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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智

! ! ! !搭乘火车、汽车到机场，等候
安检，穿过狭窄的通道上飞机……
这些都让坐飞机出行的舒适度大
打折扣。

瑞士洛 桑 联 邦 理 工 大 学
（!"#$）设计的 %&'()*'+模块式超
级飞行器，希望将火车和飞机的旅
程结合起来，改变人们的出行方式。

%&'(,-'+飞行器系统大体由两
部分组成。
首先是飞行组件，包括机身、驾

驶舱和发动机，自成一体，电力驱
动，高超声速飞行，航程预计将与现
代中型客机相当。机身就像是隐形
轰炸机那样的飞行翼，机翼两侧各
伸出一个带起落架的金属支架，使
飞行器停在机场时，机身高于地面，
便于搭载舱固定到机腹之下，或卸
载。这也让人联想到战机携带导弹
的方式。
第二部分，就是模块化的搭载舱

（不是一两个，而是许多），既可运送
乘客又可装载货物。每个 %&'()-'+舱
的设计长度为 ./米，重量 .0吨，可
以作为车厢在轨道上行驶，到达机场
后由牵引车送到飞行翼下方连接固

定，就能起飞了。在飞行航程的终点
也能同样方便地脱离机体，使机身实
现非常快速的地面流转。1"2$管理
%&'(,-'+ 项目的克劳迪奥·雷纳德
说，这将让运营商能最大限度地利用
最昂贵的组件———机身。
当然，设计 %&'(,-'+的主旨在

于革新交通方式，使未来的航空飞
行更为简单方便。它使轨道交通和
航空运输无缝连接，实现真正的“空
铁联运”。搭载舱是通用的，在陆地
运输后无缝交给飞机；飞行结束后，
搭载舱原封不动地加载到轨道或卡
车上，继续地面行程。

这种跨模态的运输为航空业开
辟了巨大的可能性。例如，可以有一
些公司专注于飞行，管理机身和搭载
舱（群）；而其他一些则专注于乘客服
务。因为同一架飞机可搭载多达 .个
独立舱，乘客甚至可能在 .个不同的
竞争对手中选择。而运营商也能向市
场推出多行程业务，其起点或终点的
位置都可以远离机场。

%&'(,-'+给乘客带来的方便不
言而喻。乘客在车站直接进入客舱，
有望经历公路、铁路和航空旅行而安

坐在同一个舒适座位上，减少甚至完
全避免在机场排队等待的时间。登机
（或离机）可能在远离机场的地点进
行，大幅提升乘客的舒适度。

那么，%&'(,-'+ 飞机的设想真
能实现吗？航空专家的表态现实而
谨慎。-'+'34'567咨询公司创始人艾
迪生表示，从工程概念的角度，
%&'(8-'+是个绝佳的设计，但商业
运作上成功的机会有限。毕竟这是
在与成熟而完善的现有技术竞争，
再则市场是否准备接受这样的新概
念也未可知。

%&'(,-'+设计师充分意识到未
来的挑战。他们正建一个 90米长的
无人机原型，以更深入的空气动力模
拟来测试概念飞机的性能，验证其整
体可行性。但雷纳德表示自己的终极
目标仍坚定不移：能同时搭载 .个模
块舱，各携带 9:0名乘客的飞行器。
他说将采用业界已使用而公认的技
术和材料，也在寻找使用生物燃料或
液态氢作为替代燃料的可能性。

无论模块化航空的前景如何，
我们想说，航空梦想家们的想象力
值得点赞。 凌启渝

! ! ! !要说“减肥的成功者”，电脑可
以算一个。人家可是一路发展功能，
一路瘦身塑形的。就拿你手中的智
能手机说事，它现在包含的计算能
力，甚至大于当年美国的阿波罗任
务使用所有电脑的总和。
有个人突发奇想，想要重新用

分立的元器件搭建计算机，结果他
成功地建造了一台能玩玩《俄罗斯
方块》的 9;位电脑。尺寸么，占去了
他家客厅的一大半；一算账，搭上了
<万欧元。

他叫杰姆斯·纽曼，<年前在英
国剑桥开始了他称为“=>5?(+@A>4!

4@+”（巨型处理器）的工作。作为软
件工程师，纽曼对数字电子产品的

功能有很好的了解，项目的初衷只
是想找到一种方式，让处理器的工
作可视化，“想知道看到数据的流动
会是什么样的”。
他开始使用分立的晶体管建造

处理器。一块硅芯片中集成了成千
上万的微型器件，他就得用成千上
万个晶体管去复原它。他还增加了
一些功能，比如输入设备、$1B显
示等，以便实时显示数据的处理，并
方便使用。一开始他并没有打算“让
处理器长得这么大，”他说，“我是一
点点陷进去的。”
现在纽曼的“巨型处理器”初具

规模，由超过 <万个晶体管和 C万
个 $!B灯管组成，<:/公斤重。巨

大的机器 CDE米高，总长度有 F米，
能以宏观的尺寸揭示一个微处理器
的内部运作。它超大，但绝对不是
“超级”，其时钟速度最高为 E千赫
兹，但演示时即使将其压低到 E赫
兹（千分之一了），处理器还是工作
得太快，导致 $1B看上去就是常亮
状态，完全达不到演示的效果。通常
纽曼只能让处理器工作在 C赫兹。
纽曼为这台计算机编写了一些

程序，让它学会了《俄罗斯方块》和
《井字游戏》。接下来他希望添加的，
是非智能手机时代的经典视频游戏
《贪吃蛇》。

朋友和家人对他这种不合时宜
的“反潮流”项目怎么想？他在网站

回答，“他们很感兴趣。当然，他们都
认为我疯了。”对于“为什么要这样
做？”，他只是简单地回答：“因为我
想这样做。”
纽曼想给“巨型处理器”找个好

的家，最好是某个可以用于教育目
的的地方，“它能向人们展示他们所
使用东西的原理，可能会让一些年
轻人对晶体管的工作感兴趣。”当
然，他也好腾出自己的客厅。稼正

! ! ! !北卡罗来纳州，是美国的产猪
大州。而工厂化饲养场的废料排
放，有可能成为巨大的环境问题。
北卡州科学家试验用猪粪便生产
粘合剂，作为传统沥青生产中所使
用石油的低成本替代物，希望为猪
粪铺出一条可持续的出路。
北卡罗来纳 -GH州立大学研

究人员发现猪粪料中富含一种与
石油非常相似的油，这种油等级太
低，不能用来制造汽油，但制造沥
青没有问题。

团队在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
下开发的流程，将猪粪废物变成黑
色的“原油”，再用于沥青生产中所
需要的粘性粘合剂。处理猪粪得到
一加仑油的成本是 IJ:; 美元，比
目前的石油粘合剂便宜得多，且更
加环保。
“我们生产粘合剂的方法与炼

油厂不同，它们提炼原油，主产品
是燃料，留下沥青。”领衔研究员、
土木工程副教授埃莉·菲尼说。“我

们则是采用破碎生物分子结构、重
新合成结构的方法。而生物粘合剂
成本较低，混合和压实过程需要的
热量较少，铺的路也更耐用。”

司机不必担心道路有猪粪便
的刺激性气味，那些挥发性脂肪酸
的混合物在加工过程中都被过滤
掉了。而生产过程中留下的干物
质，则可以作为肥料使用。

生物沥青路面接受了严格的
测试，看它在现实世界能否按标准
保持路况完好、其中一项就是模拟
卡车的 K万次通过。测试是成功
的，符合美国运输部的规范。团队
因此成立了一家生物粘合剂公司
以扩大他们的研究。

美国目前约有 .L0万公里的
沥青公路；用传统石油沥青铺设的
城市双车道道路每公里成本超过
:0万美元。“用猪粪代用是明智的
方法，有成本红利，”菲尼说。“我们
愿帮助农民和建筑业。我们看到了
一个双赢的方法。” 比尔

! ! ! !正在西英格兰大学工作的几
位西班牙研究人员研制了一种装
置，借助细菌代谢让尿液发电。他
们的试验柜安装在世界上规模最
大露天音乐节之一的格拉斯顿伯
里音乐节的一个公共小便池，发的
电足够点其厕所的 $1B 灯管，成
功地照亮了自己（图，MN1）。而团
队的最终目的则是提升发展中国
家或发电能力有限地区（如难民
营）的卫生设施。
成员之一的艾琳·美利奴介绍

说，“原型的技术基于微生物燃料
电池（O2%），它和普通电池一样有
正极和负极。”

发电装置包括收集尿液的容
器，目前只能从男小便池收集。而
在系统内部的阳极电极，聚集有特
选的细菌，它们也作为催化剂，分
解尿液中的有机物质。
这个分解过程既释放质子，又

释放电子，其中的质子从阳极穿过
半透膜到阴极。而电子则走外部电
路，在阴极发生氧还原反应，完成
发电循环。上述过程发出的电力，
足够点亮灯泡或 $1B管。

艾琳强调，“我们的项目是针
对发展中国家，以纳入其卫生设
施，改善运行。除发电之外，这个系
统还减少化学需氧量（%PB）；就是
说，也在完成尿无害处理的部分工
作。”
团队目前已进行过 K个试验，

一在西英格兰大学的校园，使用者
数量有限；而在格拉斯顿伯里音乐
节的装置每天约有一千名使用者。
这个小便池门外标注着：“此处的
尿液会得到很好的利用。”
在两个实验中，产生的电力都

用于照明安装小便器的隔间。前一
原型包含 KEE个微生物燃料电池
单元，平均产生 L:毫瓦；音乐节的
原型包括 <.K个单元，平均产生
.II毫瓦。化学需氧量 %PB的去
除率，校园版在 F:Q以上，音乐节
版在 .0Q左右。
至于“尿液电池”的造价，领衔

研究的布里斯托尔生物能源中心
主任扬尼斯·耶罗普洛斯教授透
露，一个微生物燃料电池的成本约
为 9J:美元，拿音乐节原型的电池
组而言，为 ;:0美元（约合人民币
<.00元），并不算贵。
团队正与乐施会等组织合作，

计划在印度或非洲的一些地区测
试这些尿发电装置。具体而言，是
那些缺乏照明条件的难民营、社
区、学校和公共厕所。“最终目的是
使公共厕所自己有电照明，也可能
照亮外界。在贫困地区，这有助于
妇女和儿童的安全，她们可能不得
不使用居所外的公共厕所。”耶罗
普洛斯教授说。

研究团队得到盖茨基金会的
资助，研究结果发表在《环境科学：
水研究和技术》。 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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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可持续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