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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智

! ! 在我们的印象中，电线会损失所输送的
电能，因为电线本身有电阻，在传输电能的过
程中会发热。然而，美国佛罗里达州中央大学
的研究人员托马斯发现，采用特殊的护套覆
盖电线后，电线可变身为储能的电池。这项新
技术为电池“瘦身”提供了新的思路。
无论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尖

端技术领域，如何让电池变得“瘦小”且高效，
是科技专家一直在想办法攻克的难题。比如，
如果要让我们手机变得更加超薄，就需要能
效更高的超薄电池；要让电动汽车一次行驶
里程更长，则需要更轻更强的电池；要使得太
空飞行器飞得更快更远且成本更低，也需要
能效比更高的超薄超轻电池。

托马斯在自家屋子旁边的小路上进行
夜间散步时，也想到了上述问题。换成我们
普通人，对那些高深的技术问题也就想想而
已。然而托马斯是一名物理学家，他会把日
常生活中的一些奇思妙想转化为研究课题。
要让电池变薄，一般会想到用纳米技术。托
马斯的第一个念头也是用碳纳米管。然而，
用碳纳米管制造电池的成本有些高。如果照
这个思路下去，电池是超薄了，但是也成为
大部分用不起的“土豪电池”了。于是他接着
考虑，是不是可以把电线直接做成电池呢？
这样既可以充当通电线路，也可以作为储能
的电池，这种二合一的方法在许多高科技产
品的设计中也常常用到。
托马斯立即被自己的这个“灵光一闪”的

创意给弄得激动起来。他回到家里，立即为自
己设想中的“电线电池”设计实验思路。第二
天一早，他就迫不及待地来到实验室，开始了
这个新的课题的研究。他给输送电流的铜线
定制了密布的纳米晶须，外面套一根起保护

作用的高分子套管。这些纳米晶须的长度只
有头发丝直径的万分之一，肉眼难辨。在电子
显微镜下，可以看到这些晶须像一层绒毛，密
密麻麻地分布在高分子薄膜套管的内表面。
在充电模式下，当有电流流经铜线时，这些纳
米晶须就“偷走”大部分电能存储起来。在用
电模式下，纳米晶须又把电能“释放”出来，通
过铜线输送给电器的用电器件。

这个过程描述起来似乎比较简单，但是
完成起来相当复杂，首先是要选取合适的原
料来制造纳米晶须，还要设计纳米晶须的分
布模式，选择哪种高分子套管也很有讲究。
要经过数以千计的反复实验，才能不断地提
升储能效果。研究结果还发现，单层纳米晶
须的储能容量太低，因此可以适当增加套管
的数量，但是也不能增加过多，过多会让“电
线电池”变得更加笨重，而单位体积的储能
量降低。

托马斯说：“这项技术是非常令人兴奋

的。我每天都喜欢赶到实验室，然后看看下
面会发生什么。有时候也会不尽如人意，但
即便那样，失败会教给我们很多东西。我们
正在一步一步地达成自己的最初愿望，还可
能做得更好。”托马斯表示，“电线电池”将大
大增加“移动用电”的使用时间，如果“电线
电池”最终能够上市，将会在多个领域引发
大的变革。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让我们的手机、电脑

等电器超薄且“续航时间”超长，续航里程超
过 !"""公里的轻型电动汽车也将不再是梦
想，各种航天器的发射成本也可大幅降低。如
果“电线电池”真的研制成功并推广了，我们
的手机或平板电脑或许就能变成卡片那么薄
了。我们也不用担心手机突然没电了，“电线
电池”可以让我们一个月充一次电就够了；当
手机提醒我们需要充电时，其实还可以用一
两天，我们不必着急忙慌地找地方充电。那样
的使用体验该是多爽啊！ 晓阳

新型纳米技术
把电线变为电池

! ! ! !如果以前你问我，是否看过机器人写的
文章，我会迟疑一下；而写完这篇文章后，我毫
不犹豫地说看过，还全然不知是机器人写的。
那么，每天写!万篇文章是天方夜谭吗？

现在我的回答是：小菜一碟。
瑞典人斯维克·约翰松创建了名为#$%&'(

的计算机程序，培育它成为自己的机器人“枪
手”。#$%&'(几年来共写了)*"万篇文章，是维
基百科迄今为止最多产的作者。据华尔街日
报报道，它贡献了维基百科中+,-.的文章。
约翰松是一位讲授科学的教师，身背语

言学、土木工程、经济学和粒子物理的众多
学位。他告诉记者说，写作机器人首先会识
别网络上各种来源的可信度，会从可靠来源
中搜集信息，然后将材料整合在一起，组合
成条目，通常是很短的条目。许多条目涵盖
鲜有人关注的领域，比如罕见的蝴蝶、甲虫
等的分类，还有菲律宾的偏远小城镇（约翰
松的妻子是菲律宾人）。

#$%&'(肯定不是以人的身份“写文章、出
来混”的唯一机器人。例如，美联社刚刚宣布
将使用机器人来撰写数以千计的文讯；其他
一些新闻媒体也已动用计算机程序写文章，
尤其是金融和体育方面的内容。
瑞典卡尔斯塔德大学的研究员克勒威尔

还做过一个测试，将机器人写的文章让受访
者阅读，调查他们的感受：这些文章客观吗？
这些文章好读吗？是人写的吗？结果很有趣。

)*位受访读者阅读了软件生成的文章
后，!"位以为是记者写的，!*名认出是软件
所为；而在“记者”组的!+位受访者中，+位将
它视为记者写的，!"位认为是软件写的。看
来不管是“只管文章好读”的读者，还是可能
担心“丢掉饭碗”的记者，都不能有效地区别
出人和机器人的写作。
让我们回到维基百科。它的文章，很多不

是出于人手；而其编辑工作，则有一半是由机
器人干的。这些事实让一些“老客户”不大高
兴。约翰松当然要站出来为他的程序辩护，指
出机器人的文章写得很准确，尽管有过一些
小纰漏，也都已经校正了。而这些文章还挺有
用的。例如/$%&'(写过关于菲律宾巴塞镇的短
小条目。当超级台风袭击该镇造成重大伤亡
的时候，世界各地的许多人就是通过这个条
目了解这个小镇，得知它的位置的。
末了，需要说明两点：一，这张照片并不

是/$%&'(，那只是为让大家有个印象。其实机
器人“写作枪手”是个计算机程序，一定要说
其“尊容”，就是一串字母和数字。二，这篇文
章是我写的，我是真人。 凌启渝

! ! ! !为更有效地检测酒后驾驶，
美国佐治亚州约翰溪市的研究
人员研制了一个激光装置，在公
路边就能检测到飞驰而过汽车
内的酒精蒸气。它的原理，就是
发出激光照射车道对面的镜子，
再反射回探测器。当汽车快速驰
过时，仪器借助对反射回激光的
检测，就能感知到车内浓度甚低
的酒精。
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应

用遥感》学报上。研究人员发现，
当醉酒人的血液酒精浓度超过
",!.时，其呼气中的酒精量就
能检测到，通过计算能推演出浓
度数据。而根据美国国家运输安
全委员会的规定，血液酒精浓度
达到 ","-.，就是酒驾。

研究人员认为，该设备可
能比实验室模拟中体现出的更
为敏感，因为人肺的温度是高
于实验中呼吸装置温度的，因
此现实中仪器能体现出更高的
灵敏度。

科学家坦言，这个装置可
能被“愚弄”，因为测到的可能是车内其
他的气体泄漏，或者酒气是由醉酒乘客而
不是司机呼出的；酒驾司机也可以打开窗
户或空调风扇来规避。但是专家认为，只
要能缩小警察拦下汽车的范围，那就是大
有帮助的。
研究者说，一开始有建议（如国际光学

工程学会 0123）说，是否设定能测量 ",!.

的呼吸中酒精浓度。而研究后认识到，血液
与呼气中酒精的比例，普遍接受的取值是
)!""，就是说人血液中的酒精浓度约为呼
吸中酒精浓度的 )!""倍。呼吸浓度达到
",!.，是高过人能承受的标准。
话说回来，曾有过酒后驾车念头的人

请注意了，除了相信警方的决心之外，你还
得顾及这样的事实：路边，有个激光器正时
刻监视着。好自为之吧。 稼正

维基百科背后的机器人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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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线电池"结构示意图

!!电线电池"可让未来卡片式的超薄手机

成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