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说起地雷，不免令人生畏。炸药
带着触发器，在地里悄悄等待，随时
准备起爆。地雷起先可能是交战各
方的疆域标记，不知不觉地变身危
害平民的致命陷阱。联合国于 !""#

年通过决议，将每年的 $月 $日设
为“国际提高地雷意识和行动日”。

对地雷的作战似乎将永无终
止。据估计世界上能爆炸的地雷约
有 %&%亿颗之多，大多数在发展中
国家。而相关技术则明显滞后，用现
有技术来清除，将耗费 '""亿美元，
时间更是长达千年。
地雷之所以危险，难于检测是

个主要因素。它们藏身处周围的植
被并没有停止生长，几季之后，植物
高过炸弹，将其藏匿起来。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科学家想

到用无人机来帮忙。在一家慈善机
构的资助下，该校物理研究所界面
分析中心约翰·德教授领衔的团队
在曼联的主场老特拉福德放飞一架
无人机进行试验（日期就选在国际
地雷行动日），结果证明系统能在 !

小时内扫描足球场大小的地面。在

无人机获得的高分辨率图像中，地
形和表面物体清晰可见。

约翰·德说，“清除这样大小的
雷区现在可能需要几个月。用无人
机生成的地图，帮助扫雷人员关注
最有可能发现地雷的地方。这将加
快速度，也使扫雷更安全。”
他介绍了无人机寻找地雷的依

据：活体植物有独特的近红外光反
射，这种人看不见的光与植物的健
康状况密切相关。一个地点如果有
地雷埋藏，植物往往吸收其泄漏的
化学品，引起异常。寻找相应的近红
外光变化，带来了发现地雷的可能
性。团队就是开发高光谱成像技术，
获得目标区域在各种不同波长（颜
色）光线下的分立图像，探测爆炸性
化学品对植被的影响，希望提供快
速、安全地筛查雷区的方法。
另外，地雷本身作为人造物体

不产生红外光反射，这也帮助了在
雷区检测到目标。田野里的爆炸物
或伪装地雷在普通光线下很难看
到，但红外线图像使其从周围的绿
色树丛背景中暴露无遗。 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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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为什么帝王蝶迁徙几千公里
而不会迷路呢，科学家一直试图
揭开帝王蝶导向的奥秘。据英国
《每日邮报》报道，美国华盛顿大
学的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濒危
灭绝的帝王斑蝶在每年数千公里
的迁徙飞行中，会用“内部罗盘”
进行精确导航。在此之前，对于帝
王斑蝶大脑如何处理飞行定位和
飞行方向的研究不是很多，研究
人员希望通过这项研究精确分析
和认识帝王斑蝶如何导航和定位
食物来源。

在这项最新研究中，科学家
以帝王斑蝶的大脑为重点。通过
测量它们大脑细胞的活跃性，监
控其触须和眼睛细胞激活速度，
对它们的飞行路径进行模型化分
析，精确地呈现这种蝴蝶使用“内
部罗盘”实现导航能力。他们试图
了解帝王斑蝶对不同类型信号如
何进行处理，以便解释它们每年
秋季都持续不变地沿着南部至西
部方向迁徙的原因。

研究证实，帝王斑蝶大脑能
够巧妙地结合地平线上太阳的位
置和时刻这两部分信息，最终发
现南部方向。它们使用较大的复
眼来跟踪空中太阳的位置，结合
时间信息判断应该朝向哪个方向
飞行。与此同时基于维持日常生
理过程和行为的关键基因节奏性
表达，会接入内部身体时钟。
“在许多动物的大脑中，都有

一个能够调控它们内部时钟的特
殊区域。但是帝王斑蝶与众不同，
集中了内部时钟的触须部位具备
全球定位的能力，指引它们的远
程迁徙而不迷航。”华盛顿大学数
学家伊利·施利泽马诺夫博士表
示，“我们建立了一个结合这些信
息的模型，模拟帝王斑蝶大脑中
运行着哪种类型的控制机制。说
明它们的触须和眼睛如何将这些
信息发送至大脑，分析是否我们
的模型能够确保沿着从南部至西
部的持续导航方向。”

在远程跋涉过程中，帝王蝶
会利用太阳来指引它们飞到墨
西哥中部的越冬地点，但移动的
太阳白天在不断变化位置。生物
学家长期以来推测帝王蝶除了
利用太阳之外，还利用某种生物
钟来导向。大多数人此前都认为
它们的导向机制存在于大脑中，

但科学家研究表明指引它们迁
徙的生物钟竟然是存在于触须
上，这种特殊的定位全球系统大
大出人意料。

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的史蒂
芬·里珀特和他的研究小组一直
致力于研究蝴蝶触须感知气味的
能力，在将剪下触须的蝴蝶放进
飞行模拟器时，它们的飞行变得
紊乱了。虽然仍然按直线飞行，但
在一起时却朝着不同的方向飞
去。相反，有触须的蝴蝶则全部飞
向西南方。究其原因，在于没有了
触须就失去了利用太阳导航的能
力，无法根据白天不同的时间调
整方向。

在研究这些失去触须的蝴蝶
的大脑分子变化时，研究人员发
现大脑的昼夜节律丝毫没有受到
失去触须的影响，这就证明蝴蝶
的定时机制实际上存在于它们的
触须上。

为了进一步加以验证，研究
者将一半蝴蝶的触须漆成黑色阻
挡阳光的吸收，另一半则涂上明
亮的颜色帮助吸收阳光射线。结
果前者开始不断地向北飞，后者
继续向南飞，这表明它们的生物
钟被打乱了。

像蝴蝶一样，其他类型昆虫
的触须也具有相似的作用。蜜蜂
具有复杂的导向机制，能利用阳
光导向发现花朵并将自己的特定
位置告知蜂群的其他成员，而且
它们还能够利用触须上的生物钟
适应白天太阳的位置变化。与人
类的感知系统相比，昆虫的感知
系统完全不同。它们能够利用脚
部感知味道，用触须感知气味，或
许在腹部也有复杂的感知系统。
而我们的感知系统实际上存在于
大脑中，有时我们的问题都停留
在表面上。

李忠东

帝王斑蝶迁徙
定位依靠触须

! ! ! !豆腐作坊能有什么副产品，不
就是豆腐渣呗。错了，还有干净环保
的生物燃料。
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小镇卡里

沙拉是印尼远近闻名的豆腐村，村
里拥塞着大约 %#"家豆腐小作坊。
两三个人在充满蒸汽的车间里汗流
浃背，用木铲搅拌豆浆，加入酸味的
液体让其结成豆腐块。
豆腐坊是耗能、耗水的大户。村

民们世世代代用木柴或罐装燃气来
加热原料豆汁。要命的是燃气供应
不能保证，往往是这个月有，下个月
就没有了。要知道，在相对拥挤的爪
哇岛，道路不怎么的，物流迟缓司空
见惯。在生产中还需要大量的水，每
生产一公斤鲜美的豆腐，约要耗费
''升的水。乱排的废水污染了工厂
周围的河流，污染下游的稻田。结果
你可以猜到，卡里沙拉成为环境污
染的“重灾区”。
不过现在不同了。一个开拓性

的绿色方案是用作坊的废水制造出
清洁燃烧的沼气。做豆腐产生的废
水，排放到蓝色的大容量沼气罐里
（见图，()*提供），经过罐中细菌的
处理，产生生物燃气，又用管道直接
输送回到各家作坊。这里的炉灶已
经改装，能使用这种可再生的燃料
加热下一拨豆浆。这里上演着现代
版的“豆萁煮豆”。当然，沼气也接入

各家各户，供日常使用。
好处不言而喻。沼

气源源不断，基本不受
气候等环境影响；只有
人在做豆腐，沼气用之
不绝；而价格只是先前
使用罐装液化石油气的
四分之一。
由于废液不再直接

排到河里，河水不再发
臭，村里的环境焕然一
新，下游的稻农也有了
好收成。
看得见的好处使这

个项目迅速扩大，沼气
罐扩展到 #个，后建的
池容量也大，生产燃气
足够 %""个家庭的家用。现在，各沼
气罐满负荷运行，更多村民申请安
装新的沼气池，这里有望成为百分
百的绿色村庄。
地方政府和研究人员还考虑了

其他的应用，比如让村里的照明灯
也用上这种燃气；或把类似技术应
用到木薯加工产业。

附近地区的官员也来参观、仿
效。据政府技术机构估算，如果在全
国铺开，每年从豆腐废水产生的沼气
可以取代 #&+万吨化石燃料。这对严
重依赖于化石燃料的印度尼西亚来
说，也是不可忽视的新能源。凌启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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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表:
想借您手背作屏幕
! ! ! !有人抱怨智能手表的显示面
积太小，用户往往看不清；而为其
开发应用软件的开发商们，设计时
也得时刻记住这样一个障碍，不能
太随心所欲。

现在，三星电子公司想出一个
妙招，借用您的手背作为放大的屏
幕，反正“手背闲着也是闲着”，而
手表本来就是戴在手腕上么。它为
,-./01.023技术申请了一项专利，
主要内容是将虚拟用户界面转移
到佩戴者的手4臂上。

专利的草图显示，,-./01.023

将拨号盘、通知，或
是菜单选项映射到人的手
背和前臂上，把它们变成交互式的
书写板。佩戴者在手5臂上写的字，
能输入给智能手机；也能按主人在
手5臂上的选择执行选项。这些处
在 ,-./01.023之外的键，都成为
了人机交互的接口。

草图还解释，在开始使用时，
智能手表会发光，探测佩戴者手背
区域的形状、尺寸，智能手表的屏
幕会相应地选定用于显示的区域。
（如图! 手背的大小已被智能手机

感知）
当然，这还只是个专利，并不

意味着三星公司现在就已着手开
发这种技术。不过想想智能手表可
能不受小屏幕的限制，我们可能会
在手表之外实现更多的功能，也是
够酷的。

该专利还显示了使用者将图
像投射到周围的表面，比如墙上显
示，同样实现互动。未来智能手表
的屏幕就更大了。 稼正

用无人机筛查可疑雷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