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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之墨：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金属光泽、 流动液态、 超强
能量……提起这些， 不少人的第
一反应可能就是电影 《终结者》
系列中的机器人T1000。 这个影
片中的大反派， 能在通过铁栅栏
的时候把部分身体变成液态， 然
后悄无声息地潜入任何地方， 而
且还可以随意变形， 中弹之后也
能够立刻恢复原状。 如今， 这些
被影迷奉为经典的科幻故事， 有
可能成为现实了。

现场： 柔性塑料上打印电路板

小学生计算每人节约1
粒米的用处惊人

“一碗饭里面有多少粒米？”
史家七条小学五一班数学小组的
于敬轩、 张静远、 路佳逸突发奇
想， 在王老师的指导下， 他们进
行了一番有趣的调查， 形成 《关
于 “一粒米” 的调查报告》。 三
个人各有分工， 有的负责研究创
意和研究方向， 有的负责收集分
析数据， 还有的负责PPT制作和
收集数据。

作为组长 ， 于敬轩不嫌麻
烦， 真的数出一碗饭里有3327粒
米 ， 数据出来后 ， 他马上想出
“一个班每人一碗饭要吃掉多少
粒米” 这个问题。 王老师知道后
感到这是一个不错的教育契机 ，
就给学生们留了一个作业： 回家
自愿数米粒去 。 学生们热情高
涨， 第二天纷纷交来结果， 小组
计算后， 发现全班每人一碗饭要
吃掉13万多粒米， 合每人大约吃
3691粒。

张静远根据2015年版 《世界
卫生统计》 报告里提到 “中国人
口的平均寿命为男性74岁， 女性
77岁” 数字， 算出自己一辈子按
每天吃一碗饭就能吃掉1亿多粒
米。 路佳逸随后做了一个大胆的
假设： 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
粒米， 就能省出379301碗饭。 在
老师进一步引导下， 学生们开始
用数学眼光观察生活， 分析中国
国情， 甚至关注到世界， 意识到
“零米粒” 节约行动关系到千家
万户。

多所学校餐后称量每班
剩饭情况

记者昨天了解到， 本市多所
学校开展了颇具特色的 “光盘行
动”。 像海淀进修实验学校两个
校区共有1900多名学生 ， 240位
教职工。 全校每餐厨余垃圾为35
到45千克， 平均每人厨余垃圾量
为21.02克 。 学校从新生入学第
一课就开始讲节约粮食， 教育学
生吃自助餐的规矩； 从各年级招

募志愿者参与用餐管理； 带学生
去农业实践基地， 参观体验种粮
的不易 ， 培养学生树立节约习
惯。 目前， 6个年级2000多名师
生可以做到在20分钟内秩序井然
地打完饭。

光明小学注重对学生用餐习
惯的培育， 教育学生养成餐前准
备迅速 ， 排队取餐 ， 双手接递
餐 ， 按量取食 ， 每天午餐做到
“光盘” 等7个用餐习惯。 学校还
关注学生每日剩饭情况， 定期抽
测称重不同学段、 班级的剩饭数
量， 公布称重结果， 并对剩饭量
少的班级进行表彰。 同时， 健康
部会根据学生的口味和营养， 做
菜谱评估与调整。

不老屯中学成立膳食委员
会 ， 派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参
加， 每月定期开展宣传活动， 包
括调查就餐满意度， 在餐厅张贴
标语， 就餐时安排学生执勤， 举
办主题班会等形式。 康乐里小学
会在每天饭后安排学生称量每班
剩饭量 ， 开展节约粮食竞赛活
动， 并每周向全校反馈。

市教委： 把节粮习惯培
养作为养成教育重要内容

市教委昨天发出 《关于在全
市中小学深入开展以节约粮食为
重点的 “三节” 教育主题实践活
动的通知》， 要求各区教委及中
小学把节粮习惯培养作为养成教
育的重要内容， 将节约粮食作为
中小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具体行动。 同时， 市教委要
求教师， 号召家长在校园和家庭
中树立以勤俭节约为荣、 以铺张
浪费为耻的荣辱观 ， 带头践行
“光盘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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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静表示， 一个材料代表一
个时代。

旧石器、 新石器、 青铜、 铁
器， 包括纳米， 和现在大热的石
墨， 他们都很难变成液体， 但是
液态金属很容易在液体和固体间
变换 ， 而且它还是导体 、 半导
体， 这种多能性在几乎所有的材
料里是很罕见的。

液态金属的应用有着广泛的
前景。 除了打印电路板， 在先进
芯片冷却与能源技术利用领域，
液态金属具有优异的换热能力，
在大功率电子芯片和高强度光电
器件等的热管理上已展示出不可
替代的价值。 在医疗健康技术领

域， 独特的液态金属材料直接促
成了液态金属生物材料学领域的
形成。 液态金属在神经连接与修
复、 受损骨骼快速替换、 植入式
医疗器件直接在体内3D打印以及
高分辨血管造影术、 肿瘤血管阻
塞治疗等方面也大有发展空间。

过去， 大量的科技成果都是
长期沉睡在实验室里。 现在， 随
着政府相关政策支持力度的增
加， 很多创新性的技术和项目才
得以 “落地”。

目前， 世界首座液态金属科
技馆已经在云南拔地而起， 而世
界首条液态金属电子手写笔生产
线和电子油墨生产线也在当地建

成。 除了液态金属应用即将迎来
产业化的曙光， 这也意味着， 创
新创业的门槛已经大大降低 。
“将来， 一个孩子也能像写字画
画那样制造电路板。” 刘静说道。

让孩子像画画一样
制造电路板

近日， 在位于中关村的太库
北京孵化器， 记者就见到了一
台神奇的液态金属 3D打印机 。
它 的 外 形 ， 虽 然 与 普 通 打 印
机没有明显区别 ， 但实际上 ，
它 使 用 的 “墨 水 ” 却 是 液 态
金属。

“液态金属是指在常温常压
下像水一样呈液态的金属。 根据
我们现在的研究成果， 液态金属
一个很重要的用途就是电子电
路 的 增 材 制 造 ， 简 单 来 说 就
是打印电路板 。 ” 北京梦之墨
科技有限公司研发负责人于洋
介绍说 ， 传统的电路板是硬质
的， 而且制作周期较长 ， 但是
液 态 金 属 打 印 却 可 以 实 现 在
基底表面上的增材制造 。 “需

要什么样的电路， 直接 ‘画’ 上
去、 打印就行， 传统的7至8道工
序， 一下子被缩短至2至3道， 快
速灵活。”

就在负责人介绍的间隙， 一
个小小的电路已经被打印了出
来， 而且打印在了一个透明的塑
料片上， 拿在手里， 很容易来回
弯折 。 “这种液态金属3D打印
机在技术理念上完全改变了传统
模式， 打破了个人电子制造技术
的瓶颈和壁垒， 使打印机在低成
本下快速 、 随意地制作电子电
路。 液体金属打印技术能够很好
地解决传统制造方法的问题， 把
电路直接 ‘画’ 出来， 不用再经
过蚀刻 、 蒸镀这些高能耗的过
程。” 于洋表示。

故事： 越擦越脏的电脑带来灵感
“梦之墨 ” 创始人 、 中科院

理化技术所研究员刘静告诉记
者 ， 对普通人来说 ， 日常生活
中， 最常见到的液态金属就是水
银。 但是在他们的实验室中， 液
态金属却呈现了更加多样的姿
态。 “在电解液中， 一块镓基液
态合金， 在 ‘吞食’ 铝作为食物
或燃料后， 便获得 ‘能量’， 实
现高速运转， 像生命一样。”

刘静表示， 第一次看到这种
情形的时候， 他和同事们也都吓
了一跳。 “感觉像寒武纪生命大
爆发一样。”

这项研究发表后， 很快在国

际上引起了轰动。 可实际上， 对
液态金属， 刘静已经潜心研究了
几十年 ， 而液态金属3D打印机
能够得以出现 ， 更是源自一个
偶 然 。 有 一 次 ， 他 不 小 心 把
液 态 金 属 洒 落 到 了 电 脑 屏 幕
上 ， 虽然他马上发现并擦拭，
可是却越擦越脏。 正是这样不愉
快的经历， 给他带来了灵感： 如
果用液态金属来制作电路会是什
么样？

2014年， 借着国家鼓励科技
工作者创新创业的东风 ， 带着
“让电子打印触手可及” 的梦想，
刘静创设了北京梦之墨科技有限

公司， 开始依托中国科学院理化
技术研究所、 清华大学等强大的
技术力量， 专注研究世界首创的
室温液态金属增材制造技术。

研究过程中， 刘静和他的团
队也遇到过不少障碍。 一开始，
他们的想法是， 将金属流体直接
写在纸上。 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发
现， 普通金属流体在纸上， 会像
水银液滴一样滚来滚去。 之后，
他们对金属材料加以改性， 解决
了常规领域使用到的界面黏附性
问题， 使得液态金属打印机在常
温下即可直接印制各种薄膜乃至
三维结构。

未来： 大大降低创新创业的门槛

学校纷纷出台“光盘”节约行动妙招
小学生“脑洞大开”
计算节约“一粒米”用处

“学生不挑食， 不浪费， 吃多少、 盛多少 ， 不剩菜和
饭； 教师要成为零米粒行动的宣传者和引导者， 把 ‘一粥一
饭来之不易’ 的道理讲给学生听； 家长以身作则， 成为孩子
的榜样； 食堂工作人员要提高饭菜质量， 让学生够吃、 爱
吃、 不浪费……”

5月31日， 市委教育工委、 市教委启动 “零米粒， 我们在
行动” 主题教育活动， 史家小学的学生、 教师、 家长和厨师
向全市发出倡议， 践行 “光盘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