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全球最大科技出版社之一的施
普林格旗下《动物认知》期刊最近发
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家鸡的智力被严
重低估。作者洛丽·马里诺在对涉及
家鸡的心理、行为和情绪活动等的最
新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之后，得出了这
个结论。这位美国一个有关动物福利
及研究项目的资深
科学家认为，作为
世界上数量最多的
家养动物，家鸡有
着独特的个性，不
但善于用策略智取
对手，而且还会进
行相关的演绎推
理，能力相当于 !

岁儿童。
家鸡对于数

字有一定的认知，能够区分数量，并
有数量排序的概念。在一项试验中，
研究人员将两组不同数量的物品放
置在刚刚孵出 "天的雏鸡面前。用
两块隔板阻挡物品，并在两组之间
进行物品的移动。有趣的是，家鸡在
物品消失后仍然能成功找出哪块隔
板后面的物品更多，似乎进行了加
减形式的简单算数。进一步的实验
证实，家鸡可以把数量的多少和左
右空间位置结合起来，把数字映射
到几何空间中。
科学家发现，家鸡有一定的记忆

能力。它们在看到一个移动的小球
后，即使对方消失不见了，还能够在
#$%秒钟内记住其移动的轨迹。如果
将小球的位移遮挡住，家鸡照样可以
在 &%秒钟将其移动的轨迹记住。在
类似条件下，它们的这种能力与大多
数的灵长类动物相差无几。
马里诺指出，家鸡在争取更好的

食物奖赏时会保持自制力。如果等待
时间和进食时间之间有某种关联：等
待 '秒能进食 (秒，等待 &秒进食
''秒，那么大多数家鸡会对此“心照
不宣”，选择等待 )秒后来进食。
家鸡对于自己在啄食顺序中的

地位，也能进行自我评估。它们有
“等级之分”的概念，根据战斗力的
高低来默认啄食顺序。如果一只外
来的母鸡战胜了鸡群中排名第一的
母鸡，再将它放入鸡群，那么鸡群中
的母鸡无一敢与之决一雌雄。倘若

把外来的两只家鸡一分胜负后同时
放入鸡群，战败的那只必将受到来
自鸡群的更多攻击。
家鸡的“自我意识”还表现在沟

通方式上，其中包括一系列不同的
视觉展示和至少 ')种不同的鸣叫。
例如在遇到危险时，家鸡会传递警

报信息的信号，这
就需要像高智商
灵长类动物那样
具备领悟其他动
物意图的能力。
和其他许多动

物一样，当所处群
体环境需要家鸡解
决问题时，它们表
现出自己的认知复
杂性。而且还可以

感知时间间隔，并预见未来发生的事
情。对于恐惧、期待和焦虑等一系列
复杂的情绪，不论消极还是积极的，
家鸡都能够感受得到，并且视情况做
出最有利于自身的决定。
家鸡具备简单形式的移情能力，

母鸡和小鸡之间的实验证明它们之间
的“母爱”。小鸡个性鲜明，母鸡有一系
列单独的母性特质，似乎会通过情绪
传染影响到小鸡的行为。研究人员把
一种令家鸡感到厌恶的温和气体分别
喷入母鸡鸡笼和小鸡鸡笼之后，经历
丰富的母鸡没有过多反应，但不少小
鸡因为没有经验而感到慌张。
测试结果显示，当母鸡看到小鸡

在鸡笼里惊慌失措时，会警戒式地站
立起来，心率加快，发出叫声。究其原
因，在于母鸡因为意识到小鸡的威胁
而被传染了情绪。与此同时，母鸡的
表现也会对小鸡产生作用。小鸡在面
对厌恶气体的喷入时会观察母鸡的
反应，如果母鸡表现镇定，小鸡对刺
激的极端反应会有所减少。
“家鸡的智力水平长期以来被其

他禽鸟种类遮掩了，人们觉得它们身
上缺乏其他聪明动物所具备的多数心
理特点，往往认为其智力水平也比其
他动物低。”马里诺强调道，“对多数
人来说，家鸡心理学是个很陌生的概
念。科研人员未来将就家鸡的心理和
行为提出更多问题，通过更准确丰富
的数据让人类更加真实地了解家鸡
究竟是怎样一种动物。” 李忠东

! !机器人"购物车#装着货跟你走

! ! ! !好多“眼镜客”会有这样的体
验，如果想在看近和看远之间切
换，可能需要换副眼镜。于是就有
了不少应对的方法，如多焦镜片、
双光镜片，帮助实现一副眼镜看远
又看近的初级目标。还有像 *+,-./

那样的变焦眼镜，你可以随时调整
焦距，不过这需要手动一下，还需
要对双眼分别操作。

美国犹他大学卡洛斯·马斯特
兰杰洛教授领衔的科学家团队做得
更好一些，他们最近开发出可根据
你的目光所视而自动调整焦距的眼
镜，其“液体透镜”能改变形状。
每个眼镜片由一前一后两层透

明橡胶膜组成，中间夹着一层清晰
透明的粘性甘油。眼镜配备 (个机
械式执行器，能推动后面一层膜前

后移动，压出或吸进甘油，改变透镜
的曲率，从而改变眼镜的焦距。

执行器所接收的调整指令来
自于一套自动化装置，它能确定使
用者眼睛所视的物体。眼镜支架上
的电子测距仪借助红外线脉冲，实
时确定所视物体的距离。当这个距
离的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系统就

会通知执行器调节镜片。研制者
称，上述的过程将在 #)毫秒内完
成，足以提供流畅的使用感受。

首次使用这种眼镜时，使用者
需要通过蓝牙，用智能手机上的应
用程序校准自己的光学时效。而这
以后，只要光学时效不改变，就不
需要重新调整，一切交由眼镜自动
处理。

他们的成果发表在《光学快
报》上。马斯特兰杰洛表示，市售的
充电电池能为这副眼镜供电 ')小
时。照片中的样机看上去还有点臃
肿，而最终版本的电子对焦眼镜将
会轻盈得多。该技术目前正在犹他
大学的衍生公司 01234-5-/ 开发，
希望能在 (年内实现商业化。
稼正（图：067-.6-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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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去附近的超市、菜场买些东西，
需要拖个滑轮包吗？很可能会有神
器取而代之了。美国的比亚乔快进
公司（伟士牌摩托车制造商新设的
分公司）最近开发了一种 97:2两轮
自平衡机器人，堪称 '#世纪的滑轮
包，能携带着你买的货物，跟在你后
面走，甚至还会自己回家。

97:2是意大利语“短途旅行”
的意思，这款机器人的适用范围也
就讲清楚了。它高 &&厘米，'个橡
胶大轮胎夹着的胖胖机身能容纳
重 #$公斤的货物，行进中保持机
身直立方向不变。两个轮胎可以分
别控制，这使机器人实现零半径拐
弯。它能匹配人的步行速度，跟在
两手空空、悠哉踱步的主人后面，
沿着人行道从超市走回家；而如果
你骑自行车，它也能以最高 ("公
里的时速跟着你。
使用时，用户佩戴一根白色腰

带，前面有个摄像头。一路走过时，
系统采用称为 0;*<（即时定位与
地图构建）的现有技术，创建用户

环境的三维点云地图。97:2能在此
地图上确定自己的位置，并借助其
跟踪白色皮带的立体摄像系统确
定主人的位置。
“如若你走出视野，好比拐过

角落，或穿过一条小巷，97:2很快

就会赶上你，”比亚乔快进的首席
运营官莎莎·霍夫曼说。“它仍然知
道它要去哪里，因为它已看到了你
走的道路。”
此外，一旦它跟着用户走过某

段路，就能使用系统创建的地图，

自主返回。用户还可以在途中设定
几个标记点，以后 97:2在自己旅
行时，就一定会走过这些点。

97:2以它的摄像头和超声波
测距系统构成一个避障系统，防止
途中撞到路人和物件。机器人用电

池供电，(小时充电能以步行速度
使用约 $小时，一路狂奔则会耗电
多一些。
“如果需要它到家时绕到房子

后面，你可以在地图上设置厨房、
餐厅、前门和后门等不同的点，”霍
夫曼解释说。“比如你们从超市回
到家的前门口，要 97:2把东西送
到厨房，可以触摸它屏上的一个
键，告诉它到厨房去。”

97:2于 '月初在波士顿正式
启动。按计划将先试用“商家到商
家”模式的样机。消费者版本可能
会在 #年后跟进。霍夫曼表示，“比
亚乔有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成功
经验，所以一定能生产价格能被消
费者接受的产品。”

而我在想，如果 97:2能有一
个学生版，把孩子们的书包给替代
了，那应该是大受欢迎的。只是技
术团队得面对一系列新的需求，比
如几百号学生一起离校，机器人书
包怎样不跟错人，怎样避免碰撞，
怎样过马路。 凌启渝

21世纪最新购物滑轮包长什么样？

家鸡的“智商”相当于7岁儿童

机器人拜师蝙蝠 伸展出柔性翅膀
! ! ! !动物王国，可以说是机器人设计
师的灵感源泉。蚂蚱、弹涂鱼、章鱼、
鳄鱼，都是人类的好老师，它们引出
了各具绝技的特色机器人：跳得高的
0*;=>、湿地爬的<?++5@A:、全身软
的>6:ABA:等等。最近，美国加州理工
学院和伊利诺伊大学的工程师们又
开发了模仿蝙蝠的机器人 @*=

@>=，它飞行时拍动柔软的翅膀，展
示了替代旋转叶片的更安全留空技
能；而开发这款无人机的全过程，也
让科学家更真切地理解了自然界蝙
蝠的飞行力学。

学习蝙蝠的关键在于模仿其
翅膀的复杂结构。蝙蝠在环境难辨
的黑暗中飞行，能完成急转、避让
等空中特技，翅膀复杂的肌肉骨骼

系统是靠得住的利器。通过扭转
肩、肘、腕等处的关节，蝙蝠的柔性
翅膀能随时灵活地改变形状，使其
能转向不下 )%个方向移动，实现
紧急拐弯，潜入水中等高难动作。

团队制造的蝙蝠机器人仅重
C(克，翼展约 %D(米，机载的微型
计算机和一系列传感器让它能模
仿其自然界老师的飞行机制而自
主飞行。

对团队的严峻挑战是自己制
造翅膀。机器蝙蝠的薄翅膀在飞行
过程中不断改变形状，不仅帮助掌
控方向，还提高了翅膀每次扇动的
功效。当翅膀向下拍打时，薄膜兜
到一团空气；而在弧形底部，薄膜
弹回到原来的位置，释放出被困的

空气，为蝙蝠增添推力。
试制时，研究人员无法找到有

足够弹性充当蝙蝠翅膀的现成材
料，他们自行开发了厚仅 "&微米的
有机硅膜，来满足功能上的要求。实
验证明，由于巧用了空气团，拍打薄
膜翅膀飞行所需要的能量比现有无
人机飞行所需的能量要节省得多。

他们的研究发表在《科学机器
人》杂志。研究团队的阿里瑞札·莱
米齐尼说，“我们的设计是拍翅膀
空中机器人中最先进的成员之一，
它演示了蝙蝠的自主飞行形态。”
专家认为，软翅膀的蝙蝠机器人扩
大了无人机的使用区域，特别在
（传统无人机）飞旋的锋利转子可
能伤人损物的场合。 小云

甘油填充镜片 眼镜自动对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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