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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制造商迪士尼在匹茨堡的
研究所刚刚完成了一项非常奇特的
新技术，献给那些喜欢微软 !"#$%&，
同时也喜欢自然界简单乐趣的人：植
物可以像触摸屏那样记录动作，然后
显示出来，或基于这些动作与电子设
备进行交互。

这个项目被称为植物互动
（'(&)#"*+, -#&./)%&+,），只需要在植
物（不管它是真花还是人造花）盆土
中某个位置放置一根线缆，一个简单
的、非侵入性的活植物仪器就做成
了。你的兰花能检测到有东西触碰，
电子显示屏将此信息显示，或让相连
接的 "0(1等设备在测到特定动作时
作相应活动。
植物互动采用的技术，其实类似

于现今无处不在的触摸屏技术，只不
过它采用的是多频率，而不是通常的
单频率。它可以感知植物是否被触碰
到，比如有手指在兰花茎上滑动时，
它能检测到触摸的位置，并估计触摸
的强度；还能跟踪是否有人接近兰花

（盗花者注意了）。
这个项目真的很奇特，不过有一

点是肯定的：发明者解析了对象植物
（如那枝兰花）的电性能，并用标准的
电气元件实现了复制。掌握了这样的
技术，人们就能设计出多种多样、生
物学表现与真正植物几近一致的人
造植物。
现在还不完全清楚“互动兰花”

是否有实际应用。迪士尼研究团队往
往推出新奇项目，而这次在植物互动
中，研究人员探寻的是“与日常物品
也能互动”的想法，这可能导致未来
电子产品和其他物件之间界线的模
糊化。 小云

! !在野外挖个陷阱，一些野生动物就可能陷在
其中难以逃脱。这是一种常见的捕捉野生动物的
方法。这种方法看似十分古老且平常，它却可以用
于尖端的量子物理学研究领域。2342年 53月 6

日，来自法国和美国的两名“粒子猎手”一起获得
了 275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采用的就是设置
陷阱的方法来捕捉粒子，只不过要设置这样一个
高科技陷阱，可比在野外挖坑难多了。

所谓粒子，是指能够以自由状态存在的最小
物质组分。科学家最早发现的粒子是电子和质子，
5682年又发现中子，确认原子由电子、质子和中
子组成。以后这类粒子发现越来越多，累计已超过
几百种，且还有不断增多的趋势。后来，科学家还
发现，微观世界的粒子所遵循的物理规律和宏观
世界有所差异。宏观世界的能量是连续的，而微观
世界的能量是按照最小的单元跳跃式增长。这种
能量的最小单元称为量子。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
的物理学称为量子物理学，原子、电子、光子等粒
子的活动则遵循量子物理学的相关定律。

有意思的是，量子物理学虽然是表述的微观
粒子的活动规律，却是在宏观观测的基础上建立
起来的。也就是说，物理学家观测一片粒子的宏观
活动，然后推测出这些粒子的微观量子特征。我们
知道，在传统物理学领域，我们要了解某个物体的
特征，可以直接观测单个的物体。比如，我们要总
结滚动摩擦的特性，可以用一辆带轮子的小车来
做实验。那么，为什么量子物理学家不直接观测单
个粒子呢？这是因为单个粒子实在太小且太活泼
了，找到单个的粒子就很不容易了；即使找到它
们，它们也不会按照某种规律停留在某个地方或
某个轨迹上。

于是，科学家自然而然就想到设置个陷阱去
困住这些粒子。这个思路听起来很简单，似乎常人
都能想到。但是，设置这个陷阱却是个高难度的事
情，一度被科学界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法国物理
学家赛日尔·阿罗什（9./:. ;</(%=.）却率先完成
了这个似乎不可能的任务。从 5663年开始，他就
在设法完成这个任务。最终，他在接近绝对零度
（零下 2>8摄氏度）的温度条件下，用两个高性能
超导体充当的反光镜组成了一个光学陷阱。这种
陷阱的科学术语为高反射光学微腔，或光子阱。

接下来，阿罗什成功地把一些光子引入到光
子阱中。这些光子被困在反光镜陷阱中的时间仅
仅为 7?5秒。这个时间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实在太
短了，也不过一眨眼的时间。但是，对于量子物理
学家来说，这个时间已经足够长了。这期间，光子
不断反弹的总移动距离高达 8万公里，足以做很
多测量和操控动作。阿罗什就是抓住了这个转瞬
即逝的机会，将一个极为活跃的“里德博原子”送

入“陷阱”中作为探针。这个原子在捕获光子后，将
单个光子的量子信息呈现出来，就如同 @光描绘
出人体的内部构造一样。

虽然阿罗什早在 23年前就设置出光子阱，但
是他一直坚持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并不断获得
新的突破。2355年，阿罗什在光子阱实验中引入反
馈机制。当发现光子阱中的光子数变少时，他就注
入新光子，令光子阱中保持固定数目的光子。采用
这样的方法，就好像把一些光子永久地困在了光
子阱中，这超越了爱因斯坦希望光子困住几秒的
设想。

在阿罗什的实验中，光子是被囚禁的粒子，而
原子是探针。而美国科学家大卫·维因兰德AB<C"1

D"#$EF#GH设计的实验正好与之相反，他把离子（即
带电的原子）囚禁起来，用光子作为探针去探测和
操控它。阿罗什用光学陷阱来囚禁光子，维因兰德
则用电磁场作为陷阱囚禁离子，这个陷阱的科学
术语因此称为离子阱。为了确保被囚禁的是单个
离子，需要这个实验在超高真空和超低温的条件
下进行，要实现这些条件又是十分高难度的事情。
最终，维因兰德完成了对单个离子的囚禁，测得了
单离子的量子信息。

目前，许多研究人员都能在实验室中实现对
单个粒子的囚禁，并在单粒子量子系统研究中取
得了不少成果。但是，阿罗什和维因兰德是这个领
域的开拓者，因此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给
了他们。目前，离子阱和光子阱已被广泛应用于科
学和技术研究的各个领域。尤其是近几十年来I人
们以离子阱为工具，把激光冷却技术应用于离子
阱，为精密测量、制造新材料、观察新现象、获得新
知识，提供了广泛的实验基础。

离子阱的研究还可以用来建造超高精度的原
子钟。在这种新型的原子钟里，科学家用囚禁起来
的离子取代了传统原子钟所采用的铯原子。目前，
这种新型时钟已经达到了比传统铯原子钟高两个
数量级的精度。在那样的精度下，哪怕从宇宙大爆
炸之初开始计时，迄今的累计误差也只有区区几
秒。

和实现精密的测量、制造更精确的原子钟相
比，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认可阿罗什和维因兰德的
原因，是他们开启了量子计算机时代的大门。由于
量子计算机在理论上要比现有的计算机快上成千
上万倍，人们十分期盼它能尽快变为现实。量子计
算机研究面临的难题之一就是如何操控单粒子的
量子状态，而两位科学家的研究让量子计算机的
理论基础变得扎实起来。目前，科学家最乐观的预
测是 57年后才出现量子计算机。虽然量子计算机
离实用还比较遥远，但是那一天一旦来到，新的技
术革命也将随之出现。 杨先碧

! ! ! !无论是在乡村或景
区旅游，还是在城市中逛
街，令人头痛的事情之一
是不识路。有人看着地图
研究半天也不知道该怎
么走到目的地，有人出去
逛街十分钟却发现自己
找不到回宾馆的路了，有
人在乡村走来走去却发
现自己又回到了原点。最
近，英国研究人员贝克·
斯德沃特开发的 J0K

鞋，可以令“路盲”们不再
畏惧步行。

这款 J09 鞋子在鞋
跟内置了一个 J09信息
接收器，这个接收器有一
个 LKM接口可以和智能
手机连接。当你准备外出时，用安装
在智能手机上的专用软件设置好目
的地，然后轻敲鞋跟三下。J09信息
接收器就开始为你指路了，它的指令
是通过鞋尖处的 NOP灯来显示。左
脚鞋尖上 6个 QRB灯围成一圈，分
别代表前进、掉头、左前方、左、左后
方、右前方、右、右后方、抵达。

如果你想看看自己距离目的地
还有多远，可看看右脚鞋尖上的 S个
QRP灯，每个灯代表 27!的里程。当

S个灯都亮起来，就抵达
了你的目的地。此时，左
脚鞋尖上的方向灯全部
熄灭，中间的“抵达”灯亮
起。如果你在此处逗留一
段时间后想回到起点，则
不需要重新设置，再轻敲
三下鞋跟，鞋子就带领你
原路返回。如果你还想去
新的目的地，则需用智能
手机重新进行设置。

如果你没有智能手
机，这款 TU9鞋子也可
以在电脑上安装专用软
件进行设置。只不过你需
要事先想好要去哪些地
方，中途要改变目的地，
TU9鞋子就“迷茫”了，除

非你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及时更新
设置。

目前，这款鞋子只能通过 L9M

接口数据线和电脑或智能手机相连
来设置目的地，相对麻烦一些。贝克
希望改进鞋跟中的 TU9信息接收装
置，让它能通过无线网络接收电脑或
智能手机的设置信息。在将来，你甚
至可以向“步行 TU9信息服务中心”
打个电话，告知自己的行程，让服务
中心的工作人员为你遥控设置。晓阳

设个陷阱捉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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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因兰德进行离子阱实验! 维因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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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阿罗什 !"#$年生于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现

为法国籍" 他 %"&%年在巴黎第六大学获得博士学

位! 曾任职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和法国综合理工

大学!现为法兰西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教授"

维因兰德 %"$$ 年生于美国密尔沃基!%"&'

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职于美国国

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和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

分校"

! 鞋子中的 ()*信息接收器

! ()*鞋上的 +,-灯 ! 试穿 ()*鞋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