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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智

! ! ! !一种能把阳光转化为电能的
新型玻璃砖，最近由英国埃克塞特
大学专攻建筑一体化（!"#$）的科
技人员研发成功。这种砖块与现有
的普通玻璃砖相似，可以取代传统
砖块，无缝嵌入新建筑物，或用来
翻新现有建筑物，从而为建筑物就
地自行解决能源需求开辟了一条
新路，受到世界能源组织的首肯。
名为“太阳能方格”的这种新型

玻璃砖，每一块内均含有能将阳光
聚焦至小型太阳能电池上的智能光
学元件，将这些元件上聚焦的太阳
能汇集在一起，就能提高每一块电
池的总发电量。由此产生的电能，不

仅可为建筑物提供所需电力，还能
将多余的电能储存在电池中，为电
动车辆充电，可谓一举两得。
这种新型玻璃砖，除了能为建

筑物和车辆提供电能，据测试，它的
隔热性能也比传统玻璃砖更胜一
筹；同时，对周边景观的影响也最小。

据信，全世界的建筑物所消耗
的能源约占全球发电量的 %&'。今
后，如能在新建的办公大楼、公共
建筑、火车站和停车场等基础设施
项目中采用这项新技术，必将大大
缓解全球的能源危机。

为了加速这一创新型产品的
商业化进程，研发团队最近成立了

一家名为“太阳能建筑公司”的初
创企业。据介绍，他们计划打造的
是一种“一体化、能负担得起、高效
且具有吸引力”的太阳能新产品；
该产品的年增长率将达到 ()'，预
计 *&(+年推向市场。

行家分析认为，上述新型玻璃
砖并非将太阳能和建筑物结合起来
的首款产品。此前已有太阳能光伏
瓦片用于部分建筑物的屋顶，收到
了节能减排的良好效果。今后，如
能将这种太阳能光伏瓦片与最近
研发成功的太阳能玻璃砖有机结
合起来配套使用，整个建筑行业将
能够更好地适应全球能源的流行
趋势———世界正在走向分布式能
源系统，其中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将
越来越大，故发展前景十分看好。

王瑞良

! ! ! ! *&(, 年，美国莱斯
大学的杰姆斯·托尔团队
创造了光驱动的纳米潜
艇（《新智》*&(, 年 (( 月
*-日报道，附图为艺术
家印象）。这种单个分子
构成的纳米潜艇，由 *%%

个尾部带有推进器的原
子组成，能在分子大小与
其相仿的液体中快速行
进。纳米潜艇的思路基于
*&()年诺贝尔化学奖获
得者、荷兰格罗宁根大学
伯纳德·费林加先前的突
破性作品。

这些分子机器在紫
外光下才能移动，后者照
射纳米潜艇尾部的推进
器，其转子在单键和双键
状态中连续切换，每次切
换能提供动力，推动潜艇
向前移动 (+纳米。运行
时每分钟超过一百万转，
积累成可观的速度（约每
秒 *, 厘米），堪称“在溶
液中移动最快的分子”。
概念证明完成之后，托尔团队

开始探索该分子机器的应用，首先
想到的是验证它们能否穿透其他的
细胞。托尔解释说，“把它们放到其
他细胞的细胞膜上，然后激活，看看
发生些什么。”

团队在早期实验中采用了一
种多肽，它让分子机器有效地附着
在特定细胞（比如人的前列腺癌细
胞）的细胞膜上。有紫外光照射时，
分子机器就能被激活，钻入靶细
胞。实验中，当分子的推进器每秒
旋转两到三百万次时，它轻松突破
靶细胞的脂质双层膜，靶细胞变得

可渗透。在团队拍摄的图
像中，清晰显示了细胞质
泄漏时的气泡。分子机器
在 ( 至 . 分钟内杀死了
靶细胞。

单分子机器被证明
能附着、钻入特定的癌细
胞，这为未来各种针对性
很强的纳米药物治疗开
拓了新路子。

团队还需要克服的
另一挑战是找到一种激
活触发机制来取代紫外
线。因为紫外线限制了分
子马达在器官表面聚集
时的可控性。目前正在研
究的新触发机制中，近红
外线（"/）看来是在推进
器突入细胞时对其加以
控制的最好选择。
“在这个过程中，推进

器将同时吸收两个光子，
获得足够的能量开始旋
转，”莱斯大学团队中的化
学家王古峰说，“由于近红
外光穿透很深，试验就不

再局限于器官的表面了。”
尽管真正用于临床还有许多工

作要做，但这项技术有很多令人兴
奋的结果。除了靶向摧毁癌细胞外，
分子机器还有望能将药物直接输送
到病变细胞中。

团队还进行了一系列小动物试
验，以检验这些分子机器对生物体的
有效性。托尔说，“我们已经进行了微
生物和小鱼的实验，希望很快能转到
啮齿类动物，以测试分子机器作为范
围广泛的药物治疗的效果。”

该研究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凌启渝!图"莱斯大学#

! ! ! !如果一个地块内的土壤受到
污染，那该怎么办呢？

目前，往往需要将受污染土壤
移除，用有机溶剂清洗后再返回。
这个方法听着就是既昂贵又费时
的，再说还会产生有毒的液体废
物，需要后续处理。可谓是事倍功
半。也有一些在现场处理污染的方
法，但只适用于某些特定类型的土
壤。当然可以借助于植物0微生物
来处理，只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
产生显著效果。

果真没有快速简便的清理污

染土壤的方法？至少目前还没有。
美国东北大学的几位化学工程师
认为，使用激光可能是比目前任何
技术都好的方法。
苏明副教授和两位研究生设计

了一些装置，希望验证他们的想法。
他们采用了多孔二氧化硅组成的模
拟土壤，被一种称为 112的致癌化
学物质污染。这个 112，是臭名昭著
的杀虫剂 113的产物。之所以采用
它来做实验，是由于它在紫外线照
射下会发出荧光，容易察觉，能直接
反映其在土壤中的存在。

他们把高能激光照射在被污
染的人造土壤上，其中的 112瞬
间被加热到数千摄氏度。这足以打
破它的化学键，把它转化成无害的
小分子，比如二氧化碳和水。研究
团队发现，就在使用激光后不久，
人造土壤紫外线照射下不再引发
荧光，这表明，经过高能激光的“第
一轮轰击”，112就不再存在了。
相关的论文发表在《应用物理

学杂志》上。据称团队认为这种激光
技术将能用于所有类型的污染物，
尽管眼下只在 112上进行了测试。

如果用激光“中和”污染物的
设想能实际操作，意味着可以在现
场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还能应用
于所有类型的土壤、所有类型的污
染物。苏明副教授设想了一个系
统，包括一辆卡车，拖着装有多光
纤激光器的犁式装置，通过污染地
面，在现场净化土壤。

稼正

!涂鸦机器人"

绘制巨型多彩壁画

! ! ! !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涂
鸦变得越来越流行。“涂”指随意
的涂涂抹抹，“鸦”泛指颜色。“涂”
和“鸦”加一起就成了随意涂抹色
彩之意，也指艺术上的各种颜色
交融，以抽象的感觉描绘出一种
色彩的特殊风格。涂鸦内容广泛，
有人物写实、各种场景写实和卡
通人物等等，配上艳丽的颜色能
让人产生强烈的视觉效果和宣传
效果。现在，许多绘画爱好者利用
街头巷尾的艺术外墙，通过创作
夸张或有趣的涂鸦造型来表现自
己的想法。当然要创作出好作品
并不容易，能成为街头艺术家的
还是少数。

据英国《每日邮报》+月 *%日
报道，为了满足人们的涂鸦创作需
求，爱沙尼亚一家初创公司 *&()

年发明了一种名叫“涂鸦打印机”
的新型喷涂打印设备。用户只需要
下载一个专用 4##（应用程序）并

挑选出自己喜欢的图像，把“涂鸦
打印机”的喷嘴固定在喷漆罐上，
通过蓝牙与之连接，控制好喷洒颜
料的时机，就能够简单地在物体表
面移动颜料罐，喷涂出一张自己喜
欢的作品。

在使用时，专用 4##会首先
将手机上的图像分解成像素，并计
算出每个像素的准确位置，然后告
知“涂鸦打印机”打开喷嘴，追踪移
动轨迹，进行适时喷涂，最终一幅
图像的所有像素将被逐一喷涂到
墙壁上。
“涂鸦打印机”由打印模块和

摄像头模块两个关键模块组成，用

户用手移动打印模块在墙壁上来
回喷涂油漆时，摄像头模块会一直
跟踪打印机的位置。专用 4##始
终控制每个像素在墙上的喷涂过
程，从而避免重复喷涂，并自动识
别可能遗漏的像素。
今年这家公司再接再厉，在去

年通过专用 4##控制的“涂鸦打
印机”基础上，开发出一款会爬上
墙壁的“涂鸦机器人”。它可以绘制
任何已经被编程好的巨型图像，甚
至能够把墙壁死角考虑在内。“涂
鸦机器人”比“涂鸦打印机”更胜一
筹，不采用摄像头模块提供反馈，
而是直接运用新的计算机精确绘

点测试算法来控制，由计算机指挥
固定在线缆牵引的巨型喷头。不仅
可以控制机器人的移动，还能告诉
它什么时候喷洒哪种颜色，并且调
整每种颜色喷洒的持续时间。
在绘图过程中，首先要用计算

机读取一份由坐标和激光强度数
值组成的文本文件，接着计算机将
线条的编码（称为 5码）逐一发送
到机器人的主控制器。通过执行这
些命令，“涂鸦机器人”就能喷绘出
令人惊叹的巨大壁画。它装有 ,

种油漆桶，无论是喷口内还是墙面
上事先都没有把颜料本身混合起
来，只能靠它调配壁画需要的各种

颜色。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这并
不难实现。“喷涂机器人”已经在一
个 -&米高塔的曲面墙上进行了绘
制，用 )种颜色描绘了一位女性的
形象。整个绘制过程一气呵成，一
次经过就完成 6整幅画作。不管是
混色还是最终壁画成果，都十分令
人震撼。
“说起来很有趣，公司的创立

还是女儿的功劳。她提出想在房间
墙上画一幅独角兽壁画，我从孩子
涂鸦的愿望得到启发，着手开发
‘涂鸦打印机’。”公司创始人米克
尔·乔拉介绍说，“在最开始建立公
司时，我们的计划是制造一个绘制
壁画的自动装置，手持版本只是第
一步。大概半年之后，研发团队推
出一款调整后更方便用户操作的
新版本‘涂鸦机器人’，能够攀爬建
筑物，在电脑控制下一次性完成大
型多彩壁画。”

李忠东

用激光中和土里的污染物

让建筑物自行供电

分子机器试身手
上阵捕杀癌细胞

钻入

靶向细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