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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奥秘之旅
合肥市双岗小学四（2）班 施盛慈
指导教师：郑东梅

你了解人体系统吗？你掌握了急救知

识吗？上周，我和妈妈跟着市场星报的记者

老师们来到了安徽医科大学人体科学馆，探

索生命奥秘，学习医学知识。

人体系统是由运动系统、消化系统、呼

吸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脉管系统、神

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感觉器九大系统组

成。它们既各自独立完成自己的功能，又相

互依存，共同协作以维持生命和健康。如果

不是听了介绍，我很难想象，人体内竟然平

均有750亿个细胞。所有的细胞都高度有序

的排列分布，各司其所，最终形成一个完整

的、功能健全的人，而且每天约有数百万个

细胞进行更新。我们还了解到了细胞的构

造、细胞的代谢和体细胞的再生等功能。当

我看到瓶中一个个人体标本，我感叹生命之

伟大。

在接下来的急救知识学习中，馆内的老

师为我们讲解并示范基本救护流程。我们跟

着老师亲手体验，学习急救知识。如果病人

突然倒地无意识、昏迷、心跳呼吸停止，抢救

的最佳时机是四分钟内，医学称之为“救命的

黄金时刻”。因此，需要立即实施“心肺复

苏”，并拨打“120”。此时，我深深体会到，医

生抢救病人的责任重于泰山，时间就是生命。

这次探寻人体奥秘之旅让我认识到人

体的形态结构复杂而美丽，人类的文明史源

远流长。在这悠悠岁月中，医学始终站在探

究人体奥秘的前沿，永不停息地探索着人体

的形态结构、社会与疾病的内在联系，人类

也从医学中得到了巨大的福祉。

神秘的“追踪”
合肥一六八玫瑰园学校西区八
（4）班 董子奧
指导教师：瞿红菊

那是很久之前一个夏天的周六下午,那天

骄阳似火，仿佛能把过往的行人“烤熟了”。但

我是在空调屋里，甚是凉快，惬意得很。

我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已经两点了,

我要去上英语课了。我走进书房,对正忙着

工作的妈妈说：“妈妈,我等下有一节英语

课,你骑电动车送我去吧!”但妈妈头也不抬

地回答:“今天妈妈特别忙，来不及送你了，

这次你就尝试自己走去吧,我相信这么短一

截路难不到你的。”我嘴里答应着,可是心里

却有些小情绪，很不开心地走出了门。

刚走了还不到一半路,我就满身是汗

了，头顶上的太阳仿佛是一个不可战胜的

“恶魔”。又走了几分钟，我进入了一条阴凉

的林间小道，顿时感觉凉爽多了，忽然我感

觉脚步声有些奇怪，因为我每踏下去一步,

就会多出一个声音来，若隐若现，时断时续,

我察觉到好像是被跟踪了。于是，我找机会

往后瞄,终于那个人被我看了个正着。咦？

那个身影怎么那么熟悉？那不正是在书房

工作的妈妈吗？

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眼睛顿时充满

了感动的泪水。母亲既是为了锻炼我的自理

能力又为了保证我的安全，才变身成一个“追

踪者”，我的心里不禁感到惭愧与自责。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对我的

爱好似阳光般灿烂，也如泉水般温柔。谢谢

你，我最爱的妈妈！

星报讯（赵蔚青 记者 郭琪） 人类的身体隐藏着无数

奥秘，认识自己的身体更是一次漫长的发现之旅。1月21

日下午，星报小记者来到安徽医科大学人体生命科学馆，参

观人体标本、现场学习心肺复苏急救要领，体验虚拟数字解

剖技术，收获了一次令人难忘的科普体验。

据了解，安徽医科大学人体生命科学馆共有13个展区，

馆内公开展示的800多件人体组织器官实物标本和实验室

及储藏室保存的3000余件标本集中体现了安徽医学历史

的代代传承，是目前华东地区科技含量最高、最美的人体科

学教育基地。

走进馆内，两位讲解员首先向小记者介绍了人类的生殖

系统结构、受精卵的发育及胎儿成长的过程，“一个小小的胚

胎原来是这样发育长大，太奇妙了！”精彩的科普内容引得小记

者们阵阵感叹。接着讲解员按照人体运动、消化、呼吸、脉管、

神经等九大系统的顺序，带领小记者们观览了人体组织器官实

物标本架上陈列的各种人体标本。在这些人体塑化标本面前，

小记者们仔细端详，内心感到从未感受过的震撼。人体生命科

学馆采用“智慧科学馆”的建设理念，展馆内随处可见医学科普

多媒体互动一体机，可供小记者们自由探索。

在依次参观了“生命之源”“生命之本”“生命之容”“生

命之奋”“生命之光”“生命之彩”“生命之悟”等12大展区后，

小记者一行来到“生命之后”展区。在这里，小记者们和家长

了解到：“没有解剖就没有医学”，自然人生前可自愿将其遗

体无偿捐献给医学教育和科研事业，以血肉之躯回报社会和

人民，促进医学教育和科研事业的发展。“在你们身边有遗体

捐献志愿者吗？”讲解员问在场的小记者们和家长。

安徽医科大学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已经开展遗体捐

献工作，目前是省红十字会批复同意的遗体捐献接受站。

通过对外开放科普参观，可让更多人理解遗体捐赠、更多的

参与到这项公益事业中来。安徽医科大学人体生命医学馆

目前已正式挂牌“安徽省人体医学科普教育基地”并获批“

2021-2025年度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科技场馆类）”。

在心肺复苏灾难现场救护基地，这里主要进行心肺复苏

灾难现场救护培训和红十字运动与医学救护知识科普宣

传。负责讲解的张老师首先向小记者们科普心肺复苏的意义

和要领。随后，张老师利用“模拟人”为大家现场展示了心肺复

苏的操作流程。学习结束后，小记者和家长们按照老师的指

导，进行了分组实操练习。“今天参观的标本太有趣、太震撼、太

难忘了，原来成为一位医学生，要学习这么多复杂的知识啊！”

家长们也纷纷表示，此番参观真正感受到生命科学的魅力。

发现人体神奇探索生命奥秘
星报小记者走进安徽医科大学人体生命科学馆

人类的身体隐藏着无数的秘密。上周六，我和市场星

报的小记者们一起来到了安徽医科大学人体科学馆，完成

了一次别有意义的“探寻人体奥秘”科学之旅。

在人体科学馆中，我认识了人体的内脏器官，了解了人体各

个部位的构成、血管的分布、肌肉的构成等等，还通过超媒体智

能互动进行了VR体验。这些标本有正常的，也有病变了的，让

我们深刻了解到一定要呵护自己的身体健康。听老师说这些

都是真实的人体标本，真要感谢那些无私捐献遗体的人，因为

他们，医学才能不断发展，人体科学才能不断发展和进步！

在这里，我不仅了解了人体的奥秘，还学会了急救技能呢。

如果我们遇到一个人突然倒地昏迷，我们要在保证自

身安全的情况下，听他的呼吸声、心跳。他如果没有心跳，

也没有呼吸，就需要对他进行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心肺复

苏要在两个乳头的连接点按下去，并保持手臂与对方身体

垂直和按压的深度，人工呼吸时要先用手抵住他的额头，再

用另一只手把下巴往上抬，最后捏住鼻子进行人工呼吸，每

30个心肺复苏和2个人工呼吸为一组，一般至少做五组，如

果中途或五组完成后病人苏醒就让他坐起来等待救护车的

到来；如果没有苏醒就需要继续做，直到救护车火速赶来。

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模拟练习。以后，我还要学习更加系

统的急救知识，帮助那些需要的人！

人体是顽强的，也是脆弱的。通过今天的活动，我知道了

人体的奥妙之处，明白了生命的伟大。这只是冰山一角，以后

我还想了解更多的人体奥秘，更会好好珍爱生命，关爱健康！

我的太奶奶出生于那个战乱频发、民不聊生的时代，历

经岁月沧桑，她身上早烙有普通农妇的印记，晨起劳作日落

方休，任劳任怨不闻世事。

我家世代务农，历代未离开过黄口。从我记事起，我就

看见她在地里割草或菜地里挖菜，左亲右邻碰见了都极力

劝止她，可太奶奶有近乎固执的性格，弱小的身躯蕴藏着无

穷的力量。太奶奶家门口有一棵梧桐树，妈妈告诉我，这棵

梧桐树是太爷爷小时候种下的。太奶奶喜欢坐在树下，我

也喜欢和她住在一起。我是家族中为数不多的女孩，太奶

奶很喜欢我，每每晚辈、亲友给她带什么好吃的东西，她总

是送一些给我，如曲奇饼、棒棒糖、牛奶等。这些食物都是

亲邻孝敬她的，我怎么好意思吃呢？每当我拒绝时，她总会

着急地说：“惠惠，快把这块糖果吃了！”

每次放学回家，我总会去看太奶奶，她看见我，慢慢地转过

身向屋内走去。我心有灵犀，赶紧上去扶她过门槛走向她的房

间。她从床头的纸箱里拿出许多零食，有些零食都过了保质期，

但她一口都不舍得吃。她把零食倒到我的怀里，拉着我的手，

用微弱的声音说：“要好好读书，考大学”！就这一句话，似乎已

耗费了她大半力气。我深深地点点头，眼里早已闪落泪花。

那一年夏天，梧桐树长得正茂盛，太奶奶却走了，再后来梧桐

树也没了。现在每每从太奶奶的老房子走过，我总是会想起她，有

时会不经意间看一看天空，仿佛看到了那棵梧桐树的影子。

探寻人体奥秘，呵护人体健康
——记安医大人体科学馆之行
合肥市和平小学第二小学五（1）班 黄皓轩 指导教师：邓园园

记忆中的梧桐树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萧县绿城学校八（5）班 梁淑惠 指导教师：刘德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