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发现妈妈洗杯子时，热水装在杯子里，妈妈一摇，打开杯
子，热水就像一匹受惊的野马，一下子“冲”了出来。这是为什
么呢？我准备探个究竟。

我想：要是把热水换成温水或冷水，或者不摇晃，它还会喷
出来吗？我准备用杯子、冷水和温水还有热水做一个实验。

以下是我对实验的一个记录：

通过实验，我发现：摇晃、较热的环境里，杯子喷出的水花
比其他的情况大、多。但是我发现：我弟弟的杯子和我的杯子
是一样的，但是我的杯子每次喷出的水花都比他的杯子喷得
多，喷得远。为什么呢？我仔细观察，发现：弟弟的吸管被他咬
坏了，我的吸管没有被咬坏（如图1所示），密封性更好。

原来，摇晃、较热、密封性好的环境里，杯子喷出的水花是
最大最多的。我还发现：杯子里的热水不能装满，这样水就不
能喷出来了。

杯子装了热水摇晃后会喷水是因为热水将杯子中的空气
温度升高，导致压强急剧增大，打开杯盖后水就喷出来了。通
过这个实验，我了解了压强，也知道了杯子装热水后打开时要
注意安全。

金华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陈骏妍

夏令营开始了。我拉上好闺蜜小蚂蚱，和同学们一起前往森林。
我们的任务是进入森林了解珍贵的岩石。

前方茂密的树枝间，几只白色小雀正在光斑里一蹦一蹦，同学们
新奇地观察着，谁都没料到危机正在来临。

一条手指般粗的青蛇盘绕在和它差不多粗细的树枝上，弓起身子
作进攻状。

老师示意大家保持静止，迅速从背包里掏出一瓶黄色液体，快速
打开盖子。一股奇怪的臭味在空中散开，沙沙声停了。老师见蛇不再
行动，轻轻把黄色液体洒在周围，臭味愈发浓烈。蛇静止了几秒，开始
向后退去。

“避开草多的地方，挑选石头多的地面走。”同学们还没缓过神来，
只有我对黄色的液体充满了好奇。

走了些时候，前方有块空地，简单的森林晚餐开吃了。“老师，刚才
驱蛇的是什么？”小蚂蚱好奇地问。老师笑眯眯地看向我。我不好意
思地挠挠头：“我们用雄黄泡酒发出刺激性气味，再混合雄黄的味道，
会让蛇闻到就讨厌躲开。”

“雄黄是什么，我只听过硫磺。”“硫磺与雄黄是两兄弟，硫磺是单
质硫，是淡黄色脆性结晶或粉末，有特殊臭味，能溶于二硫化碳不溶于
水。雄黄是化合物，又称石黄、黄金石、鸡冠石。适量使用能使人精神
焕发，过量会造成器官损伤。住在山里、村里，可以用硫磺粉除蛇虫。”

“硫磺怎么产生的呢？”“火山爆发时，裂缝中喷出来的岩浆会冒出
亮蓝色的火焰，山石和地面被黄色的粉末覆盖，没有凝固的液体流淌
燃烧产生刺鼻气味……”小蚂蚱抢答：“刺鼻气味，不就是硫磺吗？”

夜幕降临，虫鸣从帐篷缝隙透进来，夹杂着风吹树叶的声音。
清晨，我被拍打声惊醒，小蚂蚱皱着眉头：“老师不见了！”小喇叭

和胆小鬼一脸恐惧地钻进我的帐篷：“昨晚上，我有点害怕就进了小喇
叭帐篷。我们看到老师帐篷出现了一个黑影，走到森林深处去了。”

我掏出手机傻眼了，没信号，110、119，紧急电话打不通，指南针也
是左摆右摆，就是无法停下。地球磁场存在于地球所有的地方，能抵
御太阳风对地球的冲击，还阻挡了来自外太空宇宙射线的侵袭，但磁
场强度不是均匀分布的。有些地区地磁强度会因地质结构不同而偏
高，这里地球磁场这么强，可能会有地震、火山喷发等地质灾害发生。

我靠着树干平复着情绪：“所有人朝枝叶茂盛的一面走。”
我们在各形各色树木间穿梭着。这时，有同学喊：“那是什么？”不

远处，一堆散发着太阳般光芒的立方体矿石聚在一起。“黄金！还是切
好的，发财啦！”同学们呼啦一下冲着“黄金”奔去。我掏出小刀在“黄
金”表面一划，什么划痕都没有，锤子轻轻一敲，矿石就像玻璃一样碎
裂开来。“这不是黄金，电视剧里古人鉴定黄金都会咬上一口，黄金硬
度小，用小刀可以划条线出来。这个叫黄铁矿，一敲就碎，但硬度高，
也被叫成愚人金，很多骗子会拿这当金矿高价卖给不懂行的人。”

同学们抓块小碎片代表来此一游。
“快看，好多煤炭！”小喇叭的大喇叭叫了起来。
“这里有煤炭也不是不可能，但这明显不是！”我捡起一块一摔，

“煤炭”一点没动静，“煤炭要这么一摔就碎了，看这个亮度，再想想前
面出现的黄铁矿，我分析这应该是黑曜岩。这地方以前肯定是经历过
火山喷发，黑曜岩是在火山喷发中由黏性较大的酸性熔岩迅速冷凝形
成的火山玻璃，有明显的玻璃光泽，人们把它制作装饰品、日用品，或
是工具和武器。书上说，秘鲁帕拉卡斯前印加文明遗址发现过成套的
黑曜岩手术刀。”

小蚂蚱叫了起来：“法老金面具的眼球也是黑曜石做的！”同学们
惊叹着又收集了几颗岩石。

小胖墩突然喊：“有信号了！”电话通了，“其实这次还有一个任务
是锻炼大家的野外团队作战能力，任务完成得非常好！”

夏令营结束了。
回程的车里，小蚂蚱掏出“黄金”和“煤炭”摩挲着。珍贵的它，让

我们读懂了地球几十亿年的沧海桑田。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陆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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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妈妈递给我一块切开的苹果，当我写完作业时发现，原
本洁白的果肉出现了斑斑驳驳的褐色，为什么苹果会变色？这样
的苹果还能吃吗？妈妈告诉我这种情况叫做“氧化”。那为什么苹
果会氧化呢？

通过百度，原来苹果削皮后变色主要是由于氧化反应引起
的。苹果中存在一种酶类物质，称为多酚氧化酶（PPO），这种酶能
够催化果肉中的多酚类物质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反应，导致苹果
果肉表面变色。这种变色现象通常被称为“酶促褐变”或“姜黄素
化反应”，是一种常见的酶催化反应。为什么苹果会氧化呢？哪些
因素会影响苹果氧化？温度是否会影响苹果氧化？

我将一个苹果切成相同大小的若干块，再将一块放置在冰箱
冷藏中，一块放置在常温室内，一块放置在阳台边，每隔 1个小时
观察一次并记录观察结果。

随着时间的增加，苹果都在不断地氧化，水分也在不断地流
失。低温处的苹果氧化得慢，高温处的苹果氧化得快。那么，苹果
氧化了还能吃吗？

通过查阅资料，我发现切开的苹果发生酶促褐变反应后表面
会出现褐色，影响食物的外观表层，部分营养成分有所降低，但是
对实体基本没有什么作用，所以短时间内切开的苹果被氧化的部
分是可以食用的，不会对人体有影响，只是口感不好。但是如果苹
果放在空气中的时间较长，表面的氧化分解作用加剧，果胶和营养

物质进一步分解，容易使果肉变质，产生对身体有害的物质，所以
较长时间氧化的苹果不能吃，切开的苹果被氧化的部分短时间内
可以吃，时间长的尽量不要吃。

那怎样可以防止苹果氧化？我又将一个苹果切成相同大小的
7块。1号苹果表面涂抹食用油，2号苹果表面涂抹蜂蜜，3号苹果
表面涂抹盐水，4号苹果表面涂抹糖水，5号苹果表面涂抹柠檬汁，
6号苹果表面包上保鲜膜，7号为对照组不做任何处理。将 7块苹
果放置在相同环境中，每隔1个小时观察一次并记录观察结果。

【实验结论】：
即使做了一系列的措施，苹果还是会逐渐被氧化，对比发现：

涂抹食用油、涂抹蜂蜜、涂抹柠檬汁或包上保鲜膜防等措施防止氧
化的效果比较好。

通过做实验对比总结出苹果是因为酚酶产生氧化，而氧化的
苹果能吃，但在空气中放置很久的不能吃。苹果的用途是为了保
持我们人体内的营养，补充水分，让人体促进新陈代谢，另外还有
解渴的作用。防止苹果氧化的有效方法可以用柠檬汁、蜂蜜涂抹，
或者用保鲜膜包裹住放在冰箱内冷藏，尽快食用。

海盐县滨海小学 王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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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县海游街道初级中学 刘语朵《智启未来：AI医疗，星辰大海的征途》

科
普
绘
画

永嘉县少年艺术学校 唐子皓 《新能源之车》

科普短视频

临海市哲商现代实验小学 蒋明萱《流浪者的星际之舟》

科普文章

我与小黑的故事
温州市实验中学 金一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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