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现今最凶猛的爬行动物是鳄鱼，而远古最
凶猛的爬行动物是恐龙。最近，美国研究人员
发现，在恐龙繁盛且称霸的时代，鳄鱼已经出
现在地球上了。那时的鳄鱼比现今生存的鳄鱼
还要大，一般体长在 !米左右，可以和鱼龙一
争高下，因而也算是海中一霸。

在非洲西北部的摩洛哥，美国研究人员曾
经挖掘出一块奇特的古生物头骨化石。这块硕
大的头骨化石令研究人员起初误以为它属于
一种恐龙，因为这块化石所属的地层也正是恐
龙时代，距今约 !"##万年前。然而，经过进一
步的分析，研究人员确认它是一种远古鳄鱼。
它们生活在远古海洋里，是一种咸水鳄。
这种鳄鱼不但身体上有坚硬的鳞片，而且头

部有铠甲一样的盾状物，因此研究人员称之为
“盾鳄”。它为何长这么一个奇特的器官？研究人

员猜测，这个盾状物可能是一种恐吓对手的威慑
工具，也可能是一种求偶的装饰品。从盾状物的
构造来看，它不可能作为攻击的工具，也不可能
成为防守的工具，具体的功能还在考证之中。

尽管远古鳄鱼体长 !米，头部长就有 $%"

米。但是研究人员表示，与现代鳄鱼相比，远古
鳄鱼并不凶猛，因为它们长有一个扁平的长嘴
巴，嘴部的攻击能力反倒弱了不少。它们不会
像现在的鳄鱼那样可以攻击大型动物，而主要
是以海里的鱼儿为食。盾鳄很懒，采取的是“守
株待鱼”的捕猎手法，大嘴合拢时像一段枯木，
诱惑鱼儿前来觅食。等鱼儿游近大嘴之后，盾
鳄就张开大嘴，露出两排密密麻麻的牙齿。鱼
儿一旦被咬住，就不可能脱身而去。
虽然盾鳄生性懒惰，很少运动，攻击力也弱，

但是水中那些鱼龙、恐头龙也不敢轻易惹它。毕

竟它的个头很大，力气也很大，惹急了打斗能力
也是很强的。因此，不惧怕鱼龙的盾鳄也算是海
中一霸。盾鳄的领地意识也很强，每头盾鳄都有
自己专有的捕食海域，其他盾鳄很少侵犯，鱼龙
也不敢轻易进入到盾鳄所在的海域捕食。由于盾
鳄很少爬到岸边，几乎从不到陆地上，陆地上那
些凶猛的食肉恐龙也拿它没有办法。

由于几乎没有天敌，盾鳄也像多数恐龙那
样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直到某一天，地球遭
遇到了意外巨灾，盾鳄和恐龙、鱼龙、翼龙一起
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幸运的是，那时盾鳄中
的一些生存能力更强的变种已经出现了，在那
场灾害中幸存下来，渐渐演化为现今的鳄鱼；
而最强大的恐龙、鱼龙、翼龙因为没有生存压
力而进化较慢，反倒在这场灾害中完全被灭绝
了。真是“枪打出头鸟”啊！ 灵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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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灾害现场，搜救犬和机器人都以其
搜索和救援能力而著称，但它们也各有自
身的短处。机器人的嗅觉不如狗；而狗只
是吠叫，并不能提供幸存者的具体信息。
如果能将它们组合在一起，一定是理想中
的搜救组合。

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仿生机器人研
究所最近的一个新项目，将我们最倚重的
搜救犬与机器人相结合，组建成一个机器
人加动物的搜救小组，以提高地震或其他
灾害中被困受害者的生存几率。它包括一
个蛇形机器人 &'()*+,- 和一条训练有素
的圣伯纳犬。作为搜救犬，后者在现场能
熟练地发现幸存者。

搜救犬还是按照自己日常训练中练

成的进程，发现幸存者就朝救援人员吠
叫、报告。但这个新系统通过编程和训练，
让 &'()*+,- 机器人（也可以是其他机器
人）能按狗的命令部署。&'()*+,-可以根据
搜救犬的呼唤，进入到那些结构不稳定.或
是太狭窄狗进不去的地点工作，以视频
和/或音频的方式将那里环境的资料传给
现场的救援人员。

仿生机器人实验室联手加拿大瑞尔
森大学网络中心应用研究小组（01234），
为美国国土安全部演示了这个系统。演示
中一条训练有素的搜救犬弗赖塔格发现
了“被困者”，它立即招来蛇形机器人
&'()*+,-并部署它进入现场，成功地获得
关于“被困者”和环境的具体信息。小云

! ! ! !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周期性太
阳辐射下降会在北美和欧洲部分
地区引发异常寒冷的冬季天气。这
项发现不仅能改善长期气候预测，
还有助于各国对暴风雪采取应对
措施。
长期以来，科学家就发现，太阳

辐射有 55年的周期，其间太阳表面
黑子测量到的辐射量升到最高之后
会下降；但要证明此现象与天气有
关联却较为困难。

发表在英国期刊《自然地球科
学》上的这项研究称，研究证实，太阳
周期变化的确与地区性气候有关。
英国气象局的研究人员把重心

放在 67#8到 6#5#年的太阳活动的
最小值，在这一期间太阳的活动异
常平静，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更是
出现了极端冬季天气，甚至导致空
中交通暂停，还扰乱了企业运作。

研究人员发现. 太阳紫外线辐
射的减少可能会影响北半球高海拔
地区风的模式.进而引发寒冬。

研究人员使用了卫星数据.这
些数据较为准确地测量了太阳紫外
线辐射量。他们发现，辐射量的变化
幅度远比过去认为的要大。
研究发现. 在太阳活动宁静期.

热带地区的高空大气中会形成少有
的冷空气。这导致大气中热量的再
分配.引发东风.并将寒冷的气候和
暴风雪带到北欧和美国. 给地中海
地区送去较为温和的气候。 当太
阳紫外线辐射增强时. 会出现相反
的情况。
研究人员指出，虽然无法从紫

外线强度看出每天天气，但令人兴
奋的是，这项研究结果对改善未来
数月甚至数年的长期冬季天气预测
是非常重要的。 曹淑芬

! ! ! !一种每填充一次杀
虫剂的量即可消灭数万
只苍蝇的高效灭蝇器，最
近由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食品和农业研究所的专
家研发成功，不久将会以
每台不超过 5# 美元的价
格投放市场。
名为“佛罗里达苍蝇

诱饵”的这台新装置，是应
五角大楼科研部门的要
求，并在其资助下研发成
功的。军方曾担忧，一场战
役过后，从四面八方聚集
到战场的大量苍蝇，会给
士兵带来很大麻烦，因为
它们都是危险病菌的携带
者。参与研发的昆虫学家
这样表达问题的严重性：“你甚至不
能和别人讲话，因为苍蝇是如此密
集，一不小心它就会飞进嘴里。”

这台外观呈三角形的灭蝇器，
模仿混凝土构件的裂缝，因为科学
家相信，这是苍蝇喜爱的藏身之所；
在它们钻入裂缝后，瞬间便会毙命
并落入灭蝇器的内置容器。而装置
表面涂抹的蓝色带黑竖条纹，据说
这种颜色组合对苍蝇来说是最好的
引诱色。此外，灭蝇器还使用了蛋白
质增香剂，它们尤其能激发苍蝇的
食欲。
与普通灭蝇器相比，新设备的

最大优势在于高效。它能在短时间
内杀死战区 !9!的苍蝇。这一数据
是从伊拉克、阿富汗和希腊的战地
试验中得到的。其次，新装置的性能
不会随着捕杀苍蝇数量的增加而降
低。再者，它还能根据苍蝇的不同密
度，调整杀虫剂的用量，并便于清
洁，可反复使用。
据介绍，这项发明不仅对军队

有用，也能用于自然灾害和人道主
义救援等民事活动，对环境保护也
很有利，因而市场前景看好。王瑞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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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紫外线减少
可能会导致严冬

搜救机器人开发出新功能
能接受搜救犬的命令部署

! ! ! !一些人痴迷的嘻哈说唱音乐有可能帮
助挽救生命。一项新的研究称，至少可以借
助重低音节拍的功率监控病人的膀胱。嘻哈
的声波轻松通过病人的身体，为新型植入式
医疗部件供能。

美国普渡大学的研究人员新开发了一
种微型压力传感器，根据设计可植入人体，
监测某个部位的压力，比如被肿瘤损坏的膀
胱或血管。有趣的是，它是由外部的音乐驱
动的，而最适用的竟是嘻哈说唱音乐。

一般的植入式器械为解决提供能量问
题，需要在人体某处嵌入电感装置，或者附
带电池，而电池总是要耗尽的。普渡大学生
物医学工程教授芭芭克·齐伊及其团队采用
的是悬臂供电式电容。

他们用锆钛酸铅构建了 6厘米长的压
电悬臂梁。悬臂振动时所产生的电力可储
存在压力传感器内嵌的电容器里。频率在

6##:"##赫兹之间的声波将使其振动。你当
然可以使用该频率范围内的单音，但听起
来有点烦人，齐伊在普渡大学的新闻稿中
这样解释：“我们希望改进，使用更悦耳的
音乐。”

齐伊和团队将设备放在充满水的气球
中进行测试，一一尝试各种音乐：说唱、蓝
调、爵士和摇滚。结果是嘻哈的效果最好。齐
伊说：“嘻哈包含大量的低频声音，尤其是在
它的低音声部。”而爵士乐则效果不佳。
如果上述频率范围的声响消失，悬臂会

停止振动。传感器会给出压力读数，并将数
据以无线电信号传输出去。齐伊说，在监控
病人的膀胱或血压时，这种测量每小时进行
一次，需要花几分钟。
真没想到，病房里播放嘻哈说唱音乐，

原来是为病人腹中的医疗器械给力。
凌启渝

嘻哈音乐的妙用：为腹中医疗器械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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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盾鳄“守株待鱼”

!!研究人员复原

出盾鳄头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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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鳄头骨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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