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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出于信息和安全管理的需
求，用于鉴别个人身份的识别技
术正在不断取得进步。如指纹识
别技术利用的是“指纹独一无
二”属性，其精确度已超过
!!"。但与此同时，通过伪造手
段假冒他人的危险也在日益增
大，据悉利用树脂便可以轻而易
举地复制别人的指纹，最后使得
最先进的指纹识别技术也功亏
一篑。有鉴于此，日本科技人员
另辟蹊径，首创了一种“静脉识
别技术”，此技术也是利用人的
手部的静脉形状因人而异、独一
无二的特点设计的。被识别身份
者只要在拍摄仪器前将食指弯
曲 #秒钟，仪器即自动拍摄其食
指从伸直到弯曲状态中的 $%张
其静脉形状的照片，然后与预先
登记的信息作比对，最后就能发
现来者是否“不速之客”了。目前
此技术的精确度已超过 !&'，
而且完全杜绝了假冒。
另一项“臀部形状识别”技

术则主要用于识别车主。据悉，
特制的汽车驾驶座上密密麻麻
地安装有 ($%个微型压力传感
器，只要在驾驶座上坐上 )*秒
钟，便可采集到包括平均压力、接触面积等
(*多个数据，重复 +次后即可制作其臀部形
状数据库。以后每当有人坐在驾驶座上时，采
集到的数据便于数据库作比对，从而识别驾
驶人是否车主。如果驾驶人穿的是牛仔裤、休
闲裤等不同的裤子，压力传感器同样可对其
臀部形状作出准确计算。同时，压力传感器每
次都会对驾驶人的臀部数据作出更新，由此
只要驾驶人不是一下子突然长胖 ( 公斤以
上，此技术的精确度仍可保持在 !&'以上。

! ! !唐若水

! !在茫茫的太空中，几年之后很可能将盛
开一朵朵“太空之花”。它们就像是太空中的
向日葵，始终迎着灼热的太阳，收集着来自太
阳的光和热。这些“太空之花”并非奇异的外
星生物，而是美国研究人员正在研制的新型
卫星，它们可将收集来的太阳能输送到地球
上为人们照亮。

夜幕降临之时，孩子们有时会问：“太
阳公公哪里去了呢？”父母们则会说：“太阳
公公回家睡觉了。”其实，太阳是个不会休
息的大火球，一直不知疲倦地燃烧着自己，
向太空中散发出光和热。由于地球在围绕
太阳公转的同时也在自转，地球不同的区
域就有了白天和黑夜之分。即使在白天，由
于厚厚大气层的阻挡，阳光抵达地球表面
时也减弱了不少；遇到阴雨天，我们更是与
阳光无缘。
在地表利用太阳能，会遇到夜晚和阴雨

天的麻烦。然而，如果远离地球大气层，进入
没有遮挡的太空中，就可以一天 ,-小时都能
接受到阳光的照耀了。基于这个原因，不少科
学家多年来致力于太空太阳能的研究，希望
有一天人类能够高效收集太阳能。最近，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已经
在这个领域内有了重要的突破。他们们设计
出一种特别的卫星，可以发射到太空中高效
收集太阳能。

负责这项研究的是太空太阳能专家约
翰·曼金斯，将新设计的太阳能发电卫星称之
为“太空之花”。曼金斯曾经参与过多款太空
太阳能发电站的设计，都被美国国家航空航
天局的创新部门所否定，这次参与设计的“太
空之花”则获得通过。这款卫星看上去像是一
朵盛开的喇叭花，也像是一只漂亮的高脚酒
杯。“太空之花”的正式名称是“随机性大型相
位阵列太阳能卫星”，英文简称是 ./.012!

/31。这款太空太阳能发电产品其实不是一
颗大卫星，而是一组小卫星。这些卫星按照合
理的组合排列在太空中，形成漂亮的“太空花
园”。每颗“太阳之花”不是很大，直径约 )%

米，质量预计为 +%4,%%公斤。
“太空之花”的“花朵”由成千上万个可控

的高分子薄膜镜组成，镜面会根据太阳的方
位改变镜面方向。“花朵”上的镜子负责收集
阳光，然后全部反射到“花托”部位的圆盘状
发电系统上。圆盘的正面是高效太阳能光伏
电池板，可以把镜子反射的阳光转化为电能。
根据发电阵列中“花朵”数量的差异，发电功
率也有所不同。每朵“太空之花”可以产生数
万瓦的电能，一组太空太阳能发电阵列则可
产生数千万乃至数十亿瓦的电能。根据研究
人员的估算，这种太空太阳能发电方式要比
现有各种卫星上的太阳能电池板的效率高上
数倍。

在“太空之花”圆盘状发电系统的背面，
也就是向着地球一面，安装有多个微波发射
器，可以把电能转化为高能微波，并发射给地
面上的接收站。接收站可把微波再次转化为
电能，然后传输给千家万户。除了“太空之花”
外，此前有不少研究人员提出了太空太阳能
发电的设想，但都因造价过高和存在一些技
术疑点而搁浅。在近年来已经提出的多种太
空太阳能发电站中，把能源传输到地球大多
是采用微波的方式。也有科学家提出可采用
激光的方式，但是激光传输能源的方式很可
能危及其他飞行器的安全。
在未来的外星探测尤其是近十年内就可

能实施的火星探测过程中，如何为太空飞行
器“加油”一直是个大问题。研究人员表示，
“太空之花”可以用于解决这个难题。“太空之
花”除了用于把太阳能传输到地面外，还可用
作“太空加油站”，为附近或路过的一些太空
探测器提供能源。按照研究人员的设想，“太
空之花”可以根据需要密布在太空的不同位
置中，甚至可以发射到其他星球附近，作为星
际飞行器的“加油站”。

美国研究人员正在加紧研制“太空之花”，
他们希望在 ,%)$年就开始在近地轨道建设太
空太阳能发电站，并在 ,+年内完全建成。一些
太阳能专家表示，“太阳之花”的可行性较高，
如果它能按照计划的时间表投产，很可能是世
界上首款太空太阳能发电产品。

! ! ! ! ! ! ! ! !阿碧

! ! ! ! !研制一种微小的机电装置，能像“魔法
校车”那样，在我们的身体里穿行，这是世界
各地纳米实验室的共同追求。美国科学基金
会和英国工程和物理科学研究理事会支持的
研究团队定下的研制目标更为神奇：结合动
物细胞制造微小的仿生机器人，其功能如同
装有传感器的活体生物。

这是被称为“56789:;<=>”的机器人鳗
鱼，研究团队将采用合成生物学原则，把仿生
组件与活体的动物细胞混搭，组成机器人系
统，并创建能像生物体那样对化学品和光的
刺激作出反应的传感器。

合成生物学使用工程原则，利用来自生
物的部件帮助创建目标装置，或使现有的生
物系统变得更有效能。“56789:;<=>”就会借
用活体动物的细胞构成机器人鳗鱼的“眼
睛”和“鼻子”，赋予其视觉和嗅觉的感受能
力；而人工电子神经系统将获取所在环境的
信息数据，并借助人工肌肉对外界刺激作出
反应。
“动”的功能由肌肉细胞工程达成。细胞

在实现刺激?收缩联动，以及收缩时都需要机
械能，而肌肉细胞工程则使这种能量消耗最
小化；人工肌肉将由线粒体葡萄糖转换为
1@/供能。
机器人鳗鱼全面仿照了生活在大西洋海

域的七鳃鳗，它具有完整的神经系统，但相对
简单，应该比较容易模仿。研究人员希望以七
鳃鳗为模型，创建能自主游泳、有感应能力、
体长约 A厘米的机器人样机。

而未来的版本则是纳米尺度的，以便更
适合于在人的体内游动，进行检测和潜在的
疾病治疗。这听起来纯属科学畅想，但实际上
并非遥不可及。研究人员目前正在开发 56!

789:;<=>的各个组件，他们信心满满地认为，
如无意外挫折，有望在 +年内让设想成为现
实，让这样的微型机器人游进你的体内。

! ! ! ! !稼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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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海鳗微型机器人
游进人体内显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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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空之花#把太阳能转化为微波

! "太空之花$太阳能卫星

! 以前的太空太阳能电站设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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