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丹长江 视觉设计∶窦云阳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dcj@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B92015年11月29日 星期日

/新智

! ! ! !人类对鲸的研究从来没有停
止过，但这干起来并不容易。它们
体格庞大，又对声音十分敏感，研
究人员要收集所需的数据而不激
怒鲸，很困难。
有些科学家瞄上了鲸喷。鲸是

用肺呼吸的，隔一段时间需要到水
面换气，鼻孔呼出的气带着周围的
海水形成冲出海面的水柱。这里混
有鲸的“鼻涕”，甚至还有一些身体
组织的片段。如果能收集到鲸喷的
样本，鲸生物学家就能基于内中的
激素确定鲸承受的压力水平，以及
是否感染任何病毒，母鲸是否怀
孕；而收集到组织样本的话，还能
够进行 !"#分析。

收集鲸喷样本的过程称得上
惊心动魄，研究者坐着机动船尾
随，靠近鲸身边，将长 $米以上的

杆子伸到鲸的喷气孔上方，获取喷
柱里的物质。人累得不行，而对鲸
也是很大的干扰。很重要的是，由
于对鲸引起额外的压力，得到的与
鲸的压力水平相关的结果可能有
偏差。

现在，非营利组织海洋联盟的
鲸生物学家联手美国奥林工程学
院的学生设计了新的方法，用尽量
不干扰鲸的无人机来获取鲸喷的
样本。

他们在众多选择后确定了
%&'(() 公司生产的无人机系列，
因为其在苛刻条件下表现良好。它
又特别安静，这有利于消除研究过
程中对鲸的潜在影响。

一旦研究团队观察到鲸，就会
部署遥控无人机跟踪，进入鲸鼻孔
呼出的水雾云收集样本。研究人员

将无人机控制在离海面 $米以上，
这样不会干扰到鲸。无人机采用海
绵材料收集粘液样本，这种材料通
常在医院用于吸收体液作测试。

由于通常情况下机器人在海
水环境下往往失灵，工程专业的学
生选择了一种轻塑料的外壳，覆盖
无人机的敏感电子部件。在试验的
过程中，研制团队还动用了机器人
双体船，指挥其模拟鲸喷，对取水
无人机进行测试和“培训”。

研究人员现在还在等待联邦
航空管理局和国家海洋渔业服务
机构的放行。他们计划今年会去阿
根廷的巴塔哥尼亚、墨西哥的科尔
特斯海和阿拉斯加东南的弗雷德
里克，当然，前提是能得到相应批
准和所需的资金。

比尔（图 %&'(()*+#,）

!举世闻名的大堡礁，是澳大利
亚的宝地，政府一直采取严格的法
律措施加以保护。不过也有不听法
令、我行我素的，刺冠海星（,+-.）
就是其中之一。它们随便吞食珊
瑚，破坏性令人难以置信，给生态
状况堪忧的大堡礁莫大的威胁。

人们和刺冠海星的战斗延续
了几十年。开始的方法，就是将它
们从礁石上捡走，或是注射毒剂，
不过得注射/0次才能奏效，不胜其
烦。

1023年，詹姆斯·库克大学宣
布了一项突破：研制成功只要注射
一次成分类似于消化液的胆汁盐，
就能将海星杀灭，而对海域的其他
动物无害。

昆士兰科技大学的马修·邓巴
宾博士听到这个喜讯精神大振，立
即着手研制杀灭海星的机器人。他
说，需要潜水员在海里游弋，寻找
刺冠海星，但偌大的大堡礁，有那
么多的刺冠海星热点，我们找不到
足够潜水员的。

他和同事动手设计，研制了堪
称“海星克星”的,+-.456水下机器
人。机器人搭载7个推进器，负责前
后左右上下的移动。它游弋在海底
上方2米左右，用三维摄像机扫描
海底。获取的海底图像交由计算机
软件识别，一旦判定某个影像来自

刺冠海星，机器人会通过自己的气
动手臂，在海星逃逸之前，迅速向
其喷射一定剂量的胆汁盐。

,+-.456机器人进行上述工作
时，并不需要来自人的任何指挥，
它将自主移动，借助89.传感器确
定工作区域；寻找目标实施致命注
射后，随即寻找下一个打击目标。

该机器人最基本的能力，是基
于先进的计算机视觉和机器学习
系统，自主区别刺冠海星和其他海

洋生物。费拉斯博士是软件的主要
开发者，他和团队花了近:个月完
成程序，并训练机器人从成千上万
的珊瑚礁图片和视频中识别对象。
如果机器人觉得不能确定的东西
实际上正是刺冠海星，研究人员就
会作出反馈，将其纳入机器人的记
忆库，以便机器人下次能够识别。

机器人已在昆士兰的摩顿湾
首次进行实战测试。一次潜水工作
;小时，能向超过100只海星喷射致

命剂量的胆汁盐。邓巴宾博士说，
“这是真正的力量倍增器。想象一
下，部署十个百个,+-.456，能管上
多大的海域，它们还能在任何天气
条件下干活，日夜工作也无所谓。”
昆士兰科技大学未来环境研究院
称其将大大提高在珊瑚礁区系统
性消灭刺冠海星的效率。而在正式
放进大堡礁之前还要进行一些试
验，最重要的测试项目就是保证它
不会“闯祸”，误杀无辜。 凌启渝

用无人机巧取鲸喷样本

! ! ! !大多数人很多时候
在看到不同的颜色时心
情上会产生一定的落
差。以天空为例，面对湛
蓝的晴空，人的心情往
往会随之变得开心起
来。而如果遇上阴沉沉
的天空，或许就会感到
莫名的忧郁。每个人都
有上述类似的经历，不
知道的是颜色可能会影
响心情，心情也有可能
会影响你对颜色的感知
判断能力。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

科学家克里斯托弗·索
斯藤森的研究表明，悲
伤能影响我们感知颜色
的方式，感到悲伤的人
对蓝黄色轴上颜色的识
别较不准确。“我们的结
果显示，情绪能影响我
们如何看见周围世界。”
他指出，“悲伤尤其会削
弱与感知颜色有关的视
觉过程。”
在研究中，索斯藤

森安排 21< 名参与者随机分配观
看两个视频片段中的任意一个 =一
个是动画短片，另一个是日常脱口
秀视频>。动画短片会使参与者产生
悲伤情绪，脱口秀会令人愉悦。接
着，这些参与者需要找出在 3;个连
续、饱和度降低的颜色色板中识别
出不同的颜色。看了动画短片的小
组在识别蓝黄色系时表现比较糟
糕，而红绿色系识别方面没有明显
差异。研究人员表示由于红绿色系
没有差异，不够努力或注意力不够
集中不是导致识别能力差异的原
因。就算受试者精神十分集中，他们
的表现也同样糟糕。
之前的研究指出，这有可能是

人在悲伤的情况下导致视觉神经的
传递功能受到了影响。而造成影响
的原因有可能是视网膜多巴胺的变
化损害。至于具体的影响程度和原
因，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结论。现已证
明，由脑内分泌的化学物质多巴胺
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或许与我们
悲伤时对颜色的感知有关。多巴胺
是一种神经递质，用来帮助细胞传
送脉冲的化学物质。这种脑内分泌
主要负责大脑的情欲和感觉，将兴
奋及开心的信息传递，也与上瘾有
关，能帮助控制大脑的“愉悦与奖励
中心”。心理学家说，这种神经递质
与蓝黄色轴上的颜色感知存在明确
联系，悲伤真的会让世界看起来比
平时更灰暗一些。 李忠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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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机器人去除有害海星

美国莱斯大学的杰姆斯·托尔
团队最近在《纳米通信》上发表论
文，宣布发明了一种单一分子构成
的纳米潜艇。它由 133个原子组成
的，能在周围分子大小相仿的液体
中快速行进。托尔给出一个形象的
比喻，“这就像一个人在篮球场奔
走，而一千个人朝他扔篮球。”

这种纳米潜艇的最高移动速
度略低于每秒 17厘米，听起来不
特别快，但是在分子尺度上看，这
堪称是高速度了。托尔说，“这是在
溶液中移动最快的分子。”

这艘潜艇必须在紫外光下才
能移动，紫外光照射潜艇尾部的
“马达”（分子式图中所示处），提供
动力，推动潜艇在液体中移动，动
作类似于细菌抖动鞭毛而前进。
马达“旋转”的工作原理是这样

的：受到紫外光的激发，其转子的双
键变成一个单键，完成四分之一的
旋转，马达同时返回较低能量状态；
它随即跳向邻近的原子，再完成四
分之一的旋转。只要有光照射，这个
过程就会重复下去。而每完成一次
旋转，潜艇能向前移动 2;纳米。马
达运行时超过每分钟一百万转，积
累成可观的速度。纳米潜艇就这样

靠着尾部推进器前进前进。
许多科学家在过去几年中研

究、创造了不少微型马达，但多数
使用（或产生）一些有毒的化学物
质。托尔说，一个荷兰团队设计的
马达被证明适合于莱斯潜艇的使
用。该马达需要一个 10步的化学
合成过程来制备。

这次在研制纳米潜艇的过程

中，团队还尝试了多种结构进行比
较试验，包括配备减速马达，或往
返桨马达的潜艇，以及不带马达的
潜艇，最后选定了目前的结构。

莱斯大学的研究表明了分子
马达足够强大，能驱动纳米潜艇通
过溶液。但是科学家们还不能对其
实施操纵。论文的主要作者、莱斯
毕业生维克特·加西亚表示，“第一
步，我们证明了这个概念。现在需
要寻找机会，探索潜在的应用。”他
们希望有朝一日纳米潜艇能用来
在液体中携带药物这样的小东西。

托尔团队有着丰富的分子机械
经验。十多年前，他的实验室就向世
界介绍了纳米小汽车，这是一种单
分子车，带 3个滚轮、车轴和独立悬
挂，可以在一个表面上“驱动”。
“当时我们使用扫描隧道显微

镜和荧光显微镜，来观察我们的汽
车。但这次不行，这些设备不适合
于观察我们的纳米潜艇，”托尔说。
“它们很快就驶出视野了。”稼正

单个分子组成的快速潜艇

! 海星克星的结构图示 ! 发明者和机器人

! 纳米潜艇的分子式!马达处在尾部 ! 纳米潜艇的艺术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