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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智

!科学和科幻小说中，常常见
到机器和动物的融合；在现实生
活中，机器人蟑螂、蜜蜂无人机，
也频频现身。倒就是如何把植物
和机器融合？好像还没见太多成
功的尝试。最近，《科学进展》发表
了瑞典林雪平大学有机电子产品
实验室的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发
现了鲜切玫瑰花的新用途：变身
电子线路。

这个实验室早在上世纪 !"

年代就开始涉及这个课题，当时
曾尝试将电子设备整合到树中，
后来因为缺少资金而搁置。现在，
他们研制的玫瑰电子线路已在实
验室成功地运行。关键在于，科学
家们找到了一种称为 #$%&'()

的特殊聚合物，它能溶解于水，被
吸进植物内形成“导线”；而与此
同时，植物还是能照常得到它需
要的营养物质和水。也就是说，这
是活体的电子线路。
我们看着附图，更容易理解

科学家们的做法。将一株鲜切花
玫瑰插在溶液中，#$%&'()通过
玫瑰的维管被吸收到茎内，在其
木质部聚集，沿着管壁形成水凝
胶薄膜，这部分的导电系数增加，
形成电信号的通路。在研究者眼
中，它们模拟着普通电路中的“连
线”和“设备”，又呈现出连接、分
叉等连通方式（图中 *）。
研究人员将电线连接到植物

天然包含的可带电物质———电解

质，创建能工作的“晶体管”、“数
字逻辑门”这样的计算机系统基
本构件。
他们还采用植物生理学中常

用的真空渗透法，将 #$%&'的另
一种衍生物连带纳米级的纤维素
送入玫瑰的叶子。纤维素在叶片
内形成了一种三维结构，像海绵
那样具有小的空腔，空腔里充盈
的导电聚合物形成一个个“像
素”。这些像素的电致变色，在叶
面上粗略形成类似显示器的效
果。
当然，别期望你下一个电脑

是种植出来的，一切才刚刚开始。
但这种技术令植物学家和生态学
家非常兴奋。设想一下，如果在植
物内部形成电路，那么对活体生
物功能的研究会达到前所未有的
高度，我们能以惊人直接的方式
监测它们的健康。我们已经用传
感器监测心脏的健康、大脑的活
动，我们将能对植物做类似的事，
而它们是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

该研究的主要作者马格努
斯·卑尔根则表示，“现在让我们
开始讨论‘驱动植物’，尝试将传
感器放置在植物中，探讨使用叶
绿素中形成的能量，还有生产绿
色天线，或新材料。一切将水到渠
成地发生，因为我们利用的是植
物自身的非常先进、独特的系
统。” 凌启渝

活体玫瑰变身电子线路

! ! ! !你看到的这张照片，尽管难以置信，但却是
真实的，没有 #)过。一坨 +"克拉的黄金，浮在一
杯卡布奇诺的泡沫上，不会下沉。

这是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研制的新型
泡沫材料，由金的三维网格构成，堪称人类做过
的最轻金块。研究团队由食品和软质材料教授拉
斐尔·梅曾加领衔，他说，“这种气凝胶比传统的
金合金轻一千倍。它比水轻，比空气只稍重一点
点。”
金的气凝胶有金属光泽，用肉眼难辨虚实。

但与传统的形式相比，它柔软、更可延展。金块由
!,-体积的空气和 +-的固体材料组成；固体物
质中超过五分之四是金，不到五分之一是牛奶蛋
白质纤维。
在制备这种多孔材料时，先加热牛奶蛋白，

产生纳米级的精细蛋白质纤维，放置在金的盐溶
液中。蛋白质纤维相互交织，形成基本结构，金沿
着这个结构结晶成小颗粒，形成凝胶状的金纤维
网格。这种方法不借助支架，能方便地获得均匀
的金气凝胶，完全仿照金的合金。
“挑战在于如何使它干燥而不破坏其精细的

网格，”在《先进材料》杂志发表的研究报告第一
作者、博士后古斯塔夫说。他们选择了二氧化碳，
而不是空气来干燥样品，以免损坏泡沫金的精细
结构。这样做更温和，但费力得多。它还是跨学科
的努力，过程工程教授马可·马佐蒂带领团队来
协助完成。

该技术还提供了以简单方式影响金的性状
的多种可能性。“金的光学特性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金颗粒的大小和形状。”古斯塔夫说，“我们藉
此可能改变材料的颜色。在实验中我们控制反应
条件，使金结晶成更小的纳米粒子，结果得到的
金子呈暗红色。”附图中分别是不含黄金的蛋白
质纤维（上），含金微粒的泡沫（中），和含金纳米
粒子的泡沫（下）。
梅曾加表示，新材料可用于目前正使用金的

诸多应用。它重量轻，需要辅材少，多孔结构，这
些都是优点。除手表和珠宝中应用外，其化学催
化作用优势明显，因为多孔材料具有巨大的表面
积，使依赖于金而存在的化学反应能有效地进
行。科学家还能像改变颜色一样，控制该材料的

其他光学特性，如对光的吸收和反射能力，以开
拓其他应用。
团队展示了用于压力传感器的可能性。梅曾

加解释道，“正常大气压力下，材料中的金颗粒各
不接触，金的气凝胶是不导电的。但当压力增大，
材料被压缩时，金的颗粒相互接触，使材料导
电。”这是它用于压力传感器的基本原理。

小云 !图 !"# $%&'()"

! ! ! !你可以“宅”，你可以懒，但是这种久
坐不动的生活方式有可能意味着多付健
保费。

瑞士保险商 .)) 宣布推出了一个
试点项目，监控其客户手腕上的数字计
步器，确定是否增收保费。据瑞士媒体
'/0 12345报道，这个项目实施过半，该
公司的业绩上升，试运行的结果“一边
倒”，相当积极。保险提供商可能很快就
会考虑对“懒人”收取高一些的保费。

这个称为 67)809的试点方案开启
了欧洲保险公司在这方面的先河。.))

公司使用数字计步器（比如 :;8<;8，或苹
果手表）监控了 +"""人的日常跑步数。
这些信息定期同步传送到 .)) 的在线
门户网站。公司表示，这对客户与保险公
司是双赢。客户得到的是自己的健康，推
动自己完成每天 = 万步的推荐跑步数
（当然，他们从自己的 :;8<;8也能得到相
同的信息）；而保险公司则可以对那些不
符合日常跑步数额、或选择不参加该计
划的客户收取高一些的保费。
试点计划旨在了解客户愿意与保险

提供商分享多少信息。从 '/0 12345的
报道看来，如果意味着保费较低，客户并
不反对分享更多的信息。
这可能是保险公司首次直接监控其

客户的健康数据，但肯定不是最后一个，
一些健保提供商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
客户会愿意参加并分享数据的。一位保
险数据专家甚至预测，有可能未来人们
会在双臂植入纳米芯片，将自己的活动
概况不断更新地提供给保险公司。
专家还认为，类似的计划移植到美

国只是个时间问题，因为美国的医疗保
健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保险公司不断在
寻找新的收费、赔付方法。而人口中的肥
胖比例居高不下，可能对积极保护自己
而又必须支付相同数额保费的客户并不
公平。所以，专家提议，请准备好，开始更
积极地跑步，以完成 =万步的指标。稼正

! ! ! !世界上有些热闹拥挤的
城市，饱受一种不文明行为的
骚扰，那就是深夜狂欢者在路
边对着墙角肆意小便。比如德
国第二大城市汉堡，它的圣保
利区是欧洲臭名远扬的红灯
区之一，再加上随地的“嘘
嘘”，更是臭气冲天了。

禁止随街小便的警告随
处可见，没用；只能高额罚款，
在欧洲一些城市对此罚个一
两百欧元，是很平常的事。不
过像汉堡那条每年吸引两千
万游客的莱泊邦大街，想在人
头济济的街边监督随街小便
者，是相当困难的。
人们把眼光投到高科技，

入选的竟是船舶上常用的防
水漆。这种超疏水涂料的功
能，就像名字所述，非常怕水。
如果有人对着涂有超疏水涂
料的墙撒尿，尿液不再顺墙流下，而是飞
溅着弹回来，撒尿者的鞋子、牛仔裤管，
都难以幸免。
请看附图中的比较，右半部分为疏

水涂料的效果。而水柱回弹的角度和力
度，更是选择超疏水涂料的功能参数，反
弹的角度、力度越大，效果就越好。
社区用上了“心理战”，凡是街边墙

角，不管有没有改用新涂料，都贴上“请勿
在此嘘嘘，否则回嘘你！”的警示标记；并
宣布一些真正用上新涂料的墙角，倒可能
反而不贴标记。虚虚实实，增强效果。社区
协会还在 >2?'?<0上放了一个名叫《圣保
利嘘回去》的视频，披露了反弹涂料的功
能，发布一周点击量就超过两百万。
荷兰一所十五世纪建成的教堂也是

反弹涂料的使用者。在这里，对墙撒尿除
了散发异味外，还渗透、损坏着古老的墙
砖。该教堂使用的“回嘘漆”是一家荷兰
公司历时 =,个月开发的橙色纳米防水
材料，混有二氧化硅和玻璃小颗粒的成
分。油漆并不便宜，每升得花费约 @"欧
元，不过教堂还是决定要全面采用，改造
教堂的氛围。 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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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在卡布奇诺上的金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