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美国普渡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
基于酵母的胸章，帮助放射科医师监测其
所处的辐射水平。

医用 !射线扫描的辐射剂量对每个
病人来说应该是没问题的，但对于常年在
这里工作的放射学家，就需要增加保护。
首先当然是采取措施降低放射科医师

暴露其中的辐射水平，但这并不是万无一
失。小剂量被人体吸收，还是难以避免，年
复一年，也可能转化为更高的疾病风险（如
癌症）。
“目前，放射学工作者需要佩戴一个放

射性剂量计，监测辐射暴露的水平。”普渡
大学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巴巴克·齐伊说，
“胸章佩戴一两个月后，送去制造商那里读

数。问题是，数据读取和报告送回
医院需要几周时间。”

团队研究希望以低得多的成
本进行即时阅读。他们把很容易得到的酵
母作为“煤矿里的金丝雀”，帮助检测。做法
也很简单：酵母菌落封闭在一个由冰箱纸、
铝膜制成的胸章里，在实验室工作时佩戴
着。以后通过扫描，对存活的酵母菌计数，
由此推算出辐射水平。
找出多少酵母细胞仍然存活是十分简

单的。胸章上加一滴水，再放到读出系统中
测量导电程度。本质上讲，如果更多的酵母
菌活着，胸章表面会有更多离子，导电性也
更好。如果酵母菌受到的辐射剂量较高，
“伤亡惨重”，电导率就会下降。

“我们借助酵母电性能的变化，知道发
生辐射损伤的程度。”研究报告作者之一拉
希姆·拉希米说，“电导率随时间推移而下
降，就表明伤害较强。”
研究人员说，新的设备能检测剂量低

至 "毫拉德的辐射，与现时普通剂量计的
水平相当。未来，酵母胸章可能用于核电站
员工，或事故、灾难的受害者；而读出装置，
有朝一日可能会演变成一个简单的手机应
用程序。

他们的研究发表在《高级生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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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兰卡斯
特大学的研究人员近日开发出一种廉价混
凝土，不仅可以用于建造建筑物，还可以储
存电力。这项研究一直得到欧盟委员会“地
平线 #$%$项目”的资金支持，这也是意大
利博洛尼亚大学所进行的 &'()*+,（可持

续、易利用、安全、有弹性和智能城市道路
的缩写）项目的一部分。

这项新技术意味着墙壁可以用来储
存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电力，而无需使用锂
电池。现存的智能水泥通常依赖于石墨烯
和碳纳米管，但这种新型水泥没有使用任
何昂贵的材料，由粉煤灰废料和碱性溶液
构成，而且制造成本甚至低于传统的硅酸
盐水泥。因为电势不存储在化学能中，所
以该装置在技术上是电容器，效果是一样
的。尽管存储的能量比电池的容量小很
多，但使用整栋建筑来储存电能，可用的
容量却要大得多，而且价格还很便宜。
“为了制造出水泥，必须将粉煤灰与

碱性溶液混合到一起。这种混合物被称
为 -., 复合材料，电流在混合物内部通
过晶体结构中的钾离子进行传递。”该项
目首席负责人、兰卡斯特大学工程系教
授穆罕默德·萨菲介绍说，“在这项研究
中，我们使用的是氢氧化钾和硅酸钾溶
液。在将它们混合到一起时，就形成了一
种水泥材料，其中含有的钾离子能够充
当电解质。”
测试结果表明，使用 -.,材料构建外

墙和隔墙的房屋能够在白天借助太阳能
电池板存储电量，并且在夜晚释放出来，
实现每平方米存储和释放功率 %$$ /

0$$1。使用 -.,打造的面板，能够重装到
房屋和其他的建筑物中。一根 -.,材料的
2米高路灯柱，能够存储足够的可再生能

源供路灯在夜晚照明，储存功率约 3$$1。
与此同时路边石也能够为传感器提供电
量，实现交通、排水和污染程度的监测。

储能是可再生能源的最大困难之一，
虽然发电站能提供稳定的电力，但可再生
能源依赖的是不稳定的波浪、风力或阳光。
提供的电力比例越大，带来的风险就越大。
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在产量高峰期储存
能量，并在低谷期间将其排出，然而这样做
需要大量储能电池。现在大量的 -.,材料
建筑物能够用于平衡电网电量，在电量富
余的时候存储过剩的可再生能源，并且在
用电量需求高的时候再释放出去。
“虽然我们目前拥有许多可再生能源，

但是缺少的是大规模存储这些能量的系
统。”萨菲指出，“我们身边有很多建筑物和
桥梁，如果尝试将它们转换成‘电池’，几乎
可以解决大量的能源问题，从而达到减少
成本的目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水泥还能够
用于感知建筑物中的机械应力。例如裂缝
引发的压力变化会改变钾离子在水泥晶体
结构中的移动路线，从而导致材料的导电
性发生变化。只要通过测量材料的导电性，
就能够实时地自动测量出建筑稳定性的变
化，而不需要再安装额外的传感器。萨菲领
导的研究团队正在深入开展进一步优化
-.,混合物性能的研究，与此同时探讨使
用 45打印技术将这种智能水泥打造成不
同形状的可能性。 李忠东

窗玻璃充当镜头
成像试验真新奇

! ! ! !在家里，我们透过窗户看到周围的风
景；在驾驶座，我们从汽车挡风玻璃看清前
方的路，那么……这些窗户、这些玻璃能不
能充当光学成像的镜头，取代专用的安保或
自动汽车避障系统呢？

美国犹他大学拉杰什·梅农副教授带领

的团队正在创建一个新系统，试图借用玻璃
来成像，制造不用光学部件的相机，居然还
“有点苗头”。

他们开发的系统演示模型中有一块透
明有机玻璃板（用玻璃板也行），板的边缘贴
着反光带。一台市售的数码相机图像传感器

连接到板的一侧，朝向有机玻璃的边缘。
一块 6)5 发光灯板对准有机玻璃板，

反光板上显示着犹他大学的图标（一个大写
的 +字母），还有一些简单的动画棒图形。

6)5灯板发出的光大部分直射通过了
有机玻璃板，但有约 "7的光发生了散射，来
到了有机玻璃的边缘。散射光被反光带反
射，再由图像传感器收集起来。问题是，这些
数据“一片混乱”，看上去毫无意义。

这时，团队开发的定制算法起作用了。
它安装在与图像传感器相连的计算机上，专
职分析传感器数据，通过“解码”，全彩色地
重建发光板上的图像（或动画）。重建的图像
分辨率并不高，但还可以辨识，用于一些工
业应用也是可行的。

他们的实验意味着，不用透镜成了像。
这样的事实令人畅想无边。用窗户作为镜

头，安保摄像机在家里就太“现成”了；而汽
车挡风玻璃配置多个边缘摄像头，就能捕捉
很多信息。新技术用于增强现实眼镜，让摄
像头能安装在镜头的侧面，不必指向用户的
眼睛来跟踪其位置。而用于视网膜或其他生
物特征扫描仪，也有同样的优点。

他们的研究论文发表在《光学快报》上。
梅农表示，“这并不是万能解决方案，但它开
辟了思考成像系统的有趣方式。现在的相机
都是基于人观察和解密图片而发展起来的，
为什么不从根本上考虑，依托机器而不是依
托人来设计相机呢？哦，我这像是在讲一个
哲学观点。”
梅农团队正在完善这个系统，方向也很

多，比如形成三维图像；用功能更强的传感器
达成更高的分辨率，或基于家居物品的反射
光来产生图像。凌启渝!图",%- .)/+0-1"0"$

为

打
印
加
一
道
密

3D
! ! ! ! 45打印零件，现在相当流行。据
估计这在全球是个价值 0$亿美元的
市场，其全球供应链涉及到互联网、电
子邮件和云计算8储存。在我们享用新
技术的同时，盗用知识产权的假冒者
也从中窥视到机会。而借助被盗设计
文件打印出来的冒牌货，可能会产生
可怕的结果，特别在航空航天、医学等
特殊领域。而专家预测，到 %$%9年
307的商用和军用新飞机将与包含
45打印部件的引擎、机身等一起飞
行；而未来十年中，增材制造在医疗植
入物生产中的使用每年将增长 %$7。

以尼基尔·古普塔副教授领衔的
纽约大学坦顿工程学院和阿布扎比分
校的研究小组找到一种证明零件来源
的方法，以全新方法借助 :*（:;<=>
*?@ABC@?）码来确定打印它的设备是
否合法。发表于《先进工程材料》的论
文中，研究人员描述了以三维形态将
:*码、条形码和其他无源标签隐藏

在工件中的方法，既不损害零件的完整性，又让潜在
的伪造者无法破解，不能对零件进行逆向工程仿制。

古普塔的博士生陈菲等详细描述了如何将 :*

代码加入到计算机辅助设计（D'5）文件中，以便在
打印过程中将 :*码逐层散布，在最终产品中形成
立体的格点布局。以后用微型 DE扫描仪或其他设
备扫描时，产品会呈现许多个“假面”来“搅局”。只有
掌握正确扫描朝向的可信用户，才能获得合法的
:*代码图像。
古普塔说：“给相对简单的二维标签赋予复杂的

三维特征，将数百个微小缺陷散布在打印件中。我们
能创建许多‘假面’，让不知从哪里看的人得不到正确
的:*码。”而在 %$92年的《材料与设计》杂志中，他详
细介绍了在 D'5文件中插入不可检测的缺陷的方
法，只有可信赖的打印机才能正确地生产这些零件。
团队在试验中尝试过热塑性塑料、光致聚合物和

金属合金；并在业界常用的好几种打印技术中应用。
另一个问题是会不会影响最终产品的强度。陈

菲说：“创建扫描仪可读的 :*代码，需要嵌入相当
于空白的内容。这些细小缺陷是分散到诸多层上的，
使零件强度保持在可接受范围。”团队对嵌入缺陷的
立方体、球体和条形等多种物体进行了应力测试，发
现对结构完整性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古普塔还谈到成本效益：“解决方案是要与受威

胁水平相匹配的。在复杂、高风险、即使最小的质量
问题也性命攸关的领域，比如生物医学和航空航天，
我们的创新就特别有用。” 比尔

智能水泥把建筑物变成巨型“电池”

应用酵母菌
巧测辐射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