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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智 /星期天夜光杯

! !有首儿歌这样唱道：“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要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其实，小燕
子不完全是因为“这里的春天最美丽”才飞来，而是它有迁徙
的习性，每年会从寒冷的北方飞到暖和的南方过冬，春暖花开
时则会从炎热的南方飞到温暖的北方繁殖后代。
自然界中不少鸟儿都像小燕子那样有迁徙的习性。它们

迁徙大多是为了躲避北方的酷寒天气，越是靠北的寒冷区域，
鸟儿的迁徙比例越大。鸟儿迁徙的距离少则几百公里，多则数
千公里。在如此漫长的迁徙旅途中，它们为何不会迷路呢？科
学家很早就推测，鸟儿体内有导航系统可以感知地球磁场，指
挥鸟儿按照正确的路线迁徙。
鸟儿体内的导航系统究竟是什么？多年来没有确切的答

案。最近，澳大利亚科学家认为他们可能找到了鸟儿导航之谜
的谜底。研究发现，鸟儿的耳朵内藏有一个铁质小球，它就如
同一个指南针一样可以帮助鸟儿导航，让鸟儿始终不会偏离
正确的路线。
鸟儿耳内的指南针不止一个，而是有数千个，这些指南针

一起帮助鸟儿辨别方向。我们不仔细看，还真难在鸟的头部发
现它的耳朵，这么小的耳朵能装得下那么多指南针吗？我们不
用担心，因为这些指南针特别微小，不过是直径只有 !"纳米
的小铁球，#"""个这样的小铁球一个接一个地排列起来也只
有头发丝那么粗。铁球状的指南针存在于鸟儿耳内的毛细胞
中。这些毛细胞不仅可以帮助鸟儿听到声音，而且可以感知地
球磁场的变化。
对于鸟儿耳内微小铁球的作用，研究人员还不敢完全肯

定。研究团队负责人大卫·基耶斯表示：“我们在多种鸟儿耳中
都发现了这些小铁球，但是哺乳动物的耳中却没有这样的小
铁球。我们并不完全清楚这些神奇铁球的作用，需要更多的时
间来找到答案。”
以前的观测表明，一些小候鸟在没有老鸟的带领下也可

以从北方的繁殖地飞到几千公里外温暖的栖息地。为什么候
鸟天生就有自主长途导航的能力？鸟类学家一度对这个现象
难以给出确切的答案。鸟儿耳内微小铁球的发现表明，鸟儿的
导航系统是其生理结构的一部分，因此它们认路的能力是天
生的，而不用靠后天的学习来获得。

尽管一只鸟儿可以独自找到来回迁徙的路线，但是它们很
少独自迁徙，它们往往集群迁徙，有时群体庞大到有数十万只鸟
儿，每过一处甚至造成遮天蔽日的效果。这是因为尽管鸟儿的导
航系统很精确，但是免不了有失误的时候，集群活动可以保障它
们百分之百不会迷路。更为重要的是，集群迁徙可以相互帮助、
共同御敌，这样的协作互助精神在动物世界随处可见。

耳内的指南针只是鸟儿导航系统的一部分，它们对远距离
导航起重要作用，以便鸟儿在远飞时大方向不会出错。鸟儿在方
圆几十公里乃至近到几十米的范围内活动时，耳内小铁球只起
辅助作用，鸟儿要想顺利地找到巢穴和捕食地，则得依靠视觉系
统来导航，它们得看日光和周围的标志物来识别方位。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鸟类学家杰姆·冈格拉表示：“不少
人都对我说，你们为什么要研究鸟儿为什么不会迷路，研究这
个有什么用。其实，弄清鸟儿导航的奥秘，不仅可以帮助我们
更好地认识鸟儿和保护鸟儿，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开发更实用
且更廉价的导航系统。”其实，摈除这些功利的目的，仅仅满足
人们的好奇心也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人们通过不断地认
识自然环境来丰富自己的知识，从而不断推进人类文明朝着
更加和谐的方向进步。 安娜

! ! ! !当个物理学家，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寂寞无
趣，美国芝加哥大学两位物理学家就创建了一
个新玩意儿———在液体中制造了一个打结的
旋涡。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呢。关于他们研
究结果的论文发表在《物理性质》杂志上。
旋涡会在液体、气体和等离子体中形成，

常常会出现在自然界里，从水体、天空气流，
直到星系，可以说任何地方吧。近一百年前就
有理论认为存在打结的旋涡，但科学家一直
没能观察到它。
这一次，两位研究人员借助三维打印制

造了一种扭曲绞转的水翼（如图下方），当加
速到一定转速时，它在液体中推出形如水翼
自身的旋涡（如图上方）。在水中形成的带电
气泡向旋涡中心移动，研究人员能清楚地观
察旋涡的核心，并借助高速摄像头记录下来。

镜头下的涡流拉长、绕圈、相碰，改变排
列状态。而有些时候，它们看起来像自行解开
而消失，当然也可能是由于打的结变得太小
而看不清楚了。

现在，研究人员手中有了“随叫随到”的
打结旋涡，就可以在实验室观察并进一步研
究打结旋涡的行为和发展。当然，科学家们
不是为了消遣，他们的目标其实是：可能存
在于中子星的核和太阳的等离子体中的打
结旋涡。 凌启渝

! ! ! !你切莫以为，你平常所用
的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是便
携式电子产品中最小巧的，现
在，一种如同雪花一般大小、同
样能执行复杂计算任务的智能
微尘计算机（俗称智能微尘），
已由美国密歇根大学研发成
功，很快将迎来它的实用期。
这种微型计算机的工作原

理与它们身材较大的“同类”很
相似———虽然体积只有 $立方
毫米，但同样装有中央处理器
（%&'），可接用同等大小的内
存和闪存。如果将数以百计、千
计的这种传感器配置于建筑物
或其他物体中，它们就能为我
们持续提供关于周围世界的最
新信息，并能通过无线电波发
送数据。
这么小的东西，怎样充电

呢？据介绍，这种计算机无需安
装电池，而是利用周围事物（如
大量存在的电量耗尽的电池和
无效的传感器节点等）来维持
工作，就好比《鲁滨逊漂流记》
中的主人公，靠周围的“地形地物”
活下去一样。例如，接近光源的“微
尘”，可能会利用微型太阳能电池
板获得电源。

别看这种计算机小如粉尘，可

它的应用范围却很广：如果将其
配置在大型建筑物如桥梁或摩
天大楼上，它能监测其细微裂
缝；装在智能住宅中的“微尘”可
以报告光线、温度、一氧化碳水
平等数据；如果你的所有物品都
配置了“微尘”，也许你就可以在
物质世界进行谷歌搜索，比如你
要问谷歌“我的钥匙放在哪里
了？”谷歌就会告诉你正确答案。
智能微尘还可以制造高效

的医学植入体，用来监测病人
的主要体征。例如，研究人员曾
将“微尘”植入小鼠体内的肿瘤
上，从而获得了小鼠肿瘤生长
情况的报告。
研究人员还利用他们的无

线识别和传感平台（()*&+）进
行通讯试验，以完成某些信息
处理工作。尽管这个平台的体
积比“微尘”更大，同样也无需
安装电池。

对于下一代微型计算机
的发展来说，通讯仍是一个主
要的瓶颈。据介绍，在消耗同

等能量的情况下，一粒“微尘”虽
然可以通过 %&' 执行 $, 万次运
算，但向外部传输的信息只有其
中的很小一部分，这是下一步要
解决的问题。 王瑞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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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儿耳内藏有指南针

! 鸟儿耳内毛发细胞中的微小铁球!染成蓝色的部分"是它们的指南针 ! 鸟儿近距离活动主要靠日光和标志物导航

! 迁徙的候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