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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848期科教周刊

新华社南京 1 月 17 日电（记者 王珏玢）年幼
模仿蚂蚁、长大模仿泥蜂，拥有如此实力派“演技”
的，竟然是一类 1 亿年前的小小昆虫。由中科院南
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领衔的一项国际研究最新发
现，生活在 1 亿年前的一类昆虫奇翅虫，会随自己
的生长模拟不同动物， 堪称远古时期的 “超级演
员”。

此次，研究团队对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斯洛
伐克等地的 100 多块奇翅虫化石展开研究。其中，
研究人员发现了十多只形态类似蚂蚁的奇翅幼
虫。 化石里的奇翅幼虫体长 3 至 5 毫米， 腹部很
瘦，类似蚂蚁的腹部。 它们的触角和腿，也和当时
的原始蚂蚁非常接近。

有趣的是， 奇翅虫长大后， 还变换了模仿对
象。 “奇翅成虫长出翅膀后，没法再‘扮演’没翅膀
的蚂蚁了，又假装起了蜂类。 ”领导此项研究的中
科院南古所研究员王博说， 奇翅成虫的胸腹部变
得很像蜂类的“细腰”，它们翅膀以及身体的形状
和大小，也非常接近当时的一种原始蜂类：长背泥
蜂。

“生物在形态和行为上模仿另一种生物的现
象被称为拟态，这在大自然中并不少见。但在生长
过程中会转换模仿对象的动物， 此前在化石中还
从没发现过。 小时候假装蚂蚁、长大后假装泥蜂，
奇翅虫这种‘超级演员’一生都在模仿更为凶猛的
昆虫。这种绝佳的‘演技’可能吓住天敌，让它们最
大限度地保护自己。 ”王博说。

相关研究已于近日刊发在国际地学综合期刊
《地球科学评论》上。

“疫情防控期间我们不握手，招个手就
行了。 ”2020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席卷全球，许多人因此丧命，让人不寒
而栗。

专家告诉我们：“肢体接触是新冠肺炎
疫情传播的一种重要途径”。 “招手既是一
种礼仪，也是一种传统民俗。 ”自从疫情开
始， 我和熟人见面就用微笑招手代替寒暄
握手，这既不失社交礼仪，也保持了社交距
离，减少了病毒传播可能。

出门戴口罩、见面招手、进门消毒 、进
食用公筷私筷、 日常勤洗手……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 安全卫生成了生活中首要考虑
因素，我的生活习惯正悄然发生改变，形成
了一个个“小癖好”。

我认识的一位医生朋友说：“采用分餐
或者使用公共餐具不仅能够减少接触，保
持社交距离， 更能有效防止食源性疾病传
播。 ”我在家里或是外出用餐开始养成使用
公勺公筷、分餐食用的“癖好”。 刚开始公筷
私筷换着用，还有点不习惯，但想到分着吃
的确更安全，坚持一段时间就适应了。 我觉
得使用公共餐具进行分餐， 可在兼顾文化
传承的同时兼顾对卫生和健康的考虑，可
行性会更强一些， 对老百姓在家养成新饮
食习惯也更有参考意义。

“口罩一定要坚持戴！ ”疫情让我养成
了出门戴口罩的习惯。 尤其在上下班途中
和到商场、市场、车站、码头等人员密集且
流动性大的场所， 以及乘坐各种公共交通

工具，我严格正确佩戴，天气好的情况下，
一般戴普通医用口罩，如果遇到雾霾天，戴
防颗粒口罩，冬天戴稍厚点的棉口罩保暖，
减少对下呼吸道刺激， 有效阻断疫情传播
途径。

外出回家，我习惯了洗手。 先是打上肥
皂，然后洗掌心、手背、指缝、关节、手腕，挨
着来回搓洗，用标准的“七步洗手法”来洗
手，以前我不知道洗手还有这么多学问。 洗
手过后，我再触动家里的器物，咳嗽或打喷
嚏时， 用纸巾、 毛巾等遮住口鼻并及时洗
手，避免触摸眼睛、鼻或口等黏膜部位，尽
量改正不良习惯，减少小动作。

在家里或是办公室， 我把消毒液倒在
拖把上拖地消毒，酒精擦拭日常用品，保持
勤通风， 让家庭和工作、 生活场所环境清
洁。 如果到外地住酒店，选择有独立空调、
无接触服务、定时消毒的房间，做好安全防
护。

千金难买好身体。 疫情让我养成了勤
锻炼的好习惯，我坚持每天上下班走路，每
周走几趟香溪洞。 在家里，尽管空间有限，
但是我每天坚持做 50 个俯卧撑、50 个仰卧
起坐，活动到全身微微出汗才肯罢休。

经历了这次疫情， 让我更加感受到拥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催生我
养成了很多安全卫生“小癖好”，这些“小癖
好”如同“防护服”，时刻保护着我的健康和
安全，让我精神饱满，精力充沛，更好地投
入到工作和生活中去。

以前和父母住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母
亲的“坏习惯”和她发生不少争执。

若有客人到家 ， 母亲生怕客人没吃
好，总是做很多的菜，即使桌子快放不下
了，还要不停地炒菜。 而且，她还习惯了用
自己的筷子给客人夹菜。 我说了多次之
后，她改用公筷继续给客人夹。 每次剩下
的菜她舍不得倒掉， 反复热着自己吃；如
果水果上面坏了一块儿，她把坏的地方剜
掉，然后自己把看似没坏的吃掉，我时常
给她科普，但效果甚微。

女儿已经上幼儿园了，母亲还习惯追
着喂饭，好像女儿多吃一口都是好的。 一
天中午的时候， 我接到幼儿园老师的电
话，说女儿肚子疼。 我和母亲赶到幼儿园，
女儿说：“奶奶昨天给我喂肉吃，喂得太多
了，我都快呕吐了。 ”从这次以后，母亲才
渐渐不追着喂孩子。

说完母亲的坏习惯，不得不谈起自己
的坏习惯，母亲也是没有少磨嘴皮子。 自
己喜欢喝饮料，尤其夏天特别喜欢喝冰镇
的，咕咕咚咚一口气下肚，不顾及肠胃的
感受，更惭愧的是影响到了女儿。 家里有
乳饮料和果汁，女儿偷着喝，与我和妻子
斗智斗勇， 偷偷把盒子里面的东西喝了，
想方设法把空盒子放在柜子里、门背后等
隐蔽的地方，甚至往垃圾桶里塞，上面盖
上新的垃圾。 工作后，自己常常忙于应酬，
在外面吃饭多，看似菜品丰富、场面热闹，

但吃的东西经常是各种调味料一拥而上，
基本上吃不到食材的真味儿，口味儿是越
吃越重。 此外，喝酒、熬夜、不运动也长期
伴随着我的生活，体型“急剧膨胀”。

自我改变的动力一方面来自疫情，另
一方面来自女儿。 疫情教会我重视健康，
女儿教会我如何养成健康的习惯。 记得有
两次带女儿坐电梯，电梯没到一楼 ，我就
拉着女儿出了电梯，发现不对劲又进了电
梯，她对我说：“爸爸，你太笨了，看不清数
字。 是不是喝酒变笨了，要少喝酒，要多看
书、多吃健康的蔬菜才能变得健康 ，不被
病毒缠上！ ”早晨送她上幼儿园的时候，由
于时间紧张，抱着她快走，没走几步就气
喘吁吁的了。 放下女儿后，她拍着我圆鼓
鼓的肚子说：“爸爸，你太胖嘟嘟了，要运
动减肥啦！ ”遇到别的小朋友，她介绍我
说：“这是我的爸爸，他是个大胖子。 ”熬夜
加班的时候，她会催促道：“爸爸，快睡觉，
不要太辛苦哟！ ”

这两年来，眼前时常出现疫情防控的
宣传画报，耳边时常响起女儿提醒我注意
健康的唠叨声，我也慢慢养成了一些好习
惯：不打疲劳仗，劳逸结合。 遇到卡壳的时
候，听听音乐，写写散文；在天气晴好的日
子，推掉应酬，带着孩子在附近的自然里
走一走；自己多做饭，努力提升厨艺，简单
的食材放上盐、蒜、葱、姜等基本的调料烹
饪，就能吃出真味儿来。

因为疫情的缘故，2019 年的寒假显得
格外漫长。 应要求，作为高三的一名语文
老师便开启了“主播”生涯。 始料未及的
是，线上教学的时间从年前一直延伸到年
后。 我的教学课堂，第一次被放在了网上，
“钉钉课堂”“视频连麦”“问卷星试卷”等
网络大招一一被用在线上教学中。 屏幕前
的我，时而声情并茂地讲解文章 ，时而用
鼠标圈点答案精要，还要冷不丁地连麦屏
幕另一端的学生，以防走神，真可谓花样
百出，尽显能事。

疫情中的教学时间和科目安排和校
内时的一样，从早读开始，先发布早读任
务，然后提交早读作业，期间还要随机连
麦抽查背诵，课后还要批改，形成线上教
学的“闭合回路”。 记得疫情之初，由于线
上教学用户过多而导致网络拥堵，等了好
一会，看到学生们都已到了直播间 ，我便
开启了全屏，自我陶醉地网上授课 ，过了
一会手机铃声响了， 电话那头说：“老师，
又卡网了，PPT 定着不动，又没有声音，直
播间我看大家都在说 ， 赶紧给您打个电
话。 ”听到这话，我的心瞬间碎了一地，感
觉前面的课算是白讲了 ， 亏我还那么投
入。 没办法，赶紧重启直播间，老老实实地
盯着直播界面，希望别再卡网。

后来疫情被控制住了，教学又恢复到
线下常态模式， 虽说是线下教学为主，但
教学管理和方式和之前相比还是稍有不

同。 比如说，一天当中的晨、午、晚检，午放
学后的校园消杀， 病假复课的核酸检测等
等，已经成为一种教学习惯。有段时间西安
疫情反弹，学校的疫情防控级别立即提升，
要求师生上课全程佩戴口罩， 取消大课间
跑操以及元旦晚会， 学校只留一门进出等
等。在给班上学生通知学校要求前，心里还
担心学生闹情绪， 谁知在给学生通知要求
时，他们早已全部佩戴好口罩，大家齐声支
持。心里不免感叹，看来大家已经习惯了后
疫情时代的防控情形了。

课堂教学之外总免不了我和学生线上
见面的时候， 平时在班级群内发布周末的
作业或下周总体安排以及班级表彰与范文
展示等，学生们都可以看到并进行互动，或
者有的学生平时想对我说却又不敢当面说
的话，便通过 QQ 给我私信，空闲的时候
我还会浏览这些小可爱们的空间， 看看他
们的爱豆和美拍，再评论几句鼓励的话。我
们既是师友又如网友，让人不亦乐乎。

特殊时刻， 在线教学让大多数老师改
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 而后疫情时代的教
学，成为“线上+线下”的混合模式。 现代科
技的加持让传统教学焕发出新的光彩，作
为传道、授业、解惑者，更要不断地学习，更
新教学理念、教学思路，提升教学水平，踔
厉奋发、笃行不怠，让教学之路走向更宽广
的大道。

2020 年的正月初二， 我被通知返岗上
班。 回到镇上，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财政所领
了口罩戴上，参加了镇上的疫情防控安排部
署会。我被安排和一位老同志到搬迁安置点
统计外地返乡人员信息， 宣传疫情防控知
识。 一散会，我们就出发了，挨家挨户地敲
门，跟人保持距离，扯着嗓子问信息，再手写
登记。一天下来，爬楼梯爬得手脚发软，嗓子
眼儿都冒烟了。

如今回望，当年的诸多忐忑疲累，都只
是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的零头。 面对新冠疫
情，我们已经跟它较量了两年。期间，身边很
多朋友的生活都发生了变化：有人工作被迫
调整，有人与父母和解，学会了珍惜家庭生
活，也有人感慨时间易逝，对人生有了更清
晰的规划。 而我，也在这场疫情阻击战中改
变了很多。

以前，我一直觉得自己年轻，身体挺好
的，要抓紧大好时光享受生活、奋战工作。直
到 2021 年 5 月， 我真切感受到自己的身体
多么脆弱。 我感冒了，开始以为自己能抗过
去，结果越拖越严重，第二天喉咙嘶哑，吃不
下去饭，同事说话听着都有回音，浑身发冷
还时刻打瞌睡。 被朋友接送到县医院，首先
要在医院门口测体温、登记信息。 医护人员
用测温枪一测，我发烧到 38.2℃，于是我被
带往发热门诊。之后，就是核酸检测、物理退
烧、打针取药、回家观察，用了近一个周，我

才完全恢复好。
从那以后，我就时刻提醒自己，身体最

重要，工作重在提质效而不是熬时间，拥有
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我买了体
温枪，随时监测体温，时刻关注疫情变化，及
时分享疫情防控消息到家族群，让亲朋好友
非必要不出县。 走到哪里，我都习惯戴上口
罩，认真践行多洗手、勤通风、少聚集。 不用
家里人唠叨，我自动早睡早起，不熬夜，睡前
不玩手机，睡眠质量好多了。以前，我挺挑食
的，现在我基本告别了麻辣烫、烤串 、小龙
虾， 爱上了家里美味又健康的一日三餐，饮
食更加规律。

除此之外，运动也成了我生活中必不可
少的一部分。 不着急的时候，我都坚持走路
上班，每天两个来回，一趟不落。跳绳、跑步、
打乒乓……这些运动又列入了我的周计划。
到了周末， 我还会跟同事朋友一起爬山，既
锻炼身体，又放松心情。

疫情，像突如其来的一场大考，让我看
清了自己， 促使我明白健康是最大的财富。
每一种影响健康的疾病都不是凭空而来，熬
夜、久坐、酗酒、吸烟、胡吃海喝、缺乏运动
……每一种不良习惯都是一颗炸弹，不知道
何时就会引爆。 不要在去医院的路上后悔，
在宝贵的时光里，没事早点睡，有空多努力，
坚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健健康康比什么都重
要。

本刊 2 月 24 日刊发的《疫情防控逼出的健康观》一文引发了很多读者的共鸣，更有部分读者来稿分享
他们的“健康”故事。 本期我们择选了几篇，让我们看看他们的好习惯是怎样养成的。

好习惯是这样养成的
———我的“癖好”我做主

改掉坏习惯需要家人的“敲打”
陈力

养成“小癖好” 成就“大健康”
柯贤会

云端的“战役”
魏荣康

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汤珊珊

新华社安曼 2 月 23 日电
（记者 冀泽） 约旦旅游和古迹部
22 日宣布，考古人员初步考证认
为，2021 年在约旦东南部沙漠地
区发掘出的一处古人类举行仪式
的设施遗迹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
7000 年， 也就是距今约 9000 年
的新石器时代。

约旦旅游和古迹部介绍说，
法国与约旦联合考古项目团队在
约旦东南部沙漠地区的人类定居
点遗址发现了这处新石器时代人
类举行仪式的复杂设施遗迹。 该
设施包含两块石碑， 较大的一块
高达 1.12 米，上面绘有人物形象
和“沙漠风筝”等图案；另一块高
约 70 厘米，雕刻着精细的人物形
象。在两块石碑背后，考古人员还
发现了近 150 块海洋生物化石，
许多化石按照特定方向精心排
列。 此外还有形状奇特的天然石
头和罕见的人工制品， 包括动物
雕像和特殊的燧石制品等。 这些
发现与一个石头祭坛一起安置在

一个小型的“沙漠风筝”模型中。
“沙漠风筝”是古代用来捕猎

瞪羚等野生动物的大型狩猎陷
阱， 一般由两道或多道绵延数公
里的石墙组成， 从高空俯瞰形似
风筝， 曾广泛分布于西亚和中亚
的部分地区。

据约旦旅游和古迹部介绍，
考古人员曾于 2013 年在同一沙
漠地区发现同时期的“沙漠风筝”
遗迹， 还在附近发现了人类定居
点遗址。 这些定居点的古人类群
体利用“沙漠风筝”大规模狩猎瞪
羚并以此为生， 新发现的仪式设
施遗迹就位于其中一处定居点
内。

联合考古项目主任、 约旦考
古学家瓦埃勒·阿布-阿齐扎告
诉新华社记者， 仪式设施遗迹保
存较完好， 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独
特价值， 为研究新石器时代的复
杂人类仪式提供了重要参考。 相
关考古研究工作仍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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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旦发现距今约 9000 年的人类仪式遗迹

陈
力
：
母
亲
学
会
了
使
用
公
筷
，

女
儿
习
惯
了
自
己
吃
饭
。

柯
贤
会
：
疫
情
让
我
养
成
了
勤
锻

炼
的
好
习
惯
。

魏
荣
康
：
线
上
教
学
看
似
与
学
生

的
距
离
远
了
，其
实
心
更
近
了
。

汤
珊
珊
：
现
在
走
到
哪
里
，我
都

习
惯
戴
上
口
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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