单位防淹防水工作。当

台风来临时，尽量待在安全地方，发现

险情及时关闭电源，防止意外发生。

台风过后注意哪些
台风过境后，并不等于危险完全

解除。还有，灾后的食品安全也不可

忽视。

安全举报电话：
13588606110、676110

永 康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台风来了，如何应对？

（市应急管理局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