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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61岁发明家布兰·费伦打造的“基

拉”号多用途超级旅行车，集办公室、厨房和卧室于一身，车顶还有一个

可伸缩的帐篷，这是为费伦 4岁的女儿打造的，这辆与众不同的卡车就

是为她设计，以方便这对父女环游世界。

这位父亲花费 4 年时间在世界各地穿梭，与不同国家的专家讨论

后，最终确定了这种卡车的设计方案。这款六轮旅行车可在烂泥地，甚

至是布满岩石的道路上穿行，因为它采用的是纤维 B强化轮胎。

该车可连续行驶 3218.69 公里，中途无需再次加油，由于采用特殊

的悬架系统，45°大斜坡也如履平地。驾驶室里还拥有特殊的减震座

椅，司机可在驾驶室里操控无人机检查前方路况。它上面的装备比大

部分家庭都更完善。该车拥有舒适的盥洗室、可以做饭的定制厨房，以

及可以存放可供 2周旅行所需补给的储物间。

美国老爸

造超级房车

带女儿环游世界

据中新网消息，将于24日开馆的日本山梨县磁悬浮参观中心新馆“心

跳磁悬浮馆”日前向媒体公开，馆内展出了创造世界最高时速的车辆。

馆内设有边观看高速行车影像边体验类似乘车时摇晃的剧场，以

及体验乘坐磁悬浮乐趣的 2人座“迷你磁悬浮”。

报道称，馆内将展示日本东海铁路公司的磁悬浮中央新干线的试

验车辆。馆内展出的试验车辆中，包括创造高达每小时 581 公里行驶

速度的试验车辆，这是铁路世界最高时速纪录，车内部分也开放参观。

日本磁悬浮

参观中心开馆

可体验“心跳感觉”

据中新网报道，瑞士一名单板滑雪爱好者嫌滑雪运动不够刺激，自

带电动喷气式推进器，加快滑雪速度达到每小时 80公里。

瑞士出身的杰米·巴罗是英国速度最快的单板滑雪运动员，此前他

曾在瑞士使用电子装备，打破了世界纪录。

“这个动力装置非常强劲，能独立启动风扇，达到每分钟 3 万转

速。”工程师康托雷特说。他还称，希望自己的发明能帮助提高弹跳高

度和登山人士。据悉，推进器的价格也不菲，尽管还未投入上市，预计

这款产品的价格会达到 5000至 10000美元。

滑雪爱好者

嫌速度慢

自备喷气推进器

■简讯

我国精细结构常数测量水平
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科技日报讯（通讯员刘旭红 记者林莉君）精确测量精细结构常数

是确立新的国际单位制的重要一步，近日，由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承担

完成的“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课题“精细结构常数测量关键

技术及电容基准的研究”顺利通过由金国藩院士为组长的专家组验

收。该课题研制的国际新型的立式可移动屏蔽电极计算电容装置测量

精细结构常数，复现 1pF电容单位的标准不确定度达到 2.0×10-8，接近

国际最好的水平。

现行的国际单位制由七个基本单位（长度单位米、质量单位千克、

时间单位秒、电流单位安培、热力学温度开尔文、物质的量单位摩尔质

量、发光强度单位坎德拉）和若干导出单位组成。为更好地复现、保存

和传递基本单位的量值，2005 年，国际上提出了重新定义国际单位制

基本单位的问题，建议将国际单位制基本单位定义在基本物理常数上，

如用普朗克常数定义质量单位千克，用基本电荷定义电流单位安培，用

玻尔兹曼常数定义热力学温度开尔文，用阿伏加德罗常数定义物质的

量的单位摩尔。精细结构常数与这四个基本常数之间有重要的关系，

它的准确测量对四个基本常数的确定有重要的帮助。目前，国际计量

局和美国、澳大利亚等先进国家都在研究新一代计算电容基准。

在科技部的支持下，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联合国内有关单位，申请

了“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以量子物理为基础的现代计量基

准研究”，包括能量天平质量量子基准、玻尔兹曼常数测量及热力学温

度基准、精细结构常数测量关键技术及电容基准、阿伏加德罗常数测量

关键技术等 9项量子计量基准及关键技术研究。

据课题负责人、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陆祖良介绍，该计

算电容装置也是目前国际电磁计量领域内除量子电压和量子电阻之外

具有最高准确度水平（10-8）的装置。它本身是交流阻抗的计量基准，

在电力行业、电子行业、家用电器、通讯设备的质量控制方面具有广泛

应用，对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发挥重要作用。

菠萝科学奖是一个严肃认真的科学奖项，

以“向好奇心致敬”的名义，广泛征集、褒奖和传

播有想象力的科学研究成果与实践，找到那些

并无野心改变世界，但也不会被世界摧毁好奇

心的人，和更多的人一起分享科学。每年四月

的第二个周末，揭晓本年度的奖项，并对获奖者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菠萝科学奖从一开始就以一种‘另类’的方

式出现，它不会高高在上地说教，而是用幽默的

方式让大家感觉到科学的美好。”菠萝科学奖总

策划王丫米说，希望它能成为连接中国科学界与

普通百姓间的桥梁，用大众能够接受的语言和方

式传播科学知识，同时让公众了解科研工作者。

与前两届相比，本届活动筛选的科学研究

样本更多、范围更大，获奖科研项目从国内科学

家扩展到了海外华人科学家，其中数学奖、心理

学奖就分别被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人领衔科研团

队斩获。

各个奖项经历了 18位科学家评审员对科学

性与新奇性的专业评审，以及由导演、作家、杂

志主编、笑星等 26 人组成的星光评审团对趣味

性的再次评定。

“获奖奖项首先要是严肃的科学研究，要经

过大量、反复的调查论证，通过严谨的科学方法

完成，而且研究视角要独特，易于引起大众的兴

趣。”已是该活动三届评委的中山大学天文与空

间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淼表示，科学家评审团与

星光评审团的双重评定，能让奖项结果的科学

性与趣味性更加平衡，内容更“接地气”。（文字
及图片由果壳网提供，并综合新华社报道）

“菠萝”说
可以另类、幽默，但必须严肃严谨

4 月 12 日晚间，由浙江省科技馆和科普网

站果壳网合力打造的第三届“菠萝科学奖”在杭

州揭晓获奖名单。

“菠萝科学奖”的五个基础奖项物理奖、

化学奖、数学奖、心理学奖和医学生物奖分别

颁给了“92 块钱的隐身衣”“果蝇的择偶偏好”

“数学焦虑只有四成天生”“早撒谎的孩子更

聪明”“东亚人更爱出汗”五个严肃而新奇的

科研项目。

此外，为了褒奖那些一直致力于通过奇思

妙想让科学变得有趣的人而特别设立的菠萝

Me 奖、菠萝 U 奖、幻想奖和发明奖，分别被“中

科大杀手教授丁泽军”“吉大四行情诗大赛”

“《霹雳宝贝》”“山大机器驴”摘得。

颁 奖 现 场 ，常 人 印 象 中“ 严 肃 认 真 ”的

科 学 家 们 用 幽 默 的 解 说 ，让 科 学 变 得 有 趣 、

易懂。

“为了探索‘爱情’这种化学反应的真相，

我们选择了果蝇做实验。实验发现，雄果蝇

优先选择年轻的果蝇进行交配。”获得本届化

学奖的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薛

雷表示，一项针对男性的调查也得出了类似

结论，男性的梦中情人总是 20 岁左右的年轻

女子。

“科学本应是由好奇心驱动的，现在我们很

多的科学研究商业化导向严重，失去了科学最

初本真的东西。”获得本届医学生物奖的中国科

学院汪思佳教授说。

2014菠萝科学奖颁出

““另类另类””科研的另类解读科研的另类解读

隐身是人人都有的梦想，科学家花费了大

量的人力物力想让物品隐身，但却依然未能实

现。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的研究团队

利用光的折射原理，使用玻璃、直尺和量角器，

制作出可以让小猫在自然光下消失的隐身装

置。该项发明的用途非常广泛，可满足藏考卷、

藏臭袜子、藏私房钱等日常需求。

浙江大学陈红胜教授的团队发现人类的视

觉其实比光学仪器更好欺骗，因为人眼对于光

线沿着不同路径传播时产生的时间差不敏感，

对于光线的偏振程度更加不敏感。放松了这两

种限制条件之后，他们就能用简单便宜的材料

制造一个能隐藏宏观物体的隐身衣了。

2013年，在他们的巧妙设计下，陈红胜的团

队仅仅用几块价格不高的棱镜，就制造

出了两种能够让可见光绕着走的隐身装

置。这两种装置不但成本低廉，工艺也

很简单，只需小学生都有的直尺和量角

器即可快速安装。第一种是由六块棱镜

摆成的六边形，中间有一个 2厘米宽 5厘

米高的空腔。把六边形放进水中后，游

入空腔的金鱼就像完全消失了，从背景

发出的光线在棱镜中经过反复折射，原

封不动地跑出来，看起来没有受到任何

阻拦。

第二种装置由八个棱镜组成，中间

有一个 12 厘米宽 7 厘米高的内腔，能让

空气中的物体隐形。一只小猫蹲在里面

时，我们只能看到它的上半身，而它的下

半身仿佛根本不存在。

继电脑、手机和互联网之后，这项发

明也将极大改变人类生活，专家估计，藏

考卷、藏私房钱、藏臭袜子、藏猫猫以及

在公众场合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等日

常需求将率先普及该项发明。

获奖团队：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陈红胜团队

为了探索“爱情”这种化学反应背后的真

相，科学家们用果蝇做了实验。同济大学生命

科学与技术学院的研究团队先将一只雄果蝇和

一只雌果蝇放在试管里，发现无论雌果蝇的年

龄多大，雄果蝇都会选择与其交配。当把一只

雄果蝇和两只年龄不同的雌果蝇放在一起时，

雄果蝇就会优先选择年轻的雌果蝇——这大概

是所有动物的本能。但在研究结果公布后，有

部分女性对此表示十分遗憾和难以接受，希望

该团队调转果蝇性别重新实验，并尽快将结果

公之于众。

果蝇其实经常被用在包括行为模式研究在

内的科学研究里，因为果蝇有大约一半的蛋白

质和哺乳动物有同源性，并且超过 70%的人类

疾病相关基因都在果蝇里有对应。它们身体

小，繁殖快，寿命短，简而言之就是折腾起来好

方便，而且还不会咬人。除了让果蝇本该长触

角的地方长出腿来之外，科学家们还很喜欢给

果蝇制造一些人为的、情感上的挫折，再看果蝇

们怎样奋斗，或者一蹶不振……

但到目前为止，仍少有研究深入地考察过

果蝇求交配时对象年龄的重要性，而这个课题

由胡雨佳等人在 2014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衰老

相关的神经退化消除了雄性果蝇的求偶选择》

中进行了探索。该论文显示，雄性果蝇在求偶

时，3 天龄的雄果蝇在交配对象没的选的时候

是萝莉御姐皆不拒，给什么就要什么；而当年

轻（3 天龄）和年长（30 天龄）的雌蝇同时存在，

雄果蝇能自由选择的时候，它们大多会挑年轻

美娇娘。而这种挑食的作风，会随着雄果蝇年

龄的增加而变少，30 天龄的大龄雄蝇就已经很

不挑了，而 60 天龄的超太龄雄果蝇，交配能力

没怎么下降，而心态已经变得完全不挑：觉得

雌果蝇都是杜拉斯，年轻不年轻，面孔摧残没

摧残，眼睛是红色还是白色，都不是个问题。

这么博爱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大龄果蝇可能已

经有神经退行性疾病……反过来，如果在 3 天

大的年轻果蝇的中枢神经系统里引入外源蛋

白 APP，也即可能导致阿尔茨海默症的人类淀

粉样前体蛋白(human amylOid precursor pro-

tein)的话，它们也会变得不能分辨年幼和年长

的雌果蝇，突然觉得爱情好盲目，3 天和 30 天

的都通吃。雄果蝇这种对年龄的偏好可能跟

年轻雌果蝇的生殖优势有关。

获奖团队：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薛雷团队

有些人对数学没感觉，而且还有焦虑倾

向。俄亥俄州立大学心理学系的王喆团队发

现，数学焦虑症只有 40%和基因有关。所以数

学老师、家庭环境或者不开心的经历等因素，都

会影响孩子在数学方面的表现。要想彻底毁掉

孩子学好数学的信心，可以试试以下配置：唐僧

型老师、牛魔王般的家长、鸡毛掸子以及永远不

低于 70分贝的斥责音量。

这项研究于 3 月 10 日发表于《儿童心理学

与精神病学期刊》。研究者追踪一群中产家庭

的孩子，在他们平均 12岁时进行最后两次家访，

评估四项指标：数学焦虑水平、总体焦虑水平、

数学解题能力以及阅读理解能力。通过比对

216 对同卵双胞胎与 298 对异卵同性别双胞胎

的数据，研究者得出结论，基因可以影响个人的

数学能力和焦虑倾向，从而改变“数学焦虑”的

几率。

所谓“数学焦虑”，其实就是一看数学就开

始害怕。2012年，斯坦福大学研究者曾发现，处

于“数学焦虑”状态中的学生做题更慢也更容易

出错，他们脑中负责恐惧的杏仁核活跃程度上

升，与推理解题和工作记忆相关的脑区活跃程

度则下降了。简单来说，他们脑子看到数学题

的反应就跟看到蛇和蜘蛛似的。

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心理学系的斯蒂芬·佩

特里尔（Stephen Petrill）教授是这项研究的参与

者之一。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项研究的目

的不是告诉哪些人“数学不是你的菜”，而是在

于理解“数学焦虑”的起因，从而找到克服心理

阻力的干预方法。等找到症结关键，数学焦虑

者或许就能发挥出自己真正的实力，数学不怕

不怕啦，学渣翻身变学霸。

获奖团队：俄亥俄州立大学心理学系王喆团队

传 统 观 念 认 为 ，撒 谎 的 孩 子 都 是 坏 孩

子。来自多伦多大学儿童研究中心的李康团

队发现，撒谎是大脑的高级功能，是孩子认知

能力发展的表现，可以说是孩子成长的里程

碑。孩子第一次撒谎，像长出第一颗乳牙和

学会走路一样珍贵，同样值得庆祝。感谢科

学 ，让 我 们 能 客 观 地 看 待 孩 子 撒 谎 这 件 事 。

这是科学上的一小步，但却是幼儿教育理念

的一大步。

如果把大脑比作一间公司，那么管控系统

就是 CEO。通过测试，研究团队发现，儿童随

着年龄增长，不仅越来越爱撒谎，撒谎水平也越

来越高。正所谓天才是 1%的灵感加上 99%的汗

水，骗人也是需要勤加练习才能熟练掌握的技

术活。而更重要的是，爱说谎话的孩子在管控

系统的功能测试中的表现都相当好。说谎说得

好，说明孩子发育正常聪明伶俐，日后无论学习

工作都能按时完成游刃有余。

获奖团队：多伦多大学儿童研究所李康团队

在隆重的场合，出汗往往被认为是很尴尬

的事。但出汗是必要的生理功能，而且存在东

西方差异。来自复旦大学和中科院等机构的研

究人员发现，大约在三万年前的中国中部，出现

了一个基因变异，导致汗腺密度高出 15%。

大部分东亚人，都携带了这个变异的基因，

所以东亚人更爱出汗。

七万年前，现代人类的祖先走出非洲，很快

便占领了世界上绝大部分大陆。而三万年前的

东亚大陆，今天河南陕西—带诞生了一个奇怪

的孩子。他比其他人更容易出汗，头发也更浓

密。这个人和 Ta的后代们都是“生产”能手，今

天，绝大部分黄种人，包括美洲的印第安兄弟，

都有这个人的血统。

我们能知道这些，要感谢复旦大学和啥佛大

学的科学家们。他们在东亚人群中鉴别出了一个

叫做EDAR370A的基因变异，根据基因演化的速

率推测出这个基因突变发生在大约三万年前。只

是这个单个的基因变异，就可以影响毛发、汗腺、

牙齿甚至乳腺的形态。因为EDAR基因表达出的

蛋白质是调控胚胎中胚层和外胚层相互作用的关

键，不论是毛发、乳腺还是牙齿，其实都是外胚层

分化出来的。拥有了这个突变的基因，可以让皮

肤上汗腺的密度增加 15%，同时会有更粗且密的

头发，为了验证一下，中美两国科学家们还在小鼠

身上重现了这一过程。拥有 EDAR370A变异的

小鼠汗腺的确更多了，而它们的毛发也发生了类

似黄种人的变化——更密、更直。

获奖团队：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马普学会计算生物学伙伴研
究所金力、汪思佳、谭婧泽等

菠萝科学奖是一个严肃认真的科学奖项，我们以‘向

好奇心致敬’的名义，广泛征集、褒奖和传播有想象力的

科学研究成果与实践，找到那些并无野心改变世界，但也

不会被世界摧毁好奇心的人，和更多的人一起分享科

学。每年四月的第二个周末，我们会揭晓本年度的奖项，

并对获奖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