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在直墙上降落停留

无人机切勿飞火场

责任编辑∶丹长江 视觉设计∶邵晓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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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017年9月3日 星期日

/新智

! ! ! !! 运

动前活瓣

平坦!"运

动后活瓣

翘起

自带通风的健身服
! ! !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
队设计了透气健身服，上有指甲或
更大一点的小活瓣，可开启通风或
闭合，应对运动者身体的发热出
汗。奇特的是，活瓣的衬里中有活
的微生物细胞作为传感器和执行
器，完成湿度变化后的收缩和膨
胀。当人出汗时，它们带动小活瓣
翘起；身体降温时，它们将其闭合。

为什么在这种织物中采用活
细胞呢？研究人员说敏感的活细
胞能直接感知湿度并作出响应，
不需要其他手段。而这些微生物
细胞经证明也是接触安全的。

他们设计的一套长跑服用乳
胶制成，生物组件（就是带细胞衬
里的活瓣）整合其中。各瓣的大小
及打开程度是根据先前测得的身
体热量和汗水分布图设置的。科
学家解释，“热量和汗水的分布其
实并不一样，我们参考热量图，在
更多热量的部位采用大一点的
瓣；同时也参考汗水图，有些部位
（如脊椎下方），汗水多，但没太多
热量，瓣就小一些。”

活瓣的下方有支撑框架，衬里
层的细胞不接触穿戴者的皮肤，但
又能感觉皮肤表面空气湿度的变
化。在试验中，受试者穿上这套透
气健身服在器械上跑步、骑自行
车，研究人员则借助其背部的传感
器实时监测温度和湿度。另一人穿
着普通跑步服，作为对比。

锻炼 !分钟后，正是受试者
报告感到发热出汗的时候，透气
健身服的小活瓣翘起了。而发现
传感器读数显示，这样有效地降
低皮肤温度，避免身体出汗。试穿
者说“感觉就像背上装着空调。”

生物学家在自然界中观察到
不少变形细胞，从松树球果到微
生物细胞，甚至是一些特定蛋白
质，它们会在湿度变化时改变结
构或体积。麻省理工团队探索天
然酵母、细菌和其他微生物细胞
的形状改变机制，看能否用作构
建吸湿性织物的砌块。研究科学
家王文说，“这些细胞很强，附着
在涂层上能引起其弯曲。”

首先试用的是大肠杆菌，它

被发现会响应湿度的变化而胀
缩。科学家还通过基因工程让这
些细胞表达绿色荧光蛋白，让细
胞在潮湿情况下会发光。

改造后的细胞打印到天然乳
胶片的粗糙表面，形成双层结构，
暴露在潮湿环境中。当它在热板
上干燥时，细胞收缩，使乳胶片向
上卷曲；再暴露在湿气中，细胞开
始膨胀（并发光），乳胶片重新摊
平。经历 "##次这样的干湿循环
后，细胞层或乳胶片整体性能都
没有显著退化。

该团队包括 "$名研究人员，
主攻机械、化学工程、建筑、生物
工程、服装设计等，他们还制作了
一双透气跑步鞋原型。鞋底处缝
合多个向下弯曲、带细胞衬里层
的皮瓣。同样根据脚的热量和汗
水图设计皮瓣的大小和位置。王
文说：“开始我们把皮瓣放置在鞋
面，但发现通常是脚底出汗多，甚
至导致像疣这类的疾病。我们想
看看能否保持脚的干燥，避免这
些疾病。”

十分重要的是，借助基
因工程的新工具，科学家能
迅速、大量地准备表达多种
功能的活细胞。上面提到潮
湿环境中发光的细胞就是一
例，“这样能让人知道你在黑
暗中的位置。未来，如果通过
基因工程引入气味释放功能，
也许你在健身房里，衣衫能释
放出好闻的气味。”

设计的细节发表在《科学进
展》。团队正寻求与服装
企业的合作，采用商业化
设计，并探索其他用途，
如响应湿度的窗帘、灯罩
和床单。

“这项工作是利用生物
动力设计新材料和新设备实现
新功能的例子。”论文作者之一
的机械工程系赵宣赫副教授
说。“我们相信‘活的’材料和设
备是个新领域，将在工程和生
物系统接口方面找到重要应
用。” 凌启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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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发生了数起中国游客被法国警方拘留、接受
司法调查的事件，原因是其在巴黎放飞无人机。中国
驻法大使馆网站提醒，巴黎上空非经批准是严禁放飞
无人机的，中国游客和旅法侨胞应当自觉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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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禁飞无人机的，其实远不止此
例。最近，美国森林服务局（%&%）推
出了一组宣传画，提醒无人机远离
他们称为“无人机禁飞区”的山林
火灾现场。其中一幅画着一双戴着
锃亮手铐的手，正操纵无人机飞行
在野火之上。意味深长的文字是，
“如果你让无人机飞近火场，务必
习惯一下戴手铐的滋味”。

那些让无人机进入火场上空
的人，往往就是想让它们拍摄到本
来无法捕捉的场景照片，发到“朋
友圈”分享，炫个技、讨个赞。殊不
知，这样就有可能会让消防员付出
生命的代价。
道理很简单。森林服务局等部

门会使用野地消防飞机（或直升机）
在火场上空倾倒水，喷撒灭火药剂。
这些飞机飞得很低，掠过的速度也

必须快。“野路子”的爱好者无人机
潜入森林火场，会对飞行安全构成
严重威胁，消防飞机就不能起飞。宝
贵的时间流逝，空中作业救火过程
阻断，也使身处火场的消防人员、居
民和财产面临更大的风险。

'#"!年，就在加州北部的山
火烧得最为猖獗的节骨眼上，飞往
火场倾倒水的消防直升机发现前
方有 !架无人机正飞越洛杉矶高
速公路。直升机不得不降落地面，
因为现场烟雾弥漫、视线朦胧，空
中相撞的可能和潜在的危险性太
大。这次延时超过了 '#分钟，严重
影响了消防作业。

而 (月，一名 !$岁的亚利桑
那州男子因涉嫌操纵无人机飞入
古德温大火中而被捕。当时一架直
升机正在空中作业，见状被迫立即

着陆，停飞达 '个小时。这场大火
后来花了 '周时间才完全控制住，
过火面积相当于佛罗里达迪士尼
世界!)*+平方公里"。

")(#年代以来，火灾季节延
长，火势灾情也更激烈，再加上气候
的变化，野外消防队员的工作难上
加难，潜在危险陡增。本月就有两名
消防员死于扑火行动。为一家私人
承包消防公司工作的 ")岁消防员
特伦顿·简森，牺牲在蒙大纳附近锡
利湖区的火灾中；来自加州 ')岁的
消防队员布伦特·威瑟姆则在西蒙
大纳的洛洛峰灭火行动中阵亡。
森林服务局表示，据统计野外消

防队员的死亡率比保卫房屋建筑的
战友高出 *倍。真的不希望你让无人
机进入野火场，不要使奋战在旷野的
消防员工作更艰苦、更危险。 小云

! ! ! !飞鸟能自
如地着陆，或
栖停在树上；

会从空中扎入潜水；也会在翱翔时
翅膀变形。这些功夫，都已经有固定
翼无人机模仿了一番，有的还像模
像样的。不过，能学鸟儿在垂直表面
降落、停留，再行起飞的固定翼无人
机，好像还不多见。加拿大舍布鲁克
大学的研究团队研制了一种多模态
自主无人机（%+,-.，其中的 %表
示舍布鲁克），成功地学了一学这等
垂直飞停的功夫，并在最近的“活力
航空器 '#"(”会议上一举赢得了
“最佳机器人论文奖”。

团队意识到，鸟类要完成降落
垂直表面等的动作，绝招在于一种
能力，就是借助“最后一分钟的向
上推力”在其接近栖息地点时调整
飞行路径和姿态。灵感来了，如何
移植到自主固定翼无人机上去，却
艰难得很。团队进行了数千次的空
气动力学模型模拟，最后才得到了
无人机正好达成在垂直表面“壁
咚”所需的推力和俯仰角度。
在一次演示中，无人机向垂直

墙壁迎面飞来，速度在每秒 (至 )

米；这时它的激光传感器探测到前
方的墙壁，通过反馈控制让机身向
上倾斜，同时速度减慢到每秒 "至

/米。而当其贴近墙壁时，飞机的
动力增加，保持机身的垂直姿态。

这时，无人机带有细纤维的
“脚”抓定在墙上，由悬架吸收了螺
旋桨停转引起的冲击力。研究团队
说，这些特制的脚能抓住任何粗糙
表面，包括砖、混凝土和灰泥。无人
机于是能留在墙上“休息”待命，需
要再次起飞时，它启动螺旋桨飞离。
研究团队认为，这种类型的无

人驾驶飞机可以在普通无人机不
能停留的地点停下休息、节省能
源，从而使任务的执行得以延续，
因此更适用于长期的监视行动。当
然，既然它们能在垂直的表面上栖
停、挪位、再出发，也可以对桥墩、
高架等建筑实施检查，部署在灾区
使用也自有优势。 比尔

固定翼无人机有神功

! ! ! !在科幻小说中，有这
样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幕：
只要触摸一下一块小芯
片，整个人体器官就会很
快痊愈。而现在，据英国
《每日邮报》道，美国科学
家在哥伦布实验舱中开发
出一种组织纳米转染
（010）新技术，使得这种
神奇的幻想看起来即将成
为现实。010首次实现活
体内细胞重组，有望在身
体内生成任何用于治疗目
的的细胞类型，快速帮助
修复受损组织或恢复老化
的器官、血管及神经细胞
等组织。这项研究由俄亥
俄州立大学再生医学及细
胞疗法研究中心主任钱
丹·塞恩博士和俄亥俄州
立大学工程学院化学及生
物工程系詹姆斯·李教授
共同主导，研究成果已发
表于《微科技自然期刊》。

010技术的关键在于
芯片和遗传负荷两个主要
因素，芯片由科学家利用
微技术设计而成，可以把

所谓的遗传负荷注入到人体细胞中。
芯片携带了 .1-或 21-形式的特
定遗传负荷，将这种遗传负荷运用到
细胞中，会把它们原有的结构和功能
改变成修复伤口所需的结构和功能。
研究人员解释说，这项再生医学新技
术采用的是一种在单细胞水平上良
性的、瞬时的和剂量可控的重组因子
（预编程的 .1-或 21-）的交付方
法，可以通过一个使用纳米技术的器
件对细胞进行重新编程。首先对皮肤
表面进行光电刺激，然后将一个硬币
大小的芯片放在伤员的皮肤上。伤员
只需用手触摸芯片，它会在不到一秒

的时间内将重组因子通过高强度的
聚焦电场以非侵入方式交付到成活
皮肤细胞中，最终将皮肤细胞转化成
任何想要的细胞类型。然后将芯片取
出即可。
研究人员在实验鼠身上进行了

测试，将 010技术运用在实验鼠伤
腿的皮肤上，伤腿的血流也发生了
阻塞。第二周老鼠的皮肤细胞变成
了功能性的血管，到第三周伤腿在
没有其它药物干预的情况下完全康
复了。在第二组实验中，研究人员运
用 010 技术将皮肤细胞转换成为
脑细胞，从而帮助修复脑中风所摧
毁的区域。具体来说，在实验鼠中枢
脑动脉被堵塞后，将活体的皮肤细
胞重新编程为神经细胞，注射进脑
损伤实验鼠体内，代替因中风而遭
到破坏的部分。在几周时间内，老鼠
的脑部已经全面恢复功能了。
研究证明，皮肤是一片沃土，可

以用它作为“园地”，根据身体治疗
外伤或疾病的需要，“生长”出身体
需要的某些种类的细胞，例如四肢
上的细胞，甚至是脑细胞。这一切似
乎难以想象，但却是切实可行的，有
效率高达 )34。“整个过程只需几
分之一秒就能完成，并且是无创
的。”塞恩博士表示，“更令人激动人
心的是，这种技术不仅对皮肤有效，
对任何组织都有效。”

010技术的突破在于首次实现
了细胞在活体内的重组，不像引入
病毒等细胞疗法那样具有高风险，
其中的基因转化可能会产生严重的
副作用。两种技术的区别是传送
.1-进入细胞的方式不同，相比之
下 010技术只聚焦于单细胞，也不
会带来任何创伤。而且患者不用去
实验室或医院，在任何地方就
可进行现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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