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为本，德为先。”这是国际蚕学领域著名科学家，西南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庆友培养学生一直秉承的宗旨。长
期以来，夏庆友教授致力于高校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
他对于科研的执着、对于教育的坚守，在国内外相关领域具
有重要影响。

上世纪90年代，夏庆友毕业于西南农业大学（现西南大
学）蚕学专业，后留学日本。学成后，他放弃海外高薪毅然回
国投入到紧张的家蚕基因组计划筹备工作中，不断攻坚克难
勇攀高峰。2002年，家蚕基因组计划科学技术筹备会在法国
召开，为顺利赴会，拿出成果争取发言，夏庆友紧急启动了大
规模的测序计划，发布了 10 条 EST 的测序成果，超过日本。
2003年非典事件，夏庆友和团队研究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团
结协作，完成了家蚕基因组框架图的绘制。2003 年 11 月 15
日，重庆市政府和中国科学院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向世界
宣布中国科学家完成“中国家蚕基因组框架图”绘制工作。夏
庆友领导的科研团队在这个没有硝烟的竞争中取得了成功。

不只是术业有专攻，他还是学生心目中的“人生导师”。
他非常重视对大学生思想道德品质的培养，也时常以自己的
经历鼓舞和教育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才。为了能够走进当代
大学生的内心世界，夏庆友经常以党课、团课、《新生入学教
育》、《大学生就业指导》与大学生交流谈心，2014年他开创了
大学积极心理学课程《科学研究方法论》，讲述如何激发“积
极心理”，倡导“快乐研究”课程，更好地指导大学生学习、生
活、就业，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思想价值观。

夏庆友是我国蚕学领域著名科学家、教育部长江学者，
承担了国家“973”、“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诸多
重大课题，发表了几百篇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夏庆友深有感
触地表示：“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培养出更加优秀的人才，为他
们提供更好的平台，希望他们未来能够对国家和产业做出更
大贡献。”

5月30日是第四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为弘扬科学家精神，营造
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即将到来
之际，由北碚区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建功立业新

时代——2020年北碚区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科技为民、奋斗有我’专
题报道”如约与大家见面了，北碚区科技工作者们发扬“爱国、创新、求
是、奉献、协同、育人”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在各自领域建功立业的精

彩事迹、主要成就等令人鼓舞、催人奋进、值得颂扬。
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北碚区优秀科技工作者代表的心声，看看关

于他们“科技为民、奋斗有我”的故事。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建功立业新时代
——2020年北碚区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科技为民、奋斗有我”专题报道

重庆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热敏材料及传感器创新创
业团队是由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被誉为“‘神奇铁丝’上的长跑”、“破译‘线式测温’密
码”的首席专家张忠模教授率领的一支自主创新科研团
队，团队开发的铠装连续热电偶填补了国内空白。

铠装连续热电偶是上世纪末美国在测温领域开发的
一项高精尖产品，是一种用于多行业重大装备和重要设备
表面温度远程监测与故障预警系统的核心器件，在我国售
价高昂。面对国内市场急需、国外技术封锁的境况，张忠模
团队勇于担当，挑下了国产化重担。但此时该相关技术的
研究成果国外也尚无报道。同时，为了让科研成果贴近市
场，在项目研发初期，团队多次调研市场，得到的几乎都是

“等你有了产品再来和我交流”的回复。正所谓开弓没有回
头箭，他领导团队一方面扎进实验室，自创多组份介质材
料设计和梯度热处理制备工艺，经过近百个配方试验，成
功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另一方面三番五次走访用户，终
于得到了用户需要的技术要求。项目产品在国家煤化工工
程中心首次试用即获成功，开创了国产化先河。此后，团队
继续深化研究。2007年开始研究阻容型连续探测器，这一
次同样是“国外尚无报道、国内急需”，他们又一次获得成
功，仅用两年时间就开发出了符合用户需求的产品。在张
忠模教授团队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我国的线式温度传感器
技术已处于国际一流水平。

近三十年来，张忠模教授团队痴迷技术开发，把目标
瞄准了我国测温难题“线式温度传感器”，先后发表论文40
多篇，为我国线式温度传感器行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同时，凭借技术创新和技术应用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
先后主持或参与国家支撑项目、省市项目及其它项目40余
项，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10项、专利授权14项，开发新产
品8项，获得新增产值超2亿元、利税近亿元，依托创新创
业团队的“张忠模劳模创新工作室”获“重庆市劳模与工匠
创新示范工作室”殊荣。

生命重于泰山，“慢郎中”勇当“急先锋”。这句话
是重庆市北碚区中医院副院长、重庆市抗疫市级医疗
救治专家组成员万鹏的个人金句。今年47岁的万鹏大
学毕业就从事中医临床工作，至今已有23年，积累了
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在内科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和造
诣，深受患者信赖。临床上，他善于用“伤寒六经辨证”
及“温病伏邪理论”治疗疑难杂症，在国内国际中医学
术界有一定影响力，曾先后受邀在台北及美国进行学
术交流及科普巡讲。

作为第四批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
人、重庆市高级中医药人才，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他
主动请缨，除夕逆行，投身“疫”线。在重庆市公共卫
生医疗救治中心，他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望闻问
切，辨证论治，确保中医第一时间深度介入，全程全
面参与救治。他通过临床实践，证明中医在疫情预
防、轻症患者干预、恢复期康复、防止危重症患者病
情恶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40天抗疫战斗，他利用
中医参与治疗轻症患者近200例，重症患者40例。在
一位极危重症患者救治过程中，他运用《医学衷中参
西录》中的“既济汤”处方对症治疗，提升患者心肺功
能和肾上腺潜能，仅服药两天时间，患者心肺功能得
到改善，各项指标逐步恢复正常。生命至上，大爱无
疆，在抗击疫情的大战中，中医充分发挥了“慢郎中”
勇当“急先锋”的作用，中医与西医有机结合救死扶
伤，达到了“1+1＞2”的效果。

万鹏始终相信，新冠病毒进入人体的初衷是尽量
变异来适应人体进而达到“共生”。中医抗击新冠肺炎
不是要杀死病毒，而是不断改善体内“湿热”内环境，
使“坏病毒”不再适应这个体内环境，自动变异成“好
病毒”，最终实现疾病的痊愈。正因为他的坚持和探
索，在抗疫斗争中将中医与西医结合去攻克了一个又
一个难题，才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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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我们难免会有吃
不完剩下的饭菜。对于这些剩饭菜，
再吃的时候一般都会经过加热再食
用。

网上有人说，“米饭不能二次加
热，不然会产生致癌物”，“芹菜、菠
菜、蘑菇等食物也不能二次加热”。
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一
起来看看！

米饭

有人说米饭经过室温存放很容
易滋生细菌并繁殖，随着时间的推
移，这些细菌会产生各种毒素，导致

“食物中毒”，而二次加热也不会消
除其中的毒素，有致癌的风险。

事实上，虽然米饭在存放过程
中可能会滋生细菌，但二次加热的
米饭和癌症并无直接关联。该说法
本身并没错，但并不仅仅只针对米
饭这一种食物，这样的观点只能证
明加热并不能消除食物中细菌产生
的毒素，和其他事情不存在关联。

所以，米饭二次加热会致癌的
说法，不可以相信。

芹菜、菠菜、蘑菇

有人认为，芹菜、菠菜以及蘑菇
等素食中本身存在硝酸盐，经过二
次加热后硝酸盐会转化为亚硝酸
盐，会对身体产生致癌威胁。

虽然在加热过程中的确有硝酸
盐和亚硝酸盐物质的存在，但是存

在（含有）并不代表超标（很多），在
任何时候谈论某种物质的作用和毒
性时，都应该严格考量剂量，抛开剂
量来看这件事情本身不科学。

硝酸盐是生活中的常见物质，
也是自然界存在比较普遍的化合
物，少量存在并不可怕；之所以蔬菜
中存在硝酸盐，主要是因为土壤中
本身含有一定量的氮元素，蔬菜在
整个种植过程中也会使用到氮肥，
这样一来其中必然会存在硝酸盐物
质。

另外，植物本身存在的酶类物
质也会将硝酸盐还原成亚硝酸盐物
质。

从原理看，许多蔬菜当中都含
有硝酸盐，如果在这些蔬菜中大量
滋生细菌，那之后就可能在细菌的
作用下将硝酸盐转化为亚硝酸盐，
而室温环境更利于细菌的生长繁
殖。

所以，这种反应转化（硝酸盐—
亚硝酸盐）和加热并无关系，也就不
会存在二次加热这些食物会致癌的
理论。

鸡肉

网络传言，鸡肉经过二次加
热同样会产生致癌的风险，主要
是由于鸡肉当中的蛋白质经过存
放会产生蛋白质降解物，而这些
物质会危害肝肾，甚至存在致癌
的危害。

事实上，蛋白质的降解物只有

氨基酸和多肽，这两种物质并不存
在所谓的伤肝肾作用。

更何况蛋白质的降解过程本身
需要多种条件的支持才能进行，已
经烹调煮熟的鸡肉等肉类食品中几
乎不含有细菌等微生物，很难发生
有害反应。

所以，此种说法也不可以相信。

牛奶、卷心菜、土豆

有人说土豆、卷心菜以及牛奶
等食物经过二次加热后会损失很大
一部分营养。确实，加热对食物中的
营养素的确会存在一定的破坏，其
破坏程度和损失率主要由加热温度
和加热时间来决定。但日常生活中
用到的家用烹调温度并不是特别
高，食物中的热敏型营养物质也没
有想象的那样多。

因此，虽然加热会对食物的营
养造成损失，但并不会很大。还有人
说这些食物的二次加热也会有致癌
的危害，也不可以相信。

正确处理剩饭菜

1.科学存放
减少用筷子等餐具对剩饭菜进

行翻动的次数；剩饭菜要用安全、清
洁的食物餐盒盛放；剩饭菜要放入
冰箱的冷藏室区域。

2.建议剩肉不剩菜
肉食存放比蔬菜存放的不健康

影响要小。
3.剩饭菜吃前要热透
剩饭菜热透后会更加安全，不

仅可以还原食物味道和口感，也能
规避许多食品安全问题。

4.不要反复加热
虽然热透的剩饭菜安全风险

小，但反复加热缺点较多，比如营养
损失、口感下降、亚硝酸盐问题等。

综上所述，针对网上的种种说
法，一定要科学看待，不要盲目相信。
平常一定要养成良好的进餐习惯，剩
饭菜安全存放后要完全热透再食用。

来源：科普中国

有一种锻炼，不是激烈对抗性
运动，不受场地限制，且好处多，它
就是健步走。健步走可助运动者甩
掉多余脂肪，从而改善血脂水平，预
防脂肪肝。同时，它还能降低患高血
压、2型糖尿病、心脏病、骨质疏松症
的风险，促进心血管健康。

一周建议进行4至5次，每次半
小时左右，注意时间不要太长。

姿势很重要，心率有公式。健步
走的正确姿势应该是颈与肩放松，
抬头挺胸，手跟着步行速度左右摆
动。腰背要直，稍微收腹。行走时身
体微微向前屈。保持脚跟着地、脚尖

蹬地的姿势。
健步走应保持什么速度？有一

个专门计算心率的公式，可以指示
当前速度是否适合自己。进行过程
中，最佳心率应是：（220-年龄）×
80%。比如，年龄 20 岁，他的运动最
佳心率是160次每分钟。

做好热身，装备齐全。健步走前
要进行适度热身，慢慢起步，等足部
有些发热时再递增速度。快到终点
时慢慢减速，不要马上停下来。

健步走也要有完善的装备：鞋
子要能支撑足弓和脚跟，让脚趾有
足够的伸展空间，鞋底厚且柔韧；穿
宽松吸汗的衣服；随身带水。

此外，注意不要到风大的地方锻
炼，特别是老年人。尽量选择公园等
环境较好的地方，别在大马路上走。

来源：人民网-生命时报

健步走，时间不要太长

食物冰箱可谓是人类最伟大的发
明之一。尤其是夏天到了，吃不完的饭
菜、吃一半的西瓜、没喝完的饮料……
这些都成了冰箱中的“常客”。

人们把食物放进冰箱，想利用低
温来抑制细菌滋生，延长食物的保鲜
期。但是，当各种食物混杂在一起时，
也为细菌滋生创造了条件。

当心，你的冰箱可能正在帮你
“养”细菌。

冰箱不是万能的

冰箱的低温可以让食物中的部分
细菌处于休眠状态。但也要小心，还有
一些嗜冷菌的存在，低温只会让它们
越来越“嗨”。凉皮、鸡爪、沙拉这些冰
冰凉的食物，都有可能是它们的藏身
之所。

如果直接从冰箱拿出这些食物来
吃，就可能会让一些抵抗力差、肠胃功
能比较弱的老人、小孩吃坏肚子，从而
上吐下泻。

冰箱里都有哪些细菌

冰箱中最常见的细菌有四种：沙
门氏菌、耶尔森菌、志贺菌以及李斯特
菌。

◆沙门氏菌：常常活跃于生肉与
熟食之间

一旦这些食物离开冰箱，进入常
温环境，沙门氏菌也开始悄悄苏醒。它
们会在夏季的高温中加速繁殖，与之
接触过的人可能会出现腹痛、腹泻、恶
心、呕吐等症状。

◆志贺菌：常常出现在蔬菜水果
中

志贺菌可能会导致细菌性痢疾，
这可是夏秋季节常见的肠道传染病之
一。夏天没吃完的西瓜中也可能藏着
它们。

而且，作为一种致病菌，志贺菌还
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所以将冰箱里
的蔬菜水果拿出来后，一定要记得洗
手，才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的做法。

◆耶尔森菌：喜欢在生肉上安家
耶尔森菌是一种嗜冷菌，温度越

低，越放肆。
喜欢在夏天囤冰淇淋的朋友要注

意了，不要把冰淇淋和肉类放在同一
格，做好冰箱内的空间规划。

◆李斯特菌：在熟肉、奶酪、没喝
完的牛奶中都能见到

李斯特菌的生命力极其顽强，甚
至在零下 20℃的冷冻室也能存活 1
年。若不幸中招，感染了李斯特菌，免
疫力正常的人会出现腹泻的症状。但

对于免疫力较弱的人，就有可能出现
脑膜炎、败血症等严重并发症。

此外，冰箱中还存在霉菌、金黄色
葡萄球菌、肠杆菌等，如果它们长期存
活于我们的冰箱中，可能会感染到其
他新鲜食物，要避免病从口入，就得做
好冰箱的清洁除菌工作。

做好这几步避免细菌滋生

夏季，避免冰箱中细菌滋生，这几
步不能少：

◆及时检查冰箱内的食材
一般来说，冷藏区存放食物的时

间也有讲究，像绿叶菜、葡萄、牛奶这
些食物都不宜存放超过三天。

大家要养成定期检查冰箱食材的
习惯，不要让夏季的食物在冰箱里默
默“冬眠”。

◆正确储藏食物
想要有效避免上述几种细菌滋

生，要掌握这几点：将冷藏室进行独立
分区，把食物生熟分离，避免沙门式菌
感染。

为了避免志贺菌滋生，在蔬菜保
鲜之前，最好先预处理一下，将包装
袋、腐烂的部分统统处理掉。

对付耶尔森菌，要做好冰箱的合
理规划，让各品类的食物拥有单独空
间。

◆定期清洁冰箱
条件允许的话，最好能一个月清

洗一次冰箱。清洗前要先给冰箱断电，
把食材全部拿出来。

清洁时用小苏打水将抹布打湿，
搭配合适的清洗剂或除菌液，仔细清
洗冰箱的各个角落。最后别忘记用干
净抹布将冰箱彻底擦拭干净，避免清
洗液残留。

另外要注意的是，冰箱把手也是
冰箱内细菌的主要来源，清洁时不要
忘记顺便擦一下冰箱把手。

前面提到，可以使用清洁剂清洗
冰箱。但清洁剂的功能重点在清洁，对
杀菌可能没啥作用。如果要除掉冰箱
中的细菌，还得选择专业的产品。

据丁香医生

家里有剩饭菜怎么办？
安全存放后完全热透再食用

如
何
避
免
冰
箱
中
细
菌
滋
生
，看
这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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