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智能机器人
作者：周北珩 学校：广州市南沙区湾区实验学校
班级：三年级（5）班 指导老师：李娜

我的视觉传感器告诉我，今天江
岸边的草地上人可真不少。天空中风
筝飘得很高，它好像在向我摆尾巴
呢！或许，今天它和我一样开心吧。

我缓缓地在步行道上滑行，比我
更缓慢的是一位老奶奶，我扫描了一
下，大致获得了老奶奶的身体信息：75
岁左右，背略弯，腿部支撑系数低于正
常值……经过计算，我认为老奶奶有
些体力不支，需要帮助的概率为89%。
我滑行到老奶奶面前：“您是否需要休
息片刻？”老奶奶点点头。我把身体错
开，立刻成为一把智能轮椅。

控制中心发来预警，十分钟后，短
时暴雨将来。我开始播报预设的提示
信息。暴雨来得比预计要快，还有一
个家庭没有离开草地，孩子已经被突

然黑下来的天空吓得哇哇大哭。我启
动飞行模式，用最快速度驶入草地，在
暴雨就要落到地面的瞬间，弹射出应
急天幕，用逆向动力系统支撑起来就
像一把巨大的伞，接应着大人和孩子
离开草地进入“红色书屋”。

雨势很猛烈，我向红色书屋智能
借阅系统发出指令，根据不同读者的
情况，给大人送上适合的理论报刊，给

孩子送上红色故事书籍，让他们一边
享受阅读，一边等待暴雨停歇。

匆忙之间，草地上许多垃圾没有
来得及带走。雨小一些后，我启动垃
圾自动识别和分类系统，对接好智能
垃圾桶，变身为生态卫士，开始了新的
工作。小朋友们也很好奇，自发地领
取了工具，和我一起快乐地忙碌起来。

我，江岸智能机器人，是人类的好

朋友。我还有许多技能没有给你们展
示呢！朋友们，要不你们思考一下，还
可以赋予我什么样的能力？告诉人工
智能工程师，他们会帮你们实现的。

教师评语：
文章立意新颖，从第一人

称视角出发，以一个江岸智能
机器人的口吻讲述未来科技会
给人类带来的便利。小文章科
技感十足，十分有趣。作者不
仅讲“故事”，还讲“道理”，呼吁
我们保护环境，文章不仅有深
度，还有高度，是一篇想象力丰
富的科创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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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科技有话说我和科技有话说 广州市南沙区中小学征文选登

月球基地
作者：陈周成 学校：广州市南沙区港湾小学
班级：三年级（7）班 指导老师：叶红

2045 年，国际宇航部全面建造月
球基地，而我有幸当选为宇航员们介
绍月球基地的讲解员。

为了熟悉环境，我需要比宇航员
提前一周来到月球。这一天，我坐上
了火箭，随着一股热气喷向地面，望向
窗外，我深知外面的温度一定很高，但
是我在火箭内却享受着无比舒适的温
度，这种感觉真是太奇妙了！

一周后，当我还坐在凳子上看着
悬浮的食物时，只见一艘火箭从纳米
防护罩的洞上落下来，我就知道宇航
员们来了！我激动地站起来，他们也
热情地向我挥手。等我介绍完自己
后，就指引大家领取太空码。我便把
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这座基地有一
个巨大的纳米防护罩，纳米防护罩充
盈着氧气，从此我们摆脱了笨重的宇

航服了！纳米防护罩还可以监测到一
百千米以外的物体，如果有陨石，它会
禁止防护罩左侧的纳米门打开。不
过，如果想打开纳米门也很简单，只需
要输入太空码。”这时，只见大家迫不
及待地把手上的太空码输入纳米门，

“嗖”的一声，门自动打开，几名宇航员
脸上都洋溢着笑脸，其中一名女宇航
员还惊讶地捂着嘴巴呢！

紧接着，我带领大家走进基地的

左侧，这里有宇航服和喷气背包的制
作机。我便说道：“这个房间能自动观
察到所有宇航员的体型，根据大家的
身材来定做出宇航服和喷气背包。而
喷气背包是太阳能的，电量不足时只
需要晒三分钟即可满电。”我又带领他
们走向休息区，其中一名宇航员惊奇
地发现了这里的变化，因为这儿不仅
增加了磁悬浮电梯，还多了实验成果
观赏区。走出休息区后，还能近距离

地观察月壤呢！
看着这一片月壤，我不禁抬起头

畅想着：这里以后一定会种上粮食、蔬
菜、水果，饲养着鸟、虫、鱼、禽，到那时
这里将成为我们人类的新家……这就
是我心目中更理想的月球，但我深信：
人类的太空梦远远不止这些！

教师评语：
小作者对“在月球的世界

里”展开了丰富的想象，把月球
的生活描述得充满科技感，充
分地写出了他对月球生活的向
往和追求，使读者展开无限的
遐想。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通讯
员 雷锦萍）9 月 25 日下午，格致
论道·湾区第25期暨黄埔科普讲
坛第 10 期“奇妙远征”在广州黄
埔举办。本期科幻专场讲坛特
别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6位嘉宾
登台演讲，同时公布了黄埔少年
科学院第一届中小学“科探未
来”科幻作品大赛的获奖名单，
并拉开了第二届大赛的序幕，为
公众带来一场科学与科幻的盛

宴。讲坛线下面向 1000 余名学
生，线上通过媒体平台同步直
播，超过130万人在线观看。

“格致论道·湾区”是格致论
道落地粤港澳大湾区的系列品
牌，由广州市科学技术局主办，
广州物联网研究院承办。本期
讲坛由广州市黄埔区科学技术
协会（广州开发区科学技术协
会）、广州市黄埔区委组织部（广
州开发区党工委组织部）、广州

市黄埔区委宣传部、广州市黄埔
区教育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技
术局、广州市黄埔区永和街道办
事处、广州市黄埔区归国华侨联
合会、广州市黄埔区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主办，广州开元学校协办。

深海是不可多得的宝藏之
地。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
程研究所研究员杜梦然数十次
跟随我国三代深海载人潜水器，
下潜到大洋海底深处，用自主研
发的一系列新型高性能水下探
测装备，探秘深海深渊。

“纵观人类速度发展史，我
们 发 现 在 350km/h 的 高 铁 与
1000km/h 的飞机之间存在着一
大段速度空白区。是什么制约
着速度的提升？用什么交通工
具可以填补这个速度空白？高
速磁悬浮列车将会给出答案。”
西南交通大学研究员邓自刚带
来了关于未来交通的分享。

我们生活着的地球是否绝
对安全？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
文台研究员季江徽提到，一方
面，要建立小天体撞击监测与防
御系统，提升预警和应对处置等

能力；另一方面，需要寻找下一
个适宜人类居住的行星。

目前全球已知蜘蛛超 5 万
种，中国约占10%，仍有很多种类
尚未被发现。那么多的蜘蛛种
类如何准确鉴定？湖北大学资
源环境学院教授刘杰便是专门
从事蜘蛛分类学研究的。野外
采集是蜘蛛分类的重中之重。
刘杰带领团队走遍了海南、云
南、贵州、广西等多个省份，在原
始森林、高山洞穴采集标本。

滇西北地区是全球生物多
样性最丰富的热点地区之一，很
多珍稀物种只有在这里才能被
找到。如何恢复滇西北地区的
植被？这是云南迪庆香格里拉
高山植物园研究员方震东 20 余
年来，在乏人问津的高原一直探
索和坚守的事情。他观察自然，
在自然中寻找植被修复的答案。

近年来，中国科幻小说越来
越受大众喜爱，王诺诺是新生代
科幻小说作家之一。她用文字
构建了一个个超越现实的科幻
世界，现实与未来胶着，引人深
思。

为了让现场学生感受科学
与脑洞碰撞的魅力，本期讲坛还
特别策划了圆桌对话，就“科幻
能推动科学的进步吗？如何看
待现代科学技术与人类文明的
关系”等话题展开讨论，学生和
嘉宾们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本期活动主持人是广州海洋实
验室教授唐丹玲，她用亲切大方
的主持风格，将现场气氛不断推
向高点。

中学生是未来科技革命的
主力军，借由本期科幻专场活
动，现场公布了黄埔少年科学院
第一届中小学“科探未来”科幻
作品大赛的获奖作品，从小学
组、初中组和高中组择优评选，
最终评选出优秀奖4名、三等奖3
名、二等奖 2 名、一等奖 2 名，共
计 11位获奖学生，由 5位演讲嘉
宾为获奖学生颁奖。此外，现场
还特别邀请到黄埔区科协（广州
开发区科协）党组书记、主席贾
漫蓉为获奖学生的指导老师代
表颁奖。最后，现场还揭开了黄
埔少年科学院第二届中小学“科
探未来”科幻作品大赛的序幕。

享受“奇妙远征”
格致论道·湾区讲坛黄埔开讲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