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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荷兰设计师阿诺克·卫普希设计了一条

神奇的裙子。它由一个带穗的头盔和金属制裙子组成。卫普希女士

联手阿克塔克，后者用特斯拉线圈制造出美妙的音乐。其中，特斯拉

线圈是一种电谐振变压器电路，它能产生高电压和高频率交流电。

卫普希女士随后便站在线圈中间进行人体导电测试。这个项目是

2014年在圣马特奥舞台上展示的。

“我们都沉迷于推动边界有关技术、实验和创新，”卫普希女士

说，“我们不只是想展示一个很酷的项目，我们也想通过分享我们的

创作过程教育观众，激发他们参与技术方面的欲望。”

神奇裙子
用特斯拉线圈

转化音乐

就读于英国海牙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莉莉安·凡·达尔，为了自

己的毕业设计构思了一款利用仿生技术的 3D打印软椅，整个设计的

灵感来源于植物细胞的结构。达尔的概念软椅可以用单一的原料进

行 3D打印。整个设计的目标是创造一种可以连续生产，并且能够方

便回收的装饰。因为这款软椅不需要多种不同的材料，比如泡沫、填

料、覆盖物以及支撑框架这类制作软椅的典型材料。设计师的“仿生

学：3D 打印软椅”项目允许软椅加工使用单一原材料，并且在单一工

厂或地点施工。3D 打印软椅可以减少生产和运输过程中造成的污

染和浪费。这款软椅还非常容易回收，因为它的原材料只有一种，而

不是几种通过黏合或钉在一起的材料。据称设计师将进一步与著名

的家具制造商共同开发该项目。

3D打印椅子
模拟植物
细胞形态

当你在用勺子吃冰淇淋或者搅拌咖啡的时候，你可能压根就

没想过去改进勺子的设计。但是有位设计师却在无人走过的道

路上踩出了自己的脚印，对这种基本的工具做出了重大的改进。

印度国家设计学院的学生拉胡尔·阿加瓦尔设计的 Polygons 看起

来一点也不像普通的勺子。勺子上布满的线条实际上是合页，它

可以让你将这块板变成勺子。当你将这块多边形纵向对折的时

候，最终呈现在你面前的将是一个三角形的勺子。通过控制用数

字标记的不同点，你可以改变勺子的大小。尺寸一共有四种，从

茶匙到汤匙不等。Polygons 取代一次性勺子的潜力对于阿加瓦

尔和他的网站来说很重要。据介绍 Polygons 的成本低廉，并且不

会让环境变得脏乱不堪。它折叠轻巧，而且易于清洁，携带方便，

你甚至可以把它夹在你喜欢的菜谱里。它还具有很多可持续发

展的优势，因为包装和运输这款折叠装置造成的环境破坏要比标

准金属勺子低的多。

折叠勺子
容量可度量

怎样利用微生物的多样性来解决环境问

题？如何在对动物甚至生物的研究中，发现自然

的艺术力量？科学研究中的艺术思维能够促进

科学研究吗？这一系列问题关乎科学与艺术，而

这样一个看似老生常谈的话题却在不同学科背

景、不同事业方向的专家面前激起了共鸣。为探

索科学与艺术协同进化的模式与趋势，推动科学

传播和创新文化建设，8 月 5—6 日，由中国科协

主办，黑龙江省科协承办的“科学与艺术的协同

进化”学术沙龙即中国科协第 88 期新观点新学

说学术沙龙举行。如果说科学的研究离不开严

谨的逻辑思维，那么在进行研发时，科学家们抱

有哪些艺术情结，是否会为科学研究提供更多的

创新性思维呢？

发现生物科学中的艺术色彩
文·本报记者 姜晨怡

■新知

■趣图

据国外媒体报道，科学家们致力于研制新

的方法治理全球气候转暖现象，目前，英国研究

小组最新研制一种可以吸收二氧化碳的“海

绵”，或许未来将对抑制全球气候转暖起到关键

性作用。

研究小组指出，“海绵”使用制造塑料的较

大聚合物分子制成，可以将化石燃料生成的二

氧化碳转变为氢气，并作为一种新能量来源。

这种分子接近用于制造食物包装的塑料物

质，未来可安装整合在发电厂的烟囱上。该研

究报告发表在第 248 届美国化学学会国家会议

博览会上，英国利物浦大学安德鲁-库柏(An-

drew Cooper)博士说：“关键在于这种分子非常

稳定，并且成本较低，它吸收二氧化碳的效果

非 常 好 。 这 种 海 绵 装 置 具 有 独 特 的 环 保 作

用，未来使用燃料电池技术，该吸附材料可实

现零排放。”

二氧化碳吸附剂通常用于移除燃煤发电厂

烟囱释放的二氧化碳气体，但是库柏博士表示，

这种新材料将是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新

兴技术的一部分，它能够将化石燃料排放物转

变为氢气。

一些科学家认为，氢气具有巨大的应用潜

能，可用于燃料电池汽车和发电，因为它在能量

转换过程中几乎不产生污染。IGCC 是一项桥

接技术，可适用于氢燃料转换，而同时仍使用现

有化石燃料基础设施。

库柏博士指出，“海绵”最好处于整体煤气

化联合循环(IGCC)操作的高压环境下，它就像

厨具海绵，一遇到水就会膨胀，当它分子结构微

小空间吸收二氧化碳时，就会略微膨胀。当压

力下降时，吸附性聚合物会泄气，释放出气体，

之后可以收集或者转变这些气体成为有价值的

碳化合物。

这种材料是一种褐色粉末，是由许多小型

碳基分子连接成一个网状结构，使用该聚合物

的一个优势在于非常稳定，该材料甚至可以在

酸性液体中煮沸，能够承受发电厂的恶劣环境；

另一个优势是无需接触水蒸气便能吸收二氧化

碳气体，其低廉成本使它更具吸引力。

英国科学家研制吸收二氧化碳的“海绵”

在研究动物和微生物的过程中，研究人员也

会考虑研究人员的思维模式与计算机的工作模

式的差别。在研究人员看来，发现生物的艺术色

彩，更有助于帮助他们进行开创性思维研究。智

能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也使得人们更加明确了计

算技术与人类思维在科学研究上的不同分工。

智能计算机，即模仿人的思维的计算机，被普遍

认为三种方式：一个是逻辑思维，一个是形象思

维，一个是灵感思维，也叫顿觉思维。三种思维

方式，在后来在逻辑学上的推广，完善了逻辑数

学。所以现在计算机十分完整地完善了人的逻

辑思维方式。应该说，在逻辑思维上很难能超过

计算机，因为计算机完整的在数学上解决了这个

问题。

“在实践中发现科学很有意思，让我们感动

的是很多的现象让我们非常惊奇，吸引科研工作

者往前走。”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

垚从事复合材料研究。他通过对蝴蝶翅膀的研

究分析研制出了国际上第一个视能下的复制了

蝴蝶的机构，可以应用于滑雪。李垚介绍，蝴蝶

的翅膀，主要的颜色来源是它的微纳米结构对光

学的反射，呈现的颜色是赤、橙、黄、绿、青、蓝、

紫，是纳米结构对光的反射，最终呈现我们眼睛

里的颜色是蝴蝶的翅膀，通过生物学家的分析，

在这实验中向自然学习。

根据很多的文献报道，有的人善于进行抽象

思维，有的人善于进行开创性的探索，有的人善

于进行现成文献的整理。杨谦介绍，这是前人对

科学人才的大规模的比较得出的结论。人是很

复杂的动物，是最高等的动物，他这种思维方式

和描述也是非常复杂的，是不是完全得走一条

路，按照一个思维方式往前走，“从这个角度讲，

人应该用更开创性的思维去研究，这样才能够发

挥自己的特长。”杨谦表示。

发现科技的艺术色彩

“现在很多的高新技术解决一个问题产生两

个问题，让我们非常困惑，但是用微生物细胞帮

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是非常彻底的，环境友好，

是可以信赖的一个技术。”哈尔滨工业大学生命

科学与技术学院生物工程中心主任、教授、博士

生导师杨谦说。他所研究的方向是微生物。“不

夸张的说，在所有的生物里面，微生物的细胞是

最神奇的细胞。在微生物的细胞里发生的事情

是想象不到的，帮我们解决很多的实际的问题。

我们面临的环境问题、能源问题、粮食问题，一系

列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都有望通过微生物的细

胞解决。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不产生新的问题。”

微生物细胞的多样性是一个重要特征。微

生物细胞的多样性不仅仅体现在强调的形态上

的多样性。微生物的形象千姿百态，放在显微镜

下，看到形形色色、色彩斑斓的形态。而更加重

要的则是功能性的多样性。杨谦介绍，在帮助马

铃薯淀粉工业研究淀粉渣和技术的时候，神奇地

发现微生物细胞帮助团队解决了此前一直困扰

他的难题。

在淀粉加工过程中，人们希望淀粉一直保持

白色，这样能够符合人们一贯对淀粉的优质印

象。但是在加工过程中淀粉会因为氧化而变颜

色。为了让它白，不氧化，会投入抗氧化剂，微量

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硫的加入造成淀粉渣做的饲

料质量不行，动物吃了就会出现腹泻。由于没有

合适的技术将二氧化硫提取出来，即便是把二氧

化硫提取出来也没有任何的食用价值。

马铃薯淀粉企业在生产淀粉的同时也产生

大量薯渣和污水，并有可能任意排放，不仅造成

严重的环境污染，也危及到马铃薯淀粉工业的生

存和发展。我国每年产生的薯渣超过 340万吨，

汁水 6600多万吨，如何解决薯渣、汁水所造成的

环境污染一直是业界关心的重要课题。杨谦介

绍，这个问题困扰这个行业很长时间。“在我们的

研究过程中，我们用了一种微生物，它把二氧化

硫巧妙的转化为含硫氨基酸，含硫氨基酸比不含

硫氨基酸更有价值。”他们根据淀粉废渣的成分

和理化特性，广泛采集和筛选了微生物菌种，并

应用微生物发酵工程技术，对其中优秀的菌种菌

株进行生物工程改造，成功转化出薯渣中的纤维

素和半纤维素等成分，获得了粗蛋白含量超过

42%的高品质蛋白质饲料。

通过这个例子说明微生物细胞的功能多样

性。功能多样性帮助我们解决环境保护问题。

“这是非常有专长、有发展的领域，现在研制出了

多项微生物技术解决环境问题的应用技术。”杨

谦说。

发现生物多样性之美

“人类面临的很多挑战都是非常棘手的，尤

其是环境问题。大家都在积极地倡导生态文明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里很重要的一个解决的领域

就是环境污染。”在杨谦看来，治理环境污染不能

光治污，光治污的技术即便研制出来也不受欢

迎，社会不愿意应用，污水防治技术，是提高生产

成本的。如果把治污和资源化结合起来，就是污

染防治的根本出路是污染物的资源化，如果污染

物不能变成资源，污染物或者是废弃物是放错了

位置的资源，如果能够研制出合适的技术把放错

位置的东西放对位置就成为了资源。这样的技

术才能受到企业的欢迎，因为用一天就赚一天的

钱，而不是相反。如果那样的技术，用一天就花

一天钱，代价越来越大，承受不起。微生物的细

胞恰恰是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目标的一个非常好

的生物资源。

杨谦举例，生物炼制的提法实际上是从石油

加工里获得的。石油加工应该说是在资源利用

方面利用得很好的例子。石油从地里开采出来，

加工出来没有任何废弃物。生物炼制是用生物

技术，主要是用微生物细胞，比如粮食，剩下的秸

秆，地里的根部，现在是一把火烧了，造成雾霾和

环境污染，其实更重要的是浪费了生物质资源，

“秸秆可以变成形形色色的有用的资源。我们现

在付之一炬，烧掉的是秸秆，其实是物质财富。

生物炼制这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事实上，在能源生产方面，由于现在石油日

益减少，未来我们需要替代的生物质资源，生物

质资源来自于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城市垃圾

的废弃物。原来是把生物质变成乙醇，现在作为

能源已经有点过时了，有很多的局限。大家比较

看好的不是乙醇，是丁醇，现在通过基因工程的

办法，做成这样的丁醇菌。

生物炼制在环保中的应用，主要是指废弃物

的资源化。而在粮食生产方面，细胞蛋白完全可

发现生物资源价值 以替代植物源蛋白，甚至比植物源蛋白更有价

值，占的空间小，面积小在很多方面有优势。在

食品加工上，比如生产啤酒用的特殊的酶，也是

从微生物研究中来。“我觉得微生物在环保中应

用最大的好处，就是解决环保问题不产生新的问

题，是一个彻底解决环保问题，同时实现污染物

资源化的一个过程。我一点不夸张，和其他的高

新技术相比，这个是生物技术，特别是微生物细

胞特有的功能。”在杨谦看来，其实所谓环境污

染，就是我们在利用自然资源的时候是部分的利

用还是全部利用，这是问题的关键。通过前面介

绍的微生物细胞能够实现全部利用。

科技日报讯 8月 12日记者获悉，为

加速发展我国航空产业以及航空经济，

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推进委员会联合民

政部紧急救援促进中心、中国旅游电视

委员会、世界华人慈善基金会、中国管理

科学研究院金融安全研究所等机构，将

于 10 月 13 日至 15 日举办首届中国国际

航空经济高峰论坛。

据悉，论坛的举办一方面是业界的

交流学习，另一方面将通过后续推进，筹

建国际航空动力发动机研发中心、大飞

机拆解及研发中心、国际空乘驾乘培训

基地、国际航空航天学院、国际航空经济

发展基金、国际航空经济产业联盟组织、

中国通用航空产业联盟等机构。

为推动论坛的举办，近日在北京召

开了题为“迎接‘大航空’时代，助推航空

经济崛起”首届中国国际航空经济高峰

论坛发布会。国际航空及通用航空金融

的互动与发展、中国紧急救援航空救援

产业的发展、中国低空旅游产业“空中看

美丽中国”项目，是此次会议聚焦的三个

热点议题，引发了与会者的共同关注与

热烈互动。 （段佳）

首届中国国际航空经济高峰论坛在北京启动
科技日报讯 8 月 9 日—10 日，在中国骨伤

人才研究会等协会的大力支持下，“世界中医骨

伤联盟成立大会”在京召开，来自全国及海内外

的数百位医疗、养生、保健专家汇聚一堂，共同

打造了一支集学术、产业、教育、服务业为一体

的联盟组织，力促中医骨伤及健康事业的发展，

让中医骨伤传承走向世界。

世界中医骨伤联盟的成立，是为多元化的

健康产业发展搭建的一个新平台，不仅为中医

骨伤从业者提供一个学习交流发展的机会、为

创新发展更多的骨伤技术提供有利条件，更对

提高行业整体水平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联盟执行主席、北京恒安中医院余志忠

院长介绍说，世界中医骨伤联盟将利用各项

技术的支持，加强联盟成员间的黏性及协同

发展；利用多媒体工具、网络、开展全国范围

的视频会诊，实现全国病源的资源调配；开展

全国范围内的特殊技艺培训工作；在全国民

营医院以及养生会馆等场所组建中医骨伤特

技馆，让技术性人才循环流动，特殊技能得以

广泛发挥；将联盟有效资源优化整合，联盟会

员结伴前行，资源共享，形成一条龙式、产业

化发展。

（朱如辉 冯程昱）

世界中医骨伤联盟在京成立

科技日报讯“海关查验用上新装备，

我们企业可是获益了！”近日，宁波市智达

报关有限公司的报关员陈杰拿着放行报告

非常开心。陈杰口中的新装备，就是宁波

海关自行研发的移动查验作业系统。这一

系统集合移动查验、科长复核、复查复验

三大模块和知识产权查询、税则查询、商

品信息查询等查验辅助系统，实现海关查

验执法实时操作，有效缩短了查验作业时

间，让企业享受更多科技带来的便利。

当天上午，陈杰来到宁波北仑港四期

码头，为公司出口的一批摩托车头盔办理

人工查验业务，9点11分接单后，陈杰便

匆匆拿着倒箱作业单来到了查验场地，海

关查验关员王强首先在平板电脑上进入

移动查验模块，通过网络接收到需要查验

的货物信息后，根据报关单号获取了对应

单证的详细资料和查验指令。记录封志，

查看倒箱情况是否与布控要求一致，勾选

实际倒箱方式，记录货物状态……王强一

边查验，一边在系统中逐项校对相关信息

并进行勾选录入，时不时地调用平板自带

相机对倒箱和货物情况实时拍照。

没几分钟，就完成了这批头盔的查验。

通过移动查验作业系统的移动终端，还能实

现照片自动上传、查验报告提交审批、处理结

果流传等一系列工作，进而提高通关效率。

海关查验关员也切身感受到了科技

的力量，智能化的功能定义让查验关员

在收集打印单证、往返办工场所获取资

料、电脑查询信息、导入照片等操作上的

时间耗费大大减少，整个查验流程更加

简单流畅，查验作业效率显著提高，也使

企业正常货物的查验放行时间大大缩

短，进而减少货物压港、滞港所产生的各

项费用。 （俞舜浩 韩思齐 舒盛辉）

移动查验乘着科技的翅膀
新华社讯（记者阳建）在城市的地下，埋藏

着给水、排水、燃气、热力等众多管线，然而由于

管线权属单位只清楚自家管线的分布，导致在

城市建设中损毁地下管网的事故层出不穷。湖

南省株洲市目前已让全市 110 平方公里城市

主、次干道，总长度 6728 公里的地下管线实现

“数字化”。

据了解，项目自 2011 年启动以来，株洲市

开发了《株洲市综合管线信息管理系统》，可为

城市规划审批、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城市应急救

灾管理等提供地下管线数据查询和技术分析，

并依托株洲市政务内网，建立了“株洲市地下管

线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了地下管线信息在

线调用和共享服务。

“如果要在一处施工，可在系统里输入施

工地段，就能见到各种不同的管体，通过横断

分 析 ，了 解 管 线 的 位 置 、管 径 、管 材 等 。 之

后，通过三维立体分析，还可以了解开挖方案

中可能影响到的管网，避免事故。”株洲市城

建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道。如果电影院、商

场等公共场所发生火灾时，通过综合管线信

息管理系统，能搜索到最近的消火栓在哪里，

及时消除隐患。如果要建设一条新的管线，

则可以模拟建设将其放入现有管网中，寻求

最佳方案，避免冲突。

目前，株洲管线的信息平台已免费向公众

开放。在系统上线运行后，株洲市地下管线损

毁较大事故由 2011 年的 110 余起、直接经济损

失 1000 余万元，减少到今年上半年的不足 10

起、损失不超过 100万元。

据介绍，株洲下一步还将积极探索三维可

视化技术的应用，建设地下管线及地面以上建

筑物、道路、桥梁等三维实景模型，建成数字株

洲三维可视化公共平台。同时，继续推进地下

管线普查及信息化（二期）工程建设，建成数字

城建档案馆。

湖南株洲实现全城地下管线“数字化”

美国艺术摄影师 Adam Saynuk工作室里的蝴蝶翅膀微观图，纹
理精致似油画。 CFP供图

杨谦团队工作人员研究木霉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