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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有句话是电视剧主角们挂在
嘴边的：“让我一个人安静地待一
会儿。”那么，被渴望的寂静真是
金吗，你真能忍受绝对的安静吗？
科学家的结论是，在地球最安静
的地方，普通人能忍受的时间最
长也就是“一节课”———!"分钟。

世界上最安静的地方，在
#$$! 年就“册封”给美国明尼亚
波尼斯的奥菲尔德（%&'()*+）实验
室了，这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也由
它保持至今。
在这里的“无回声测试室”，

,,-,,.的声音被吸收，它的超静
环境是这样达成的：房间里分布
着纵深 /米的玻璃纤维吸声楔，
这无疑是“只进不出”的声音陷
阱；而墙是双层的，由绝缘钢材和
0$厘米厚的混凝土组成。
那么，人在这里会舒服吗？有

志愿者来接受挑战，坐在漆黑的
房间里，多数人在短时间内会产

生幻觉，变得无法忍受。无回声测
试室的创办人兼总裁史蒂文·奥
菲尔德说，成绩最好的是位记者，
“他留在那里 !"分钟”。

奥菲尔德先生解释，“如果置
身于很安静的环境，你的耳朵会
适应；而在更安静的房间，事情就
多了。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有时
能听到肺音，听到你胃里液体流
动的大声。在无回声室里，你自己
变成了声音的唯一来源。这种经
历与正常的感受完全不同。”
他说：“当你走动时，其实是部

分借助听到的声音在辨别方向。在
无回声室中，没有让你平衡并调动
身体的任何线索，这使你困惑。如
果在那里呆个半小时，你一定会不
由自主地想坐在椅子上。”
众多制造业者青睐于奥菲尔

德的无回声室，过来测试其产品
有多大声。奥菲尔德先生说：“实
验室用于正式产品的测试，用于
对不同声音的研究；心脏瓣膜、移
动电话声响、汽车面板上开关的
声音，都是研究对象。”
它也被用于音质的检测。比

如，机器脚踏两用车制造者哈
利1戴维森希望使自己的两用车
变得安静些，但还是一听就知道
那是哈利2戴维森的声音。奥菲
尔德和团队还帮助洗衣机制造商
!如惠而普"开发消音产品，使产
品的噪音降到合理水平。
奥菲尔德先生承认，他自己

能在超静音室中呆的最长时间是
0$分钟。那太不容易了，他一进
去就突然听到移植在自己心脏里
的机械瓣膜在咚咚作响。比尔

! ! ! !太赫兹（345）波段电
磁波可以穿透可见光不能
穿透的物体，也就是说，能
够看穿墙壁，或看到口袋
和钱包里面的东西。这种
电磁波的能量介于微波和
红外光之间，能感受任何
分子，因此能用于安保扫
描、医疗设备和其他各种
应用。
不过，太赫兹成像设

备往往需要重达成吨的供
能装置，需要多个镜头来
聚焦光线，庞大体积、天价
投资令人望而却步。因为
包括高功率纳米激光器，
它也被限制使用。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电气工程教
授肯尼思·奥正在开发的新版本，将不
需要多个镜头，可以借用普通的手机，
使太赫兹波段扫描仪简单可行。

关键突破是一个采用 67%8

（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的新制造
工艺。67%8芯片大家并不陌生，众
多的消费电子设备都是借助它供能
的。奥和他的团队发现，可以在
67%8内建立称为肖特基二极管的
特定高速二极管。只要借助寻常的
67%8制造工艺，就能让这些高速
光学器件达到太赫兹的频率范围，
这意味着将它们集成到现有的设备
会相当简单，在尺寸或成本方面都
没什么难的。
“67%8和 345的组合，意味着

可以把这种芯片和接收机放置在手
机背面，这样，你就有了一个可以看
穿对象、又能放进口袋的设备。”奥
介绍说。

他们研制的样机将在 9:::会
议上呈现。不过现在的计划只是将
尺寸限制在 /$厘米，不算太小巧，
这意味着下一个 ;<+&=(+设备还不
能成为“超人手机”。
另一些团队也在研制小尺寸的

新型 345器件，包括伦敦大学学院
的研究人员。他们在今年早些时候
报道了一种新设计，将不同波长的
光在低温下混合成 3452射线，并加
以放大。该系统通过特殊的制造工
艺就能集成到便携式扫描仪中去。
技术的发展似乎意味着手持太

赫兹扫描仪无处不在的时代可能为
期不远了。到时候，别人口袋里的手
机能看到你包里有多少钱，你准备
好了吗？ ! ! ! !凌启渝

! ! ! !一种能使室内冬暖夏凉，又不
影响光照亮度的“智能窗户”，最近
由美国伯克利劳伦斯国家实验所研
发成功。住进这种房屋，即使你没
有安装空调，也不会在炎夏热得汗
流浃背，在严冬冻得瑟瑟发抖了。

智能窗户的关键，是使用了一
种合成的氧化铟锡纳米晶体新材
料。这种材料既能作为涂层涂于窗
户玻璃表面，也可作为液体溶剂注

入窗户双层玻璃的夹层之中。这种
纳米晶体对光和热的传播，可以通
过电压来调节：在严寒天气，可见光
和近红外光都可以通过，从而使热
量进入房间；而在酷暑季节，施加微
弱电流可使窗户依然能够传播可见
光，却会阻挡近红外光，从而避免太

阳的热量进入房间。此外，锡还另外
带有电荷，当施加电压时，纳米晶体
里电子的密度会发生改变，从而使
得所吸收的红外光的量也随之改
变，于是房间始终保持适宜的温度。
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英

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麦基发明的

一种全部由双层玻璃构成的智能窗
户。玻璃夹层中充满水而不是空气。
溶于水中的一种化学物质，能将阳
光中的红外线能量和热量吸收掉，
但不影响可见光的通过。玻璃夹层
中的水是通过一台热交换器循环
的。热交换器可以使水中的热量存

储起来，也可以使之冷却，以便根据
室外气温的变化，合理地加以利用。
据介绍，这样动态性地改变红外光
和热量的吸收，是一项重大技术创
新。上述新型智能窗户的问世，不仅
能够使居住者感到十分舒适，而且
可以减少普通窗户带来的能耗和花
费———仅就美国建筑业而言，这笔
花费每年大约为 !$$亿美元。

王瑞良

! ! 在不少时候，我们
需要及时地测量我们自
己的血压、脉搏、心律、
呼吸频率等身体健康状
况。但是，我们总不能随
身都备着一些笨重的体
检仪器吧。为了解决不
少用户的烦恼，美国一

家保健公司开发出一款形状和大小都如
创可贴的薄膜体检仪。

薄膜体检仪由美国研究人员戴维·
埃克等人开发。该产品的英文名为

>(=8?@AB，翻译成中文是“生物印章”，意思是“刻在
人体上的体检印章”。这种仪器又轻又薄，如同一个
小小的塑料片，其中却集成了一些微型体检仪。从这
款产品的外表来看，它就像是一块柔软的电子芯片。
事实上，这款产品中的电子元件没有采用传统的、坚
硬的硅晶体管，而是采用可弯折的有机晶体管。
或许有读者会感到疑惑，这个东西有不像其他体

检仪那样有显示屏，我怎么知道它的测量结果如何
呢？莫看这款产品个头很小，却是一款功能强大的医
用电子产品。这款产品的薄膜中隐藏着不少微型生物
传感器，可随时感应皮肤及皮下的血管、神经等组织
或器官的运行情况，以此监测用户的身体状况。如果
一切正常，“生物印章”就悄无声息。如果体检出来的
相关数据出现异常，它就启动无线信息传输功能，把
监测结果同时传输到用户和其保健医生的手机上，同
时会发给用户一些合理建议。此后，用户可和保健医
生及时沟通，商量出更好的保健措施或就医方案。

参与开发出这款产品的研究人员兰迪斯表示，
“生物印章”并不只适用于那些慢性病患者，对普通
人也很有用途。比如，我们在剧烈运动时，身体机能
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如果不加以合理的防护，可能造
成伤害甚至导致猝死。又比如，我们在处于特殊的地
理环境（如高原、沙漠）中时，也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身
体状况。在这些情况下，“生物印章”对普通人也有很
大的帮助。
目前，“生物印章”只具有血压计的功能，只能测

量血压、脉搏等数据。研究人员戴维等人希望进一步
添加多种体检功能，比如测量呼吸频率、肺活量、体
温、汗液量、脂肪量、皮肤病变等。研究人员还表示，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一些笨重的体检仪器可以进
入博物馆了。在未来，如同创可贴一样的薄膜状体检
仪将方便人们随时随地监测自身的健康状况。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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