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缤纷多彩的科技体验 

（一）纸桥纸模型设计活动 

（通讯员 王佳念）16日晚 7:30，未来工程班在教三楼 305教室进行了纸桥纸模型设计活动。

科技志愿者们首先给营员们展示了一些纸桥模型作品，随后给营员们介绍了纸桥纸模型设计

的一些方法和注意事项。营员们被分成不

同小组，每组单独完成一个作品。 

在志愿者们简单的介绍后，营员们便着

手准备自己的纸模型作品,分为制作制作

美观桥承重桥。营员们相互讨论之后便开

始设计，有的小组已经设计完成并开始动

手制作，尽管进度不同但是目标都是设计

出自己最中意的纸桥模型。 

纸桥纸模型设计最终会有一个比赛，期待我们的营员们在比赛中能有好的表现，也期待

他们设计出精美的纸桥模型。 

（二）摇摇棒摇出大兴趣 

（通讯员 师仪）16号晚近七点半的时候，未来机电班的同学们就已经全部就坐在信息楼七

楼的实验室中，今天晚上科技志愿者为营员们安排了摇摇棒的制作课程。由于科技志愿者与

大家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已经展示过摇摇棒了，它的原理是利用单片机控制发光二极管，利

用视觉暂留形成任意图片。大家对它的热情度极高，都迫不及待想探究其中的原理。 

首先志愿者通过 PPT 的方式为大家呈现了摇摇棒的单片机、二极管等零件，还有制作必

须使用的电烙铁以及制作的全套详细过程。营员们早已按捺不住，在志愿者给他们分好组之

后，就马上投入了各个部件的焊接组装过程中去了。每三个营员为一组，大家都在摆弄着自

己手中的零件，组内每个同学都轮换的进行了部分的组装，志愿者们在工作台之间穿梭，时

不时的解答同学们对于原理的疑问和组装过程中出现的困惑。一些小组做好摇摇棒之后却不

能正常工作，志愿者们就耐心的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为他们查找错误所在，并且帮助他们

修正，营员们都崇拜的看着志愿者修正手中的摇摇棒，眼神中充满了佩服和期待，在合力完

成的一刻，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笑容。做好摇摇棒之后，个别小组还与志愿者一同将出现的



                                                                                 

3 

字改成了营员们所希望的，老师和同学们都融成一团，气氛十分轻松活泼。带队老师们也参

与了摇摇棒的制作，纷纷表示从未有过这种体验，收获颇丰。 

志愿者们将做好的摇摇棒都送给了营员们留作纪念，大家如获至宝一般，说这件东西真

的是太有纪念意义了。广东惠州一中的

庄桁同学在做完自己的实验之后，还热

心的帮助别的小组，做不好就不离开，

本可以早早回到宿舍的他硬是坚持到

了最后，他说他很喜欢今天晚上的科研

活动。当活动结束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但是志愿者们还要留下来整理实验室，

当记者提及指导科研活动的辛苦时，志

愿者们却抿嘴一笑，说营员们的热情那么高，他们做的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 

营员们认真专注的神态以及一丝不苟的态度是科学营希望赋予他们的精神，营员们做出

了期待已久的物品、知道了科技原理后满足的微笑是科学营希望引领他们的乐趣。相信未来

在科研的道路上他们定会越走越强，不畏艰辛！ 

 （三）感悟科学魅力，唯实践为真知                            

（通讯员 甘甜）为了激发营员们对科学的兴趣，加深对相关知识的了解，中国地质大学分

营特安排了班级实验活动。15日晚七点半，在志愿者的带领下，未来材化班来到了化学楼

化学实验室 108和 110进行“水的净化与软化”实验。 

一进实验室，扑入眼帘的便是整齐摆放的实验仪器，繁多却有条不紊。对于这些高中生

来说，化学实验室相对于国家重点实验室更为接地气，更具亲和感。科技志愿者们事先做好

了各项准备，细心的写好板书、分发实验

数据记录单，给营员们讲解了“水的净化

与软化”实验的实验原理，包括水的硬度

和水质的分类、EDTA配合滴定法测定水的

硬度、离子交换法以及特殊离子的检验，

对实验仪器数显型电导率仪、移液管等作

简单介绍，说明注意事项后演示了实验。

随后又指导营员们进行了水硬度的总测

定、离子交换法将硬水软化、水的净化、水电导率的测定以及硬水中特殊离子的检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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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滴定环节需要慢慢进行，一位营员因为滴定太快而错过了实验现象，细心的志愿者观

察到了便又讲解、演示了一遍实验。更有不少营员提问，比如“怎样加快反应速率”和 “是

否有好的催化剂”等，还有营员对一些实验器材的工作原理很好奇，志愿者们都一一进行了

解答。随机采访的一位营员表示，虽然是文科生，对这种与生活相关的化学实验还是很有兴

趣，志愿者的讲解很到位，专业名词不多、很容易理解。 

实验过后，营员们进行了实验分享，交流自己实验的难点及趣味点，这使大家在短时间

内对知识得到了很好的巩固，营员们也都表示喜欢实践这种学习方式。 

 

（四）魅力星空——天文望远镜观测活动 

（通讯员 孙艳铃）“地球是我们的家园，我们的邻居有哪些？”、“它们是什么模样？”、

“它们是不是像地球一样漂亮？”带着这些疑问，未来地质班的营员们兴致勃勃地参加了今

晚张老师为大家组织的使用天文望远镜观测行星活动。同学们充满期待的来到地勘楼地质

斋。7点 30分活动开始，张昊教授首先为营员们介绍了天文望远镜的基本构成、优势及种

类等。张教授的介绍激起营员们的

浓厚兴趣，他们近距离观察天文望

远镜，许多营员一边观察一边问张

老师一些有趣的问题。随后，张老

师为同学们播放了一段介绍冥王星

的英文短片。内容包括冥王星的基

本简介、星体结构、发现过程、行

星之辩、“星籍”争议等。 

通过短片，营员不仅了解了冥王星，更懂得了真理验证的过程，懂得了真理应该经得起

时间和科学的考验。短片结束后，营员们仍然兴趣十足地与张老师进行亲切的互动，有营员

对冥王星与哈雷彗星最主要的区别很感兴趣，对于这个问题张老师回答道，它们的主要区别

在于大小上，冥王星远大于哈雷彗星。 

短片结束后，张老师为营员们调试天文望远镜，由于天气原因，今晚观测的目标定为地

勘楼远处高层建筑。望远镜调试完毕，营员们跃跃欲试，透过天文望远镜，远处景象清晰地

呈现在营员们的眼前。今晚的活动后，营员们表示收获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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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员户外运动及室内攀岩体验 

 

（一）身体拓展素质提升，团结合作勇往直前——记北区素质拓展训练 

（通讯员 师仪）17日上午近九点的时候，营员们被随机分为了不同的组，一部分被带往北

区的综合楼平台和素质拓展中心。早上有些淅淅沥沥的小雨，但在经过西区体育馆中一个小

游戏的热身，大家的热情度依然很高。北区素质拓展中心的项目包括背摔以及穿越电网。背

摔是一项考验信任度和合作的项目，一个人站在高台上笔直的倒下来，一部分人在底下接，

如果在高台上的人是笔直倒下来的，那么接的人受力均匀不会很痛，反之则受力巨大。一位

营员首先完成此项目，她倒的很笔直，动作很规范。在完成后她激动的和记者表示，她是一

个喜欢刺激的人，她很相信底下的

小伙伴们，倒的那一瞬间也没有多

想，现在觉得真是十分的刺激，参

加这个活动真的很值得！一位跟队

老师也跃跃欲试，完成项目后说倒

下的那一瞬间感觉很棒，因为从来

没有这样尝试过。 

穿越电网是考验大家的默契

度、凝聚力、勇于担当的项目，它

要求所有队员身体不能触碰到电网，钻过不同的空间，期间不可以说话。在教练说明了规则

之后，大家纷纷诧异表示不可能，但不服输的他们更加卖力的投入了紧张的讨论之中，紧接

着项目正式开始。此时雨下的已然很大了，但他们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如何穿越电网。一个

人过去了，第二个人也过去了，第三个人在合力帮助下也过去了„„有一个女生被安排的网

口处于较高位置，他们的队长二话没说就俯下身子甘做人凳，顺利帮助女生穿越网口。终于

所有人都穿越完毕，教练宣布他们的时长、祝贺他们全部通过！每个人都在笑着，他们拍手、

他们欢呼！此时部分营员们的头发衣服都已经全部湿掉，武汉市 23中的张子旋就是其中一

个，他说，虽然一开始发现有小雨，满不情愿去做素质拓展的，但是他感到很自豪，因为他

们团队把原本每个人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他体会到了什么是凝聚力，什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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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精神，原本谁也不认识的一个陌生的团队，现在都变成了好朋友，他感觉很有收获。而

作为队长的江西萍乡市湘东中学的王子奕同学身上的白衣服此刻已经全部被泥巴所沾满，他

丝毫未在意，他说为所有人着想，是作为一个队长的分内之事！连在场的志愿者们都对他赞

赏连连，相信一个懂得付出的人，未来的收获必定是同样巨大的。 

在北区综合楼平台上的项目为铁甲战车，是考验营员们的领导、决策、沟通的项目，可

以锻炼人的团队合作意识。报纸和营员们

组成了战车轮，所有人协调方可前进。营

员们纷纷表示很新奇，从来没有玩过此类

游戏，迅速的投入了“战车轮”的制作过

程中去。游戏正式开始，所有人都小心翼

翼，因为步伐错，报纸就会破，“战车轮”

就会断裂。在一片欢呼声和掌声中，营员

们的项目顺利完成。 

社会体育户外运动专业是地大的特色专业，全国此专业独此一家，是文、体共同发展的

优势专业。担任本次素质拓展教练之一的李江坤说，希望营员们通过这次的活动，明白团队、

贡献、拓展运动的含义，并且把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 

（二）地大特色——户外运动体验 

随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分营的营员们在地大操场、攀岩馆和素质拓展中心体验岩

降、攀岩和素质拓展活动。在体育馆内，教练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强调了几点注意事

项。在简单的互动后，营员们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随后教练带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热

身游戏“万里长城永不倒”，游戏要求

营员们围成一个圈走动起来，当听到

“坐”的口令时迅速的坐到后面同学的

腿上。刚开始由于营员们间互相缺乏默

契，一个大圆被分成了好几节，在不断

地调整和磨合之后营员们终于圆满地完

成了任务。随后教练对营员们进行了分

组，各组分别体验岩降、攀岩和素质拓

展。 



                                                                                 

7 

在地大操场，岩降的教练首先申明了户外运动的三个原则:安全、科学及环保，并特别

强调了安全问题。随后，教练亲自示范了岩降器材的穿戴及使用，示范岩降的动作和技术规

范。营员们在教练的指导下依次体验了

岩降，有的同学嫌不过瘾要求再体验一

次。也有同学说岩降高度不够高，不刺

激。教练说这是为了保障安全，毕竟同

学们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 

在亚洲最大的室内攀岩馆内，教练

先为营员们表演了攀岩的速度赛，营员

们为教练的飒爽英姿所折服，都迫不及

待的想去亲自体验一把。在营员们体验

之前，教练给营员们进行了一个小小的培训，随后在教练的指导下营员们开始体验攀岩。很

多营员没攀多高就掉了下来，也有一些营员表现的非常不错。营员们都表示看教练演示的时

候感觉非常容易，但是自己体验是才发现真的很难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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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人与地球”，探索科学奥秘 

——记徐世球馆长专题讲座 

（通讯员 甘甜）为进一步激发同学们对地球地质科学的兴趣，使大家对相关知识有更加深

入的了解，7月 17日下午，在我校教三楼 110教室，徐世球馆长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讲座。 

下午两点半开始，徐世球馆长首先进行了题为《人与地球》的专题讲座。徐馆长现任中

国地质大学图书馆馆长，2013年以前曾长期担任中国地质大学逸夫博物馆馆长，教授，博

士，武汉市洪山区政协委员，中国博物馆协会高校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自然科学

博物馆协会国土资源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博物馆协会地质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副秘

书长，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理事，全国国土资源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评审专家等。主要

研究方向为地球科学概论、矿产资源、地质历史学、古生物学以及博物馆学。迄今为止，主

持了诸多科研项目，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 20余篇。其中 2012年主编

的《科学解读世界末日》一书被湖北省科技厅、湖北市委宣传 部、湖北省科协评为 2012

年全省优秀科普作品。 

徐馆长的讲座分为“认识地球”、“敬畏地球”、“保护环境”三部分。首先，他说明

了地球科学任务艰巨，在寻找和利用地球资源、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预报和减轻自然灾害

方面均需要新的突破。随后徐馆长又带

大家认识宇宙，“上下四方为宇，往古

来今为宙”概括了宇宙的无边无际和无

始无终。他将地球比作人，正是因为有

着银河系这样的优越家庭、太阳系这个

的理想摇篮、位置、质量和运动均处最

佳的状态、友好邻居太阳系行星的保护、

亲密伙伴月球的陪伴，地球才能成为天

赐良机的唯一家园。 

在第二部分，他以地球生命历程为背景，以鹦鹉螺化石为例，讲解了地质年代表。鹦鹉

螺 4.5亿年前有 2500种，几乎遍布全球，但现在已经基本绝迹了，只是在南太平洋的深海

里还存在着六种鹦鹉螺。随后他将地球 46亿年的历史比作一天，沧海桑田地球巨变仅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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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曾经叱咤风云 1.6 亿年的恐龙家族在地球历史面前还不及一小时，中华名族上下五千

年还不及 0.1秒，而我们的生命就更显渺小了，营员们无不感叹地球的伟大，我们的生命是

何其卑微。 

第三部分，徐馆长说明了地球的矿产资源、水资源形势严峻，而生活又离不开地球资源，

制造一个普通的瓷碗需要用到高岭土、石英等 11 种矿产资源，制造一根铅笔需要用到石墨、

黏土等 10种矿产资源。他呼吁大家为地球减压，珍惜资源、节约资源从每个人身边做起。

随后徐馆长谈到了自然灾害，他指出，我国自然灾害有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

高、造成损失重大这四大特点。以大气污染为例，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 10个城市有 7个在

中国，北京雾霾更是“恰似人间仙境”。对此，他提出将垃圾变废为宝以及节约食品等于节

约水等节能环保措施，并再次呼吁大家一起动手，呵护地球。 

在随后的交流环节，营员们争先恐

后地举手提问，比如“地球圈层是如何

形成的？”、“大陆漂移的方向是怎么

确定的？”、“节约食物等于节约水的

这个水的量如何计算”等，徐馆长都耐

心细致地逐一作了解答。因时间关系而

未能提问的营员更是对返座休息的徐

馆长“穷追不舍”，围在周边继续请教

并与馆长讨论。 

最后徐馆长风趣的模仿毛主席口音向大家提出了殷切期望和谆谆教诲：“你们是早上八、

九点的太阳，希望在你们身上”，本次讲座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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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宝鉴赏 

——记陈涛副教授专题讲座 

（通讯员 孙艳玲）宝石是最美丽而且贵重的一类岩石。它们颜色鲜艳，赋存稀少，晶莹绚

丽、温润素净，因其质地高雅而被人们视为圣洁之物。自古以来，一直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

珠宝玉石的使用源远流长，中国具有独特的玉文化，对软玉有着特殊的感情，形成了光照世

界的“东方艺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珠宝玉石已进入寻常百姓家，并以它特殊的魅力

装点着人们的生活，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在我们日常

生活中学会如何鉴别珠宝饰品的真伪至关重要,掌握正确的鉴别方法可以避免经济损失。今

天下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珠宝学院的陈涛教授为营员们做珠宝鉴定主题报告。 

陈涛副教授，2001 年毕业于中国地质

大学（武汉）珠宝学院，2006年毕业于北

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珠宝学院宝石

系专任教师，主要从事宝石学专业的教学和

研究工作。 

陈涛老师的讲座主要由以下四个部分

组成：宝玉石的基本知识、宝石之王——钻

石、蓝宝石、红宝石和软玉。 

报告开始同学们纷纷说出在日常生活中见过和了解的宝石。然后陈老师将营员们了解到

的宝石给予了更专业的分类。从陈老师这里我们了解到宝石按矿物分类可分为单晶宝石和多

晶玉石。我国有着悠久的宝玉石文化，对我国现有的独山玉、软玉、翡翠、田黄等陈老师都

给予简单的介绍。 

了解宝玉石的基本知识后。陈老师首先为同学们介绍了钻石，她引用“钻石恒久远，一

颗永流传”来向同学们介绍钻石的珍贵性。钻石具有璀璨光彩、稀少、珍贵、坚硬无比和独

一无二的特征。在此过程中陈老师还与营员们分享了关于钻石来源的多种传说。陈老师强调

“钻石不是从天而降，而是破土而出。”钻石是高温高压条件下地幔深处的产物，是碳元素

结晶体，主要为钾美黄斑岩和金伯利岩。接着陈老师介绍了在南非发现的迄今世界最大的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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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库里南钻石。透过讲座我们知道代表英帝国王权的王冠和权杖上镶有至今为止全世界

最大的钻石以及许多著名的珠宝。 

有了对钻石的直观印象后，陈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钻石的基本性质，内容包括钻石的结

晶学特征、宝石学性质（光泽、折射率、临界角、色散值）。接着陈老师讲到了同学们非常

关注的问题钻石的鉴定。讲座中，陈老师从钻石本身的性质散射率、、折射率、发光性、亲

油疏水性等角度介绍了钻石的鉴定方法。常见的方法有透视实验、切磨质量的观察、内含包

裹物等。陈老师还额外讲了合成钻石的一

些方法，包括高温高压法及 CVD化学蒸汽

沉淀合成。 

讲完了钻石，陈老师继续为同学们介

绍了红宝石和蓝宝石。在这个话题中，营

员们看到了蓝、绿、黄、橙、紫色彩丰富

的蓝宝石以及它们内部不同形态的金红

石包体。最后，陈老师介绍了红宝石与蓝

宝石常见的鉴定方法：星光效应及少数蓝宝石的变色效应，它们在日光下呈蓝紫色，灰蓝色，

灯光下呈红紫色，颜色变化不明显的特点。 

陈老师在报告的最后部分介绍了软玉。软玉是主要由透闪石，阳起石矿物集合体组成，

并具有工艺价值的一类玉石，油脂光泽为主（少见玻璃，蜡状光泽），种类丰富，最为珍贵

的是羊脂白玉，其他常见包括白玉、青白玉、青玉、碧玉、墨玉。从陈老师这里，营员们还

了解到软玉与翡翠的区别，以及它独特的工艺品加工价值。 

讲座接近尾声，陈老师提到普及珠宝知识的重要性。陈老师的讲座生动形象、同学们享

受了一次视觉盛宴。营员们不仅增加了对宝石的了解，更学到了许多专业的学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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