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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智 /星期天夜光杯

! ! 在猫咪的眼睛里，世界究竟是
什么样子的呢？从形状上来说，它
们的眼睛和人类的眼睛没有太大
的区别。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
们的视野有所改变，以满足不同的
需要。最重要的是，猫科动物必须
在黑暗中感知猎物的运动，以便将
其捕捉。为了使这种能力得到充分
地发挥，它们不得不做出一些牺
牲，因此缺乏人类眼睛的精确感和
色彩感。虽然它们眼中的世界和人
类是相似的，但是在某些方面又有
所不同。

美国艺术家尼古拉·拉姆把观
察猫咪眼睛里的世界作为他最新
的研究课题，将拍摄到的猫视野中
世界的图片上传到网上。他征询了
密歇根州动物眼科诊所、美国动物
眼科研究所和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兽
医学校眼科组专家的意见，尽可能
地确保照片准确无误。为了便于对
人类视觉和猫科动物视觉的差异进
行对比，同一场景分别出现在照片
上下两部分：上面部分是人类看到
的，猫的视图出现在下面部分。

猫的视力之所以敏锐，即使光
线很弱甚至夜间也能分辨物体，在
于眼球里的视杆细胞数量多。视杆
细胞是视网膜的感光器之一（负责
眼睛感光的任务还有视锥细胞和
产生黑视蛋白的特殊视网膜细
胞），有较高的光敏度。在黑暗的环
境中，猫的瞳孔开得很大，尽可能
地增加光线的通透量。在白天日光
很强时，瞳孔几乎完全闭合成一条

细线，尽量减少光线的射入，以保
护敏感的视网膜不受伤害。就像调
节照相机快门一样迅速，猫的瞳孔
通过阔大和缩小保证了猫在快速
运动时能够根据光的强弱和被视
物体的远近，迅速地调整视力，对
好焦距，明视物体。

如同进化成可以在夜里捕猎
的其它动物一样，猫眼球里有反光
膜，能够放射眼睛后面的光线，使
之能被视网膜再次吸收，这也是它
们的眼睛看起来闪闪发光的原因。
加上椭圆瞳孔和大型角膜以及绒
毡层，猫的视力在昏暗的光线中比

人类的强 !"#倍。
然而对于远距离物体来说，猫

的视力却要更差。人类可以清楚看
到远至 $%米远的目标，而它们的视
觉距离仅为 &米。研究表明，猫科动
物可以看见蓝色和黄色，却不能看
见红色、橘黄色和棕色。在它的眼
中，整个外部世界都是深浅不同的
灰色。而人类的眼睛由于具备极强
的分辨率，因此能欣赏到很多鲜亮
的色彩。这从分享拉姆提供的照片
中可以清楚感觉到：在猫的视图
中，远处的景物模糊不清，看上去
很像被洗过一样；而景物在人类视

觉的图片中清晰可见，层次分明。
正如视觉对比所发现的，猫的

视野很宽，单独视野在 '(% 度以
上，没有距离感，共同视野在 )%%

度以上，有距离感，而人类的视野
仅有 *+,度左右。猫每边的周边视
力为 $%度，而我们只有 )%度。猫
只能够看到光线变化的目标，所以
它们在看东西时常常要稍微地左
右转动眼睛，使眼前的景物移动起
来。猫擅长于捕获快速移动的猎
物，而人类却以抓住缓慢移动的物
体或动物见长。

李忠东

! ! ! !现在，电脑已经模拟自然界
的许多事物。比如，不少科幻影片
中未来世界的场景都是电脑模拟
出来的，因为在现实中找不到那样
的场景。同样，用现有的各种技术
手段都难以观察到复杂化学反应
中的快速变化过程，而用电脑可以
模拟这样的过程。这样的研究领域
被称为计算化学。有三位科学家因
在计算化学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
而获得了)%*$年诺贝尔化学奖，
他们分别是美国理论化学家马
丁·卡普拉斯、美国斯坦福大学生
物物理学家迈克尔·莱维特和南
加州大学化学家亚利耶·瓦谢尔。

)%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老
百姓并不知道电脑为何物，但是
电脑已经成为一些科学家的好帮
手。在化学研究中，引入电脑让化
学家对复杂化学反应的描述变得
可行。卡普拉斯、莱维特和瓦谢尔
就是这些化学家中的杰出代表，
他们是利用新的技术手段进行科
学研究的先行者。瓦谢尔在获奖
后接受采访时说：“简单地说，我
们的研究就是借助电脑分析蛋白
质的结构，最终了解蛋白质的工
作机制。”

每年的诺贝尔科学奖大多数
都会让人觉得十分深奥而遥远，
不少人心中或许都有一个共同的
疑问：这些成果是不是只是科学
家的自娱自乐呢？这些成果对我
们的日常生活究竟有多大帮助
呢？其实不少研究成果都在直接
或间接地改善我们的生活，获得
)%*$年诺贝尔化学奖的相关成果
更是可以很直接地改善我们的生
活。诺贝尔化学奖评选委员会在
发表的声明中说，对化学家来说，
电脑是同试管一样重要的工具，
电脑对真实生命的模拟已为化学
领域大部分研究成果的取得立下
了“汗马功劳”。通过模拟，化学家
能更快获得比传统实验更精准的
预测结果。

首先，计算化学可以更好地
理解复杂化学反应的机制。无论

是高分子材料的研究，还是对生
物体内一些生化反应原理的研
究，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实惠。比
如，研究高分子材料的合成过程，
可以更好地了解可以对反应过程
中的哪些原子基团进行控制，从
而可以生产出性能多样的“功能
性材料”，这些独特的材料可以用
于制造性能更优良的电器和交通
工具。又比如，研究健康细胞转化
为癌细胞的过程，可以知晓是那
些生物大分子产生了什么样的变
异，研究透彻这些变异所涉及的

分子区域，可以开发出针对性较
强的药物。

其次，计算化学可以为合成
新物质提供线索和指明方向。在
电脑应用到化学研究之前，化学
家合成所需新物质的方法是不断
尝试，利用不同的物质来多次的
交叉尝试，最终找到合适的原料。
这样的研究方法费时费力，且浪
费原材料和实验室资源。有了电
脑之后，化学家就可以先用电脑
进行模拟实验，排除哪些明显不
可能的反应路径，找到几条最有

可能的路径。比如，在新药的开发
中，药物化学家们则在进行化学
合成和生物学实验之前，应用不
同的电脑筛选程序，将那些不太
可能成功的化合物提早淘汰掉，
选择可能有效的候选药物。另外，
药物化学家们还可以利用电脑程
序来预测候选药物在体内吸收、
分布、代谢、排泄及其毒副反应等
特点，这样在进入临床前实验之
前，就可以将那些不合格的品种
排除在外。

杨先碧

! 谷歌与英特尔每年
都要主持一个令人印象
深刻的科学竞赛。今年，
来自*)%个国家的青少年
提交了从诊断疾病、智能
手机新应用，到创建外骨
骼等众多项目。得奖名单
刚刚宣布，来自加拿大的
女孩安·马克辛斯基赢得
*(-'!岁年龄组的优胜。
而她的致胜法宝，是一款
名符其实的“手电筒”，它
不需要电池，不需要化学
品，不需要动能。只要用
手握着，手掌的热量就能
让它点亮，还不产生任何
噪音或振动。

空心手电筒的关键
部件，是.片帕尔帖电热
片。这种电热片在其两侧
温度有差异的状况下会
产生电流。马克辛斯基巧
用了这种特性，让手掌加
热电热片的一侧，另一侧
则用散热片冷却，造成稳
定的温差，研制了功率
(/.毫瓦、真正用手点亮
的电筒。
马克辛斯基对人体的理解十分

有趣，她认为人就像是“会走动的
',,瓦灯泡”。因此值得研究如何将
人体散热利用起来。她计算过，人体
的辐射为(01毫瓦2平方厘米，而点亮
345仅需,0(毫瓦。

她试用了两种帕尔帖电热片，
尽管都能发出直流电，但只有区区
几毫伏。而她需要至少)0(伏！必须
转换为交流电，才能升高电压。她在
一个戏称为“焦耳窃贼”的网站上找
到电源转换器集成电路367$',##

的资料，用反馈场效应晶体管构建
一个振荡器，实现升压比为(8')(的
变压。实验中，当振荡器工作电压升
至'),毫伏时，345开始发光。
她最终的电路由.个部件组成：

97、升压比'8',,的变压器、.:微法
电容，以及345。她以(%毫伏的直流
电得到(伏的交流电，足够点亮
345。

她设计的手电筒有内外两层。
内层为直径)(毫米、长度*)(毫米的
铝管，镶嵌着.片总面积为*&平方厘
米的帕尔帖电热片，再置入包裹绝
缘泡沫的;<7管里。使用者的手掌
通过;<7管的开口握到电热片，使
其外侧发热。铝管是空心的，内部流
通的空气对电热片内侧进行冷却。
结果是，实现了至少(摄氏度的温
差，手电筒发出明亮的光线！
外出步行测试中，在*%摄氏度

温差下手电筒的照度超过(%勒克
斯，手电筒光束平稳时间超过)%分
钟。这证明了她一开始的认知：尽管
有温度和电压转换的损失，手掌仍
有足够的能量提供可用光线。而计
算表明，手电筒的实际功率是理论
功率的)%!，这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马克辛斯基表示获奖是个很大
的启发，让她更主动学习，自信地选
择职业。(万美元的奖金让她能配备
更先进的设备和材料，更有效地设
计；而奖励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之旅
让她能遇到同样热爱科学的人。

她希望未来能提高转换效率，
使手电筒更加明亮。对前景她充满
信心，认为这项技术有无限的可能
性。想象一下，握着手机通话的同时
为手机充电；教室的椅子贴上珀尔
帖电热片，用她的方法将收获的热
量放大、转化为电能收集起来。当
然，更有希望把这一技术用于无线
医疗传感器的供电。 凌启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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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化学改善生活

猫咪眼睛里的世界

! 感受电脑模拟出的分子立体模型

! 电脑模拟出复杂的生物大分子结构 ! 科学家用电脑分析复杂分子的化学结构

! 外层的开口让手接触到嵌入的

电热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