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地球上有没有来自火星的陨石？有的。这
么说吧，好久以前火星被小行星撞击，撞出的
碎片经历亿万年的太空旅行，在数百万年前
登陆地球。事情还没完，它得由地球人找到，
又由科学家鉴定，证实是火星来客。所以，那
实在是太小太小概率的事件。今天在地球上，
经由国际陨石协会鉴定的火星陨石总共只有
约二百件。
现在，又有了更“奇葩”的事，有人竟要把

这么稀罕的火星陨石重新送回到火星去。那
是美国宇航局，它正在规划其 !"#$ %&%&（火
星 %&%&）任务，这次使用的探测器将带上源
自火星的陨石，一直送其回到“老家”———那
颗红色星球。而此举的目的，则完全是实用
的、科学的，这块陨石将作为本次任务主要仪
器的校准样本。
专家指出，如果火星探测器上的仪器不

能准确地传回其所看到的东西，那么把着陆
器送到火星表面所花的时间金钱，乃至劳力
智力，统统都毫无意义。因此，每次火星着陆
任务都包括一整套的校准样本，其用途与地
球上使用的测试校准卡类似，就是要确保视

频设备调适到最佳状态。
这样的例子之一是 %&'(年底发射的

“好奇”号火星车，它的校准板上有 )个色
样、公制标准条形图，以及用于深度校准的阶
梯图形。科学家们还“搞笑”地带上一枚带林
肯头像的 (*+*年一美分硬币。这些都是为了
调整火星车成像仪的清晰度，对它所摄照片
的大小、颜色、比例等信息进行校准。

而火星 %&%& 的火星车机械臂上有
,-./012高精度激光扫描设备，会用拉曼
光谱和荧光光谱对环境进行扫描，使碳基化
合物像传统紫外线灯那样发出荧光。然后分
析岩石上细如发丝的特征，查找、乃至确定有
机物和化学物质。美国宇航局的工程师希望
使用尽可能与火星岩石相近的校准样品，以
帮助仪器更好地挑出已发现过的纹理和有机
物、化学物。所以，真正的火星碎片无疑是作
为基准的最好选择。

承载光荣使命“衣锦回乡”的火星陨石
由伦敦的英国历史博物馆提供，是名为
,"3++4陨石的一部分。它 '***年在阿曼被
发现，后被确认来自火星。中选的原因，既因

为它能提供
很好的校准特

性，也因其足够坚硬，
看来能经得住地球到火星的茫茫旅程。

附图中，,"3++4 的一片放置在氧等离
子体清洁器中，去除其外表面的有机物。这
一片会留在地球，用于测试火星 %+%+探测
器的激光仪器；而另一片将由该探测器带去
火星着陆。
你可能跟我一样，惊叹科学家如何确定

某块陨石来自火星。据称是依据岩石和稀有
气体的化学和矿物学特性，这些陨石中的气
体具有火星大气特有的“指纹”，美国宇航局
'*5)年的“海盗”号任务记录了下来。从岩石
分类的角度，火星陨石则显示明确的火成过
程，这在小天体!如小行星"上不可能出现。

,"3++4并不是送往火星轨道的第一块
火星碎片。'**)年发射的“全球探勘者”号携
带了来自 6"7"89火星陨石的片段。该火星探
测器现仍运行在火星轨道，但已经不再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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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火星陨石送回火星

! ! ! !要说我们能制造的最坚固材料，不少人
会想到钛合金，不过那玩意儿可能又贵又重。
美国马里兰大学（3!:）科利奇帕克分校先
进材料与纺织中心主任、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胡良兵教授的团队想出一个办法，找到了“长
在树上”的替代品。通过新颖的致密化工艺，
该团队成功地制造出了具有钢的强度和韧性
的“超级木材”。图为胡教授（左），和共同领导
该研究的李腾教授。

团队采用了两步法的致密化工艺让
“超级木材”达成非凡的性能。首先是在氢
氧化钠和亚硫酸钠的混合液中煮沸木材，
去除木材中的部分木质素和半纤维素。经
过处理的木材再在 (&& 摄氏度下进行热
压，这导致细胞壁塌陷，形成有序而紧密排
列的纤维素纳米纤维。最终得到的是厚度
减少八成、密度提升两倍的材料，韧性、刚
度、硬度、抗冲击性能等机械性能都比天然
木材大增。

超级木材的拉伸强度更可达到 ;45 兆
帕，能与钢材媲美。这个参数是指材料被拉断
前可承受的最大应力。在测试中，研究人员做
了挡弹试验，;层超级木材的层压板成功地
挡住了高速射来的子弹。
胡教授说：“这种新的处理方法让木材的

强度高出天然木材 (%倍，硬度高出 (&倍。这

使它可能成为钢铁、甚至钛合金的竞争对手；
它坚固耐用，与碳纤维有一比，但成本却便宜
很多。”
据团队的介绍，他们的处理过程可以一

次处理大量木材；待处理的木材还可以先弯
曲成需要的形状，以方便成型。这项工艺可以
处理许多不同类型的木材，让质地较松软的
树种也有了更广泛的用途。
胡教授说：“这种木材可用于汽车、飞机、

建筑物等任何用到钢铁的场合。这种技术也

能让生长较快、更环保的软木材如松木或巴
尔沙木，代替生长较慢、但密集的树木像柚
木，用于家具或建筑。”
他们的研究发表在《自然》杂志上。值得

一提的是，胡教授团队一直致力于探索木头
这种普通的材料的更广泛用途。过去几年中，
团队开发了透光率达 *&<的透明木材、木制
的“会呼吸”锂氧电池正极、木头制成的滤水
器，都是令人脑洞大开的奇思妙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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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新纪录片《玛雅蛇
王的隐秘宝藏》%月 )日在美国首映，它记录
了汤姆斯·加里森等考古学家跋涉在危地马
拉北部的丛林深处，对玛雅金字塔遗址的新
调查。

加里森是伊萨卡学院的人类学助理教
授，他帮助策划了 %+')年对这片丛林地区进
行的航空勘测成像，航测的范围涵盖了主要
的玛雅遗址，如蒂卡尔（=9>"?）和艾尔托兹（.?
6@AB）。当时的检测发现了房屋、墙壁、道路和
宫殿，专家估计曾经有几百万人生活在这里。
不过，航空勘测成像对低地丛林的调查

效果有限，浓密的树冠无疑会妨碍航测，成片
的灌木掩盖了实际结构及其相互关连。加里
森说：“在你连眼前一米都看不清的环境中，
很难把这些结构拼合在一起。”
而纪录片描述的新调查，则动用了另一

种技术利器 09:C/（光探测和测距）。用 09!

:C/从天空绘制地图，说起来似乎平常：安
装在飞机上的设备发送稳定的激光脉冲射向
地面；脉冲从地表反弹所需的时间被精密测
量，转化为地形数据。
不过特别的是，这些激光脉冲能穿透植

被之间的细小间隙并反弹，能以高度的准确
性被测量。而现在的技术又可以做到按用户
的某些要求处理这些数据。比如在这次的玛
雅遗址探测中，团队让软件将树木滤掉，从而
现出地面的一切。团队还幽了一默，将这个过
程称为“数字化森林砍伐”。很贴切哦。
我们在附图中能清楚地看到艾尔托兹的

古玛雅遗址在数字化砍伐前后的对比，左侧
是实测的激光雷达数据，大地被树木遮盖；右
侧则是滤去植被以后的效果，建筑结构清晰
可见。

这次勘测的范围有 %(&&平方公里，09!
:C/激光雷达得到的地图显示了超过 ) 万
个以前未知的结构，包括梯田、道路、房子、防
御墙和塔，还有金字塔、宫殿。考古学家意识
到他们花了几十年时间研究的这个古代人口
密集区，实际上比推测的要大很多，估计的人
口应该在 (到 %千万。

加里森团队还发现了更多农耕相关的特
征，而农耕无疑是在延续几世纪的文明中支持
玛雅人所必需的。至于新确定的防御结构，则
表明当时的战争比先前推测的更为普遍。
加里森说团队看到了更大范围、更密集的

兴趣点，好像每个人都在先前绘制的地图中错
过了很多。“很难表达这段时间我们有多激
动，”他说，“现在的挑战是，如何处理手里这么
多的数据。我想，下一步会带着数据去新发现
的废墟实地考察。”
这次调查是美国、欧洲和危地马拉考古

学家，以及文化遗产保护组织 DC23EC!合
作完成的。动用 09:C/的一次新勘测目前正
在另一地区进行。

凌启渝 !图#国家地理"

玛雅遗址考古有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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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天的商用无人机大
都使用 FD,，当它们在高空
或屋顶上方飞行时，没有问
题。但如果需要在非结构化
的拥挤城市街道中穿插行
驶，会不会碰撞到突然出现
的汽车、自行车或过马路的
行人？到目前为止，商用无
人机还难于对这些意外事
件作出迅速反应。
瑞士苏黎世大学和国家能

力中心 E22/的研究人员开
发了称为:#@EGA的算法，目标
是驱动无人机在城市街道上空

安全通过。它设计为一个4层的快速残量网络，对
每个输入图像都会产生两个输出：转向角和碰撞
概率，前者保持对无人机导航以实现避障；而
后者让无人机识别危险情况并及时作出反应。
领导这个团队、专攻机器人感知的苏黎世

大学戴维德·斯卡拉穆扎教授说，“:#@EGA既识
别静态障碍，又识别动态障碍，以便放缓速度避
免碰撞。这种算法让我们朝着无人机在日常生
活中自主导航又进了一步。”
根据规划，他们开发的无人机不依靠精密

的传感器，而是用智能手机的普通摄像头配合
强大的人工智能算法，来解释观察到的场景并
作出相应的反应。该算法由所谓的深层神经网
络组成。斯卡拉穆扎说，“这个算法能通过一组
训练实例，向无人机表明如何做某些事情，如
何应对困难状况，让它学会解决复杂任务。这
有点像小孩从父母或老师那里学到本领。”
所以，收集数以千计的训练示例就成为

开发这个深度学习算法的重点。团队从实际
的城市环境中获得足够的数据，来训练算法。
无人机通过模仿行驶中的汽车和自行车，自
动学会遵循安全规则，比如“在街上如何不进
入逆行道”、“如何避免撞到前进方向上的行
人、建筑或其他车辆”。更有趣的是，研究人员
发现他们的无人机不仅在城市街道上学习，
在一些完全不同、也从未操练过的环境也会
开启学习模式。无人机甚至学会了在室内环
境中（如停车场和办公室走廊）的自主飞行。
尽管这项研究发掘了监控无人机穿越杂

乱的城市街道或完成灾难救援行动的潜力，
但研究团队表示，大家对轻型、廉价无人驾驶
飞机的期望值其实还是过高。“实现上述雄心
勃勃的应用目标，仍然有许多技术问题需要
解决。” 稼正 !图#$'("

“超级木材”坚硬如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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