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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小木偶匹诺曹的故事谁人不
知。只要一撒谎，他那个鼻子就会
伸得老长。奇妙的是，现在竟然有
科学家发现，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
在撒谎，的确可以测量一下他（或
她）的鼻子。不过，他们测的不是长
度，而是鼻子的温度。

美国格林纳达大学的研究人
员使用热成像摄像机获取到人体
各部位的温度。热成像摄像机的工
作原理是，物体的温度越高，它的
热辐射就越强。机器依据检测到的
热辐射，以温度记录图的方式对目
标进行热成像。附图就是某人的热
成像图，其中额头部位呈黄色，表示这个区域的温
度在!"#!$%!摄氏度之间。

通过热分析检测，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匹诺
曹效应”，就是当人说谎的时候，鼻子和内眼肌肉
部位的温度会升高。
研究人员这样解释匹诺曹效应背后的生理原

理：当人谎报“感觉”时，大脑皮质的岛叶部位被激
活。
岛叶是大脑奖赏系统的一部分，当我们有“感

觉”体验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岛叶被激活了。岛叶
被认为是控制情感、体温，还有意识、&'值等。研
究人员发现岛叶激活度和温度增加之间存在着明
显的相关关系。
岛叶是大脑中非常难以理解的区域。尽管研

究人员发现了说谎时岛叶有被动的激活，不过他
们还不完全清楚说谎为什么会有这种效果。
红外热成像不只是对测谎有用，研究人员还

有发现其他一些现象。比如，人全神贯注时面部温
度会下降；而高度焦虑则会使面部温度升高。

通过测体温了解人的状态并不是新鲜事。
早在二战期间，研究人员就开发了一套技术，通
过测量胸部和生殖器的温度来评价战士的警觉
程度。当时是为了帮助赋予士兵在战场上的夜
视能力。 稼正

!在战场上，如果战士因爆炸等原因腹部损伤，
那可能比中了一枪更加危险。因为在体内的伤口
往往难以按压、包扎，甚至不知道出血点在哪里，
不能及时止血可能导致伤者死亡。据统计，战场上
可防范死亡人数的 ()!属于这一类。

作为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
创伤救治计划的一部分，阿森纳医药公司开发出
可注射的聚合物泡沫，能魔术般地在伤者体内膨
胀，止住内出血。泡沫在体内膨胀的概念，让人联
想起 ./世纪 (/年代的恐怖电影“异形大灾难”
（影片中形如冰淇淋的毒物，误食后会口吐白沫而
死），但它在实验中证明是有效的救生手段。
根据最近在实验猪身上进行的测试，该产品

能控制腹腔出血至少一个小时。在战场上，这将为
把士兵运送到医疗点赢得宝贵的时间。“在测试
中，将产品用于微小创口能使失血量减少至六分
之一；而 !小时后伤者生存率则为 $.!，远高于
对照组的 (!。”*+,-+新闻稿中说。
实验中，原先分装的两种液体先后注入伤者

体内，当它们相互反应时就形成了聚氨酯聚合物
泡沫。在这个过程中，液体的体积膨胀 !/倍左右，
并按照腹腔内部的形状适配成形。泡沫材料在上
述过程中还能越过已淤积并凝结的血液，到达出
血的源头部位。
泡沫材料在体内膨胀后成整体固化，需要清

除时也十分方便。在测试中，外科医生用不到 0分
钟就将其移走。
阿森纳这次开发的用于急性出血等场合的泡

沫，其实是“民用版”，并不限于军方使用；而
*+,-+也在准备让其得到 1*+的批准。

上述测试的结果在美国手术创伤杂志 ./0.

年的年会上发表。 小云

! ! ! !照片上的场景令人叹为观止，只见数
以百计的花朵在海面静静地漂移。初一看，
几乎会误以为是英国夏季结束时河流或湖
泊上漂浮的花丛。实际上它们是大自然用
北极圈的冰精心打造出的“杰作”，比世间
的任何花卉都更美丽壮观。

去年，华盛顿大学研究生杰夫·鲍曼和
他的教授乔迪·戴明结成对子，在北冰洋中
部从事一项结合海洋学、微生物学和行星
科学的项目研究时，拍下了这组珍贵的照

片。他们的研究是毕业生教育和研究综合
培训（234,5）计划的一部分，重点摆在凛然
的霜花上，这是在极端零摄氏度以下气温中
地面冰凹凸缺陷形成霜的一种奇怪现象。

霜花通常在温度接近#.."时形成，里
面储藏着微生物。和珊瑚礁相似，每朵霜花
本质上是一种临时的生态系统，细菌密度
比在它下面冷冻的水里更浓。这项研究提
供了关于极端温度下生命极限的线索，有
助于我们探寻其他冰雪覆盖的行星和卫星

上可能存在的外星生命。现已发现霜花会
产生甲醛，这种化学物质能提供地球上生
命起源的线索。

虽然可以常在两个极地海洋观察到霜
花形成的现象，但有关它结构的物理、化学
和生物性质却了解很少。为了探讨微生物，
鲍曼和戴明在华盛顿大学冷冻实验室建起
了一个特别的房间，试验在超净条件下培育
霜花。随后他们把研究移至户外，在几次具
有挑战性的探险过程中收集霜花。 李忠东

一种适宜于在潮湿气候环境中使用，并
具有环保、节能功效的新型生物混凝土，最
近由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的科学家
研发成功。
这种新型混凝土使用了两种以水泥为原

料的材料：一种是通用硅酸盐水泥，其&'值
6溶液酸碱度的衡量标准，当&'#$时呈酸性，
&'$$时呈碱性，&%&'时溶液为中性7 约为(；
另一种是磷酸镁水泥，它无须进行任何处理
以降低其&'值，因为这种材料具有弱酸性，

能快速干燥，不会对环境构成任何危害。除了
&'值，科学家还对这种生物混凝土的其他属
性，如多孔性和表面粗糙度等进行了调整。
新型生物混凝土具有多层结构：第一层

是防水层，能够防止雨水渗入，避免对建筑
结构造成破坏；第二层是生物层，能够收集
雨水以供植物生长，例如它可以为微型藻
类、菌类、地衣和苔藓等提供天然生物屏
障；第三层是覆盖层，能够让雨水通过这一
层渗入生物层，并可防止水分流失。

与传统混凝土相比，这种新产品的最大
优势是：既能吸收二氧化碳，改善城市环境
空气质量；又可美化墙体，改变城市色彩单
一的外观面貌；还能提升建筑物的保温性，
降低能源消耗。
该发明已申请专利。科学家的下一步目

标是加速植物在这种混凝土中的生长速
度，将其生长周期缩短至一年内，以便使建
筑物的外墙能够随着不同季节的更替，呈
现出不同色彩的外观面貌。 王瑞良

北极霜花美丽壮观

生物混凝土 环保又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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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术泡沫
在体内膨胀止血

! 瞧! 数以百计的霜花漂移在北冰洋中部

! 科学家对霜花颇感兴趣! 霜花在温度接近!""!时形成

! 真酷"称得上冰雪世界的奇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