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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智 /

可测管道漏水的导电纸 自带杀菌病毒的
食品包装纸

降落伞:像蒲公英那样飞

! ! ! !如果要在水处理厂的管道深处找出一个
漏洞，可以想象这是十分艰难的过程。美国华
盛顿大学的科学家正在进行的研究，可能会
使这个任务变得容易很多，他们发明了一种
能感知漏水的导电纸。

一开始，安东尼·迪崔阿拉教授（图：
!"#）和他带领的一个学生团队只是想制作
一种能导电的纸。他们采用传统的造纸技
术，不过在制作时往通常使用的木纤维浆中
混入了一些高导电性的碳纳米管。他们成功
地制成了能导电的纸，还用这种纸代替电
线，将一些 $%&灯连接到电源，成功地点亮。

然而有一次，通过导电纸条接收电的
$%&灯中有一盏突然熄灭了。团队检查的结
果是，相应的纸条偶然接触到了一滴水，使这
里的纤维细胞膨胀，膨胀到正常大小的 '倍。
导电纸中的纳米管被移动了位置，通过的电
流被切断。
如果这个观察属实，就提出了一个悬念：

一旦纸张干燥，是否还会重新导电呢？团队做
了试验，结果正如假设，纸张干燥后，其中的

纳米管复位，电路又被接通，熄灭的 $%&灯
重新发光。
团队意识到，可能发明了另外一种有用

的东西。他们将接上电源的导电纸包裹在工
业设施的管道外，如果某处有水泄漏，该点位
的纸就会切断电源。这个变化可以用来触发
报警，将状况通报给中央控制站的技术人员。

漏水的检测变得容易多了，也十分准确。
还有一个“副产品”则是：由于这种导电

纸只对水有反应，并不是对任何液体都有反
应，因此也可能将其用于检测燃料中“不受欢
迎”的微量水份。

团队的论文发表在《材料化学》杂志上。
小云

! ! ! !不久将来的某一天，你到肉店买来的猪
牛羊肉，可能是用携带病毒的专用纸包裹的。
不过这是件好事，将大大延长鲜肉的保质期。
特意放入包装纸中的病毒，是一些能杀

死细菌的噬菌体。这些噬菌体只杀死某些类
型的细菌，而不像抗生素那样不论好坏通杀
所有的细菌。
科学家试图将噬菌体加入到抗菌食品包

装中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总是失败。究
其原因，是这些噬菌体很难在日常环境下存
活。
现在，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研究人

员可能看到了成功的曙光。该校的卡洛斯·菲
利佩医学博士和同事们将噬菌体嵌入到俗称
“糖玻璃”的水溶性薄膜。这些薄膜或包含用
来延长水果鸡蛋保质期的普鲁兰多糖，或包
含用作冷冻干燥稳定剂的海藻糖；或者兼有
上述两种糖。
制造肉类包装纸时，先置备含有噬菌体

的“糖玻璃”溶液，当它还在处于液态时涂覆
在纸基上，于室温下过夜晾干。
团队对涂覆过噬菌体病毒的纸张进行测

试，杀菌效果令人相当满意。嵌入到普鲁兰多
糖或海藻糖的噬菌体，杀菌作用可以延续一
到两周。而嵌入到两者混合物的噬菌体，'个
月后仍能感染如 $()*+,-.单核细胞之类的有
害细菌。
我们的研究论文发表在《/01生物材料

科学与工程》杂志上。设想一下，简单地包一
张纸，就能让鲜肉几周不变质，这个用途可就
“多了去了”。

比尔（图 2-**2+3(）

! ! ! !小屋属于光明村灾后重建示范项目，由
香港中文大学吴恩融教授等和昆明理工大
学柏文峰教授领衔的“一专一村”团队完成。
光明村地处我国云南的鲁甸山区，这里一直
流行生土建筑。“土房子”造价便宜，冬暖夏
凉，4567 年鲁甸地震前当地 89:的农村住
宅都是带有坡屋顶的夯土建筑，蔚然成景。
不过，传统的夯土建筑抗震性能欠缺，

鲁甸地震中，光明村大部分夯土建筑被严重
损毁。村民对之失去信心，灾后重建时纷纷
打算修建砖混住宅。但灾后常规建筑材料价
格飞涨，又给村民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抗震小屋项目组希望为村民提供一个
安全舒适、经济实用、生态可持续的重建方
案，让村民可以自力更生，并在传承中发展。

而着眼点，则是提升传统夯土建筑的抗震性
能和室内环境质量。

他们选择为震后失去家园的一对老年
夫妇设计建造农宅。宅基地面积有限，设计
采用了紧凑的建筑布局，采用采光通风良
好、舒适美观的半室外中庭空间。而双层中
空的玻璃窗和屋顶添加的隔热层，保证寒冬
中室内的温暖舒适。
为提升抗震性能，所用土料中黏土、砂

子、纤维的比例经过了合理配置，还加入极
少量水泥，大幅度提高墙体的强度。墙体中
加入竖向钢筋和横向混凝土圈梁，提升结构
的整体性，防止竖向裂缝。混凝土圈梁是隐
藏在土墙内侧的，这样，外立面保有完整的
土墙效果。施工中采用了高性能且操作简单

的夯土模板和机械。振动台抗震试验的结果
则显示，两层的新型抗震夯土建筑完全可以
满足 ;度抗震设防要求。
漂亮而充满乡村情趣的生土小屋落成，

老两口欢欢喜喜地入住。专家们称赞这个项
目遵循了“本土技术，本土材料，本土工匠”
的原则，为解决当地农村的建筑问题提供了
一种经济、高效、简单、可持续的支持方案。
从环保角度看，就地取材的生土材料不

需要远距离运输，不需要深加工；被动式设
计提供了良好的采光通风和温暖环境。这些
都使这栋小屋的全寿命周期能耗和环境负
荷降至最低。
经济方面，小屋的造价和运行费用都在

村民能承受的范围内。建筑技术和工具简
单、易学易用，村民在重建过程中学习掌握
后，可以很好地维护房屋，传承和发扬建造
技术，其中的青壮年也有了一门能自力更生
的谋生技艺。

#<=提出，世界建筑师在下一个十年
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气候、能源和碳、水资
源、道德观和价值观，以及文化身份。而光明
村地震灾后重建工程以其廉价夯土施工技
术成为大赢家，既出人意料，又令人信服。正
如 #<=项目主任保罗·芬奇所说，“这栋建
筑是个明证：最贫穷社区的建筑也可以是最
富有的。” 凌启渝!图!"#"

夯土抗震小屋

在世界建筑节（WAF）十周年
纪念前夕，世界建筑奖评委会宣布
了今年的获奖名单。名单很长，包括
来自68个国家的 434个项目，称
得上是全球精选。而令人瞩目的世
界年度最佳建筑奖，则授予了很“不
起眼”的小建筑———中国的抗震小
屋原型。

荣获建筑大奖

! ! ! !自然界什么东西最能引发凡人的遐想，
最能激发诗人的灵感？清溪里的小鱼、夜空
中的萤火虫都是，当然还有阳光下的蒲公
英。它的每颗种子，都自备着小小降落伞，随
风远航，有时能飞出上百公里，甚至越过大
海，到荒芜的火山岛上繁衍。

而科学家关注的，则是这些风动微型飞
行器的物理原理。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应用
数学家卡塔尔·康明斯说，“它们能没有能耗
而到达如此远的距离，一定有它的秘密。”他
正在研究蒲公英如何完成蜿蜒的飞行，希望
这些见解最终可能用来设计乘风而行的微

型无人机。
蒲公英种子飞行时，蓬松的绒毛充当降

落伞，这和我们用的降落伞很不一样。绒毛
之间，89:是空间。“为什么自然会选择这种
多孔降落伞设计呢？”康明斯自问。

为观察种子在行动中，他和同事们建造
了一个风洞，让空气轻轻向上吹。研究人员
跟踪蒲公英种子在风洞中盘旋时的运动。他
们发现这些几乎中空小伞的下降几乎不受
气流的影响。
降落伞的多孔性有助于种子在飞行中的

稳定性。康明斯说：“这种结构让一点点空气
通过降落伞，稳定着自己的尾迹中的漩涡。”

原来，当种子漂浮时，相邻的细丝相互
作用，在种子上方产生一些旋转的气流，这
漩涡像个小环拖曳在种子身后，有助于增加
阻力，使下降变缓。蒲公英种子在空中停留
尽可能长的时间，就有更多机会被风吹起，
带到新的领地。
“对飞行来说，拖曳通常是有害的，不过

如果是从飞机上跳下，需要尽可能多的拖曳
力来支撑你的体重。”康明斯说，“当然，我们
现在讨论的这些种子，身材是毫克的零头，
所涉及的力量和重量都要小得多。它们必须
遵循不同的规则。”

以蒲公英的身材，采用空心伞比实心伞
更合适。康明斯说：“我们发现，空心伞制造
阻力的效果远超传统的降落伞。蒲公英成功
地创造了一个几乎完全空的降落伞。这是
‘少就是多’的又一例证。”

康明斯和团队在美国物理学会的流体力
学年会上的报告展示了实验数值和物理模型
研究的结果，阐明这些孔隙率很高的微小降
落伞是如何调节其不透气性，达成空气动力
学上的稳定，赋予种子难以置信的飞行能力。

模仿蒲公英绒毛降落伞的造型，可能使
微型飞行器不消耗任何动力而长途飞行。这
些风媒飞行器可能用于遥远的行星，或地球
上偏远或条件恶劣的环境，跟踪那里的气候
状况。 稼正!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