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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智

!今年的每个晚上，太阳下山一小时后，荷
兰阿姆斯特丹中央车站将会出现巨大的彩虹
拱窗。这道彩虹是艺术家达安·罗斯加蒂设计
的一个艺术项目，但它需要诸多技术的支持，
最后在天体物理学家的帮助下才能得以实现。
团队遭遇的技术挑战之一，就是既要色

彩强烈，色块与色块间又要有一定距离，这
样，观众可以清楚地看到红橙黄绿青蓝紫。团
队还希望不让列车司机或乘客们感到炫目；
当然，节能也十分重要。

艺术家与光学研究者合作开发了生成该
彩虹的特殊滤镜。滤镜由液晶薄膜制成，把从
!"""瓦功率聚光灯（耗电只大致相当于一台#

匹空调机）发出的白色光分解还原成各种颜
色，分布到车站外墙的拱形区域，勾划出屋顶
的确切形状，组成一道绚丽的彩虹。每年将为
五千万游客奉献五光十色的神奇夜晚。
罗斯加蒂在其网站上解释，从事这项工

程的莱顿大学工程师们，可是货真价实的天
体物理学家，他们开发过用于探测外空间行

星的最新液晶技术。
阿姆斯特丹中央车站历史悠久，这道出

现在车站东口$%平台的彩虹宽!&米、高$&米，
是车站'$&周年庆典的一部分，也标志着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光之年的开始。

罗斯加蒂曾设计了受梵高的画启发的
黑夜自行车路及智能公路设计，这次又尝
试将光有效地分解成组成光谱的颜色。看
起来他似乎很喜欢这种科学和艺术跨界的
风格。 凌启渝

4千瓦灯光铺成45米彩虹 ! 一种像凯夫拉纤维一样强
韧、既能变形又可降解的热塑性
环保新材料，最近由美国宾夕法
尼亚州立大学工程学与力学教授
迈利克·德米雷尔领导的科研团
队研发成功。

据德米雷尔介绍，他们这项
发明的最初灵感，来自海洋中的
鱿鱼。他说，我们以前研发的工
程材料，无法轻易改造成不同形
状，因而限制了在实际生活中的
应用。研究发现，鱿鱼触须吸盘
中含有一种结构蛋白质，类似于
半晶体结构的蚕丝，将其提取出
来，利用传统的聚合物加工技术
和新兴的 ()打印技术，可以塑
造成任何形状。他们就是通过复
制从鱿鱼吸盘中提取的蛋白质复
合体“鱿鱼环牙”，制造出了这种
新材料。实验证明，新材料具有
卓越的力学性能，可以为药物给
送、材料涂层、组织工程和湿性黏
合剂等提供广泛的应用机遇。

但是，目前限制这项研究成
果推广应用的最大瓶颈，是从自然界中捕
获的鱿鱼数量有限，而从其触须吸盘中能
提取到的“鱿鱼环牙”更是凤毛麟角，即使
把全世界捕获的所有鱿鱼都用来提取，也
难以满足需要。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制造出更多的所

需物质，科研团队采用了常见的细菌发酵
技术。他们首先从鱿鱼体内提取基因，然后
将其植入大肠杆菌。这个过程与酿酒类似，
不同的是发酵产生的不是酒精，而是合成
的“鱿鱼环牙”。用这种方法，他们目前每天
可以生产 ("—!"克“鱿鱼环牙”。与此同
时，还进行了一些旨在降低生产成本的技
术改进，并初见成效：现在“鱿鱼环牙”的成
本已由每克 &"美元降低至每千克 '""美
元。下一步，还打算用藻类代替细菌，以进
一步降低成本。

与传统塑料相比，这种新材料有三大
优点：一是重量比碳基材料轻，而且具有
多种功能，可以将其制成光纤和薄膜等。
二是由于它是蛋白质，可以生物降解和调
整，也就是说人们在生产开始时可以修改
其基因特性，使产品满足不同的需求。三
是由于传统塑料是由化石燃料等经过高
温精炼制成，而“鱿鱼环牙”塑料可以在室
温下生产，消耗的能源较少，因而更利于
环境保护。 王瑞良

! ! ! !奶爸奶妈们都知道，让小屁孩口中含
个温度计，或夹在腋下，那几乎是不可能
的。蓝大师公司新近推出的 *+,-./-，让你量
孩子的温度，就像将奶嘴放进孩子嘴里那
样简单。

*+,-./-内置了温度传感器，外面包裹
着柔软的硅胶。它自动测量孩子的体温，随
即使用蓝牙智能传送，将数据送到 01234-2

或 -56设备。当应用程序确定这是个有效
读数时，就会将它纳入图表。如果孩子的体
温上升，它甚至可以作出提醒。父母也能记
录孩子给药时间，并可将数据分享给医疗
服务提供者。

还有一点优点，马大哈家长一定爱得
不行，就是你不必担心会找不到这个奶
嘴。应用程序会借助你手机的 7*6信息，
记录奶嘴的上一个位置；而当你一旦进入
它的蓝牙有效范围时，*+,-./-就开始哔哔
叫起来，让你能找到它，用它安抚哭泣的
孩子。也就是说，这个假扮成奶嘴的温度
计，还能够用卫星定位哦。 小云

! !两年前，纽约的艺术家哈博格·希瑟杜
威的雕塑展轰动了艺术世界，也让生物安全
领域大为振动。她名为《陌生人肖像》的创
作，用从纽约市街道和地铁采集来的)80，
提取多位她不认识的人的面部特征，塑成他
（她）们的头像。

艺术家及其生物学家团队成员从大街
上的垃圾中寻找线索，从掉在地上的口香糖
或烟蒂中提取唾液，从捡到的头发中提取遗
传信息。通过分析其)80，确定该人的面部
特征，包括性别、种族、眼睛的颜色、面部结
构等。她借助自己设计的软件使用这些数据
勾勒出逼真的三维形象，构建出立体的人
脸，随后用塑料进行三维打印（见右图）。
在画廊里展示的系列面具，一方面让人

不得不惊叹)80竟包含如此丰富的信息；另
一方面这些技术也让人不安。人们知道了，
)80唾手可得，身体任何一个细小部分就可
以暴露一切，毫不夸张地说，每个人每一天

都把自己的无数宝贵信息“公示于众”。
哈博格也认为，“我们的生物信息一直

在不知不觉中散落。我认为应该选择隐蔽
一些。”

在上面这种认知的基础上，她策划了
自己的新项目。这次她发明的是名为“无
形”的组合喷雾剂（见左图），设计目标是掩
盖你的)80痕迹，让别人不能再跟踪你的
遗传线索。

这种遗传隐形喷雾剂由$个瓶子组成，
使用时先后喷雾。“擦除”瓶里含有乙醇等溶
剂，它能破坏喷洒表面上比例高达99:&;的
)80；而“取代”瓶里则是来自&"个不同来源
)80混合物，经过它的喷洒，原来留下":&;

的)80当然也就地隐身，再也找不到了。
哈博格的这两组作品，可以说是基于生

物科学，而用艺术手段间接地反映了近期来
科技界极富争议性的话题———克隆技术和
三维打印技术。 稼正

! 如果在事故中失去双臂，可能意
味着患者会终生没有手掌，也捏不起
拳头了。不过，美国人莱斯利·鲍有望
改变这个结论。他是第一位双臂齐肩
截肢者，现在他戴上复杂的左右假臂，
用自己的意念来控制。
鲍并不是能用意念控制机器人肢

体的第一人。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累
累，有些研究人员已经在研究给截肢
患者找回触觉。但控制双假臂的技术
则是全新的，以前从未有过。
为让身体与假肢装置连接，鲍接受

了称为目标肌肉神经再支配的手术。这
种手术的目的，是将曾经控制他手臂的
神经重新定向，使双臂重获功能。
接下来，他在一台计算机上接受

训练。通过学习，虚拟模型的模式识别
软件将掌握如何将来自鲍大脑的信号
转换成他想做的对应动作。霍普金斯
大学的研究人员还为鲍装了一个特别
设计的插座，以便于让假肢连接到他

的身体，传递他的思想控制信号。
当研究人员把两支机器人假臂都接上

后，鲍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双手任务，他成为用
意念同时操纵两条独立假臂的第一人。
据霍普金斯大学报道，鲍会将两支假肢

带回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它们。 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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