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蜥蜴的 !射线照片

! ! ! !一提起乌鸦，人们便会想到《伊索寓
言》中“乌鸦喝水”的故事：在一块大石头
附近有一个瓶子，瓶子里装着一些水。一
只乌鸦又热又渴，飞到瓶子边站着。但它
喝不到水，因为瓶颈很长。乌鸦想了想，然
后飞走了。过了一会儿，它叼着一块小石
子回来了。乌鸦把头伸到瓶子口上，然后
把石子扔到瓶子里。瓶子里的水涨到了瓶
颈，它终于喝到了水，感到非常开心。
乌鸦真有这么聪明吗？当然有，而且远

比这聪明得多。科学家发现，乌鸦的机智不
仅仅表现在能利用石子喝到水，它们的智力
甚至能够帮助解决步骤复杂的谜题。新西兰
奥克兰大学亚历克斯·泰勒博士致力于研
究其他动物的智力和人类思维之间的关
联，他养的一只叫“!!"”的乌鸦竟然在一
次测试中解开了一道连环谜题，终于找到
了隐藏的食物。这是被研究人员认为“有史
以来最困难的动物智力测试之一”，要破解
需要依次经过互相之间有联系的 #个步骤，
只要错一步都会导致整个任务的失败。
“!!"”是一部风靡全球的谍战影片，

“!!"”不仅是影片的名称，更是主人公特工
詹姆斯·邦德的代号。他冷酷但多情，机智
且勇敢，是妥善处理糟糕形势的高手，总能
在最危急的时刻化险为夷。这位“!!"”不是
特工是乌鸦，不过它可能跟邦德差不多聪
明，也是一名出众的问题解决能手。

据《每日邮报》$ 月 %& 日报道，在英
国广播公司'(()*的一期野生动物特别节
目中，接受挑战的乌鸦“+!"”飞入设置有

难题的房间，要求利用小木条拿到卡在左
侧盒子中的食物。它只仅仅观察了几秒钟
就开始解题：第一步：先拉动一根短棍上
的绳子，将其拉到自己栖息的树枝上，用
嘴叼起短棍，随后立即前往一个装有肉食
的狭小容器，试图使用棍子够到食物，但
是发现棍子太短够不着。第二步、第三步
和第四步：叼着棍子先后来到各装有一个
石子的三个箱子面前，用短棍将石子分别
从箱子中拖出。第五步：将三个石子放入到
一个单独的有机玻璃容器中。第六步：利用
石子的重量推倒了一个隔板。第七步：获得
一根长木棍。第八步：用长木棍从狭小的盒
子中获取食物。在解题的过程中，乌鸦“!!"”
似乎也曾被难住，但转瞬之间便想出了解决
问题的方案。它在不到 ,分钟的时间内完成
了这项测试，最终获得了美味可口的食物
奖励，创下了世界第一。

主持这期野生动物特别节目的克里
斯·帕克汉姆是一名野生动植物专家，专

门从事地球上最聪明动物的心理研究，探
索它们令人惊讶的能力，这个研究项目就
是他提出来的。“乌鸦‘++"’的表现非常不
寻常，完成了动物王国有史以来最复杂的
测试之一。”帕克汉姆赞不绝口道，“在我
所看到过的所有鸟类行为中，都没有与之
类似的行为。”
实际上，这并不是人类第一次测试乌

鸦的智力。以往的一系列研究表明，乌鸦
在许多方面都具备令人吃惊的能力，例如
能够识别人脸；可以与同类交流，谈论事
件的细节，识别视觉范围内的威胁并传递
信息；记忆力极强，不去它们认为危险的
地方；会用工具来解决问题；能够制定短
期囤积粮食等计划；关注人类世界的运作
方式并发展出一些适应性的行为。至于乌
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智力？它们的记忆功
能与人类的记忆功能有着哪些相似之处？
还有待于科学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探索。

李忠东

!去年 &+ 月在荷兰格罗
宁根的 -./展示台上，一位
男士侃侃而谈自己放弃一直
从事的工作变身艺术家的经
历。这位阿里·冯特·瑞恩博
士，原本在代尔夫特科技大
学研究辐射物理学。作为一
名注册医学物理学家，他在
医院对 0光片图像质量的惊
人进步有第一手的了解。
一天，有位同事希望他

为自己的一件艺术作品拍张
0射线照片。瑞恩以前还没
有处理过这样薄的物件，但
正如他所说，结果“成功了”。

这件事让他开始思考，
还能用 0 射线照射其他什
么薄片来成像。鲜花，第一个
浮现在他脑海的就是鲜花。
开始用的是一束郁金香。在
溴化银胶片上得到的 0 射
线图像是黑白的反转负片。
瑞恩博士将图像数字化，再
黑白反转回来，然后借助
123435236 软件选择性地在
某些区域中着色。他幽默地
说：“后来就有人告诉我，这
简直是艺术。我就这样成了
一名艺术家。”
瑞恩博士掌握的辐射知

识帮助他以独特的摄影方式
体现大自然的美丽神奇。他
选用不同的 0射线强度，捕
捉动物骨骼的影像，展示微
妙的花瓣花蕊、纤细的植物
纤维，形成完整的自然景观。
而这一切都在他的工作室里
上演。

他选用的拍摄对象包括
昆虫、蜥蜴、龟、猫等动物，对
了，还有猴。他在网站上表示，
“我喜欢用 0射线成像各种
动植物，像蝴蝶、花朵、海中的
鱼、野地的老鼠、河边的苍鹭、
树上的栖鸟。尽管都是身边
的普通场景，但每次都各有
挑战性。而我得到的展现自
然场景的 0光照片，也往往
会进一步激发我的好奇心。”
说到选用动物，瑞恩博

士还有一条规矩，就是只使
用死于交通事故的动物，或
者是朋友们死去的宠物，他
从不伤害也不用 0 射线照
射活的动物。 凌启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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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这样的体验吗：看到一项新
技术或新的服务推出，你在想，嘿，我
早就该想到了。看到下面这条新闻，我
看你可能又要这样想了。
瑞典的沃尔沃技术公司执行一种

称为“漫游交货”的流程，让快递员将
包裹送进接收者的轿车里，省得其为
接收包裹疯狂地开车回家。而一些网
购公司则愿意接受这样的方式，将顾
客网购的货物（包括新鲜的水果、蔬
菜）在其上班时放进汽车后备厢（如
图），双方都得到了实惠。
那么快递员如何知晓客人汽车的

停泊点，又怎样把包裹放进轿车的呢？
当然不是用撬棒。沃尔沃会给送包的
718快递员一个“数字密钥”，让他能
即时获得客户的泊车位置；而用这个
临时的密钥还能打开车门。

而这一切都是顾客能够控制的。
首先，在交付包裹时，他（她）得选择
“送到汽车里”的选项，指定时段，并告
知接收者汽车的停泊位置。这时，相应
的临时数字密钥就会发出。在接收者
轿车的门打开和关闭的时候，其手机
等移动设备上会即时收到短信，以便跟踪。
是不是很聪明，是不是“早该想到”？汽车评论网站

《汽车连线》认为，这项服务所用的技术存在已有时日
了，而沃尔沃技术公司聪明地将 918和星型技术结
合，并用于快递这个新领域。
目前还有些细节尚不清楚，比如，使用该服务的客

户是否需要同意某种责任条款？如果接收者坚称包裹
没有送进他（她）的车，又该怎样了结？
如果你不愿意见到家门口贴着“抱歉，我们错过

了”的留言条，接着不得不自己去追查包裹的话，“漫游
交货”是个不错的选择哦。
“漫游交货”流程本月将在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会议

正式亮相。 小云

!设计师怎样知道
客户心里想要的东
西？访问客户、开
展示会、收集问
卷？荷兰的产
品设计师梅
洛·贝菁认为
这些方法都太
“传统”了。她的做法
竟然是动员顾客来做磁共振，直接从脑的磁共振成像
图形中知道你真心喜欢什么。

她在阿姆斯特丹一家市场营销研究公司 :;<=;>!

5?@5的帮助下进行这种前卫另类的调查，后者派出科
学家史蒂文·肖尔特帮她设计“脑谈”的程序。贝菁为
A+人（男女各半）做磁共振成像，记录他（她）们的脑部
活动。她给他们看不同材料、颜色和形状的物件图像，
诸如玩具苹果、小丑鼻子。在对受访者脑部活动数据进
行比较、研究之后，贝菁发现客人心目中最完美、最具
吸引力的物件是红色、塑料的，接近天然形状。
贝菁没有具体披露她和史蒂文如何根据磁共振成

像数据来寻找喜好指示，只说他们“自行创建了科学的
方法，来研究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有趣的是，她得到的数据与从顾客嘴里说出来的偏
好竟然不尽相同。“我当面问过人们喜欢什么，许多人说
喜欢蓝色、木制、圆圆的、形状自然而封闭的物件，”她在
接受 /;B;;>采访时说，“但采用磁共振成像扫描仪做研
究，显示他们其实更喜欢红色、塑料、接近天然形状的东
西。也许这是更深的喜好在潜意识层面的发挥，我觉得
这非常有趣。”
贝菁很高兴自己能排除个人喜好和口味，基于纯

粹用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仪获得的科研成果来进行设
计。她计划依据新的调查结果设计一批日常用品，包括
桌椅、花瓶，甚至特具风格的整体房间，在今年 C月的
米兰 D<3=?5EF3>;家居装饰会议展示。 稼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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