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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6月 5日电 （记者王小龙）“需包含

大小写字母、数字或特殊字符，长度至少 8 位……”，在

网站注册新用户或设置网银密码时，每每看到这样的

提示就让人头疼不已——强密码虽好，可实在记不

住！日前，来自美国的一项发现有望把人们从这样的

苦恼中解脱出来，“不动手只动脑”就可完成密码输入，

安全性甚至比指纹还要高得多。相关论文发表在最新

一期《神经计算》杂志上。

负责此项研究的美国宾汉姆顿大学的科学家将这

种独特、可回收、持久性的生物识别方式称为“脑纹”。

他们研究发现，大脑对某些词汇的响应方式或可用来

取代密码。

为了验证这一理论，研究人员对 45 名志愿者进行

了实验。志愿者们需要在佩戴脑电图读取设备的情况

下，分别阅读诸如 FBI、DVD 和 WTO 这样的缩略词，一

共有 75 个之多。在这个过程中，研究人员会记录每个

志愿者在阅读缩略词时大脑的反应。结果发现，在阅

读这些词汇时，每个人的反应都有所不同，以至于计算

机系统能够根据脑电波反应识别出不同的志愿者，准

确率高达 94%。这表明，脑电波可以作为安全系统来验

证一个人的身份。

论文合著者、宾汉姆顿大学心理和语言学副教授

莎拉·拉斯洛说，这种生物识别方法具有天然的优势，

它不像指纹或者视网膜那样能被恶意窃取，并且是可

取消、可更换的。如果一个人的指纹被窃，他不可能

通过更换指纹的方式解决指纹泄密的问题，指纹一旦

泄密，对一个人来说就是永远的。而“脑纹”存在于一

个人的大脑当中，从外部无法察觉，无法窃取，不会丢

失，同时在需要时也能通过更改激发词汇的方式进行

更换。

宾汉姆顿大学电子计算机工程和生物医学工程学

副教授金占鹏（音译）说，人们往往觉得类似的应用只

会在像美国五角大楼和空军实验室这样的地方才会使

用，而实际情况是，那些地方并没有那么多授权进入的

用户，被授权的用户也没有不断使用这种方式来授权

的需要。相比之下，像普通消费者经常会用到的电脑

登陆或互联网支付，用“脑纹”则更加快捷便利。当然

这种生物识别方式在被用于高安全应用时也有一定的

潜力。

丢不了也忘不了丢不了也忘不了 输入只用脑输入只用脑

““脑纹脑纹””比指纹和传统密码更安全比指纹和传统密码更安全

英国 7 名科学家和经济学家 6 月 2 日联名发表一

份报告，提议设立一个由多国参与的“全球阿波罗计

划（Global Apollo Programme）”，旨在未来 10 年内引

导更多资金投入清洁能源开发，使绿色能源比煤电更

为有效和经济合算，以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

全球阿波罗计划

报告作者包括英政府前首席科学家大卫·金、皇

家学会前任会长里斯勋爵、气候经济学家斯特恩爵士

和经济学家雷亚德爵士等。他们将该行动与美国的

“阿波罗登月计划”相媲美，认为实现该目标对于避免

全球气候变化非常关键，希望各参与国能够以国际性

承诺来促进可再生能源、储能技术和输电技术等关键

领域的研发工作。

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 2 摄氏度以内，需要利用

经济可行的绿色能源。报告希望，到 2025年这些研究

将大幅降低风能、太阳能和其他绿色能源的成本，且

低于燃煤发电。大卫·金指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

全球机会，我们需要承诺以采取行动。保持气温升幅

在 2 摄氏度以下非常具有挑战性，需要将此作为极端

紧迫的问题来认真对待。这些行动旨在应对人类面

临的气候变化危险，这是一种即将出现但可以避免的

危险。”

报告指出，全球可再生能源研发投入“令人震惊

的不足”——仅占全球政府研发经费总额的 2%，需要

从目前每年 60 亿美元至少增加到 150 亿美元，这相当

于每个参与国投入其 GDP 的 0.02%。雷亚德认为：

“这一挑战不亚于将人类送上月球。我们认为这是一

个绝对需要破解的难题。好消息是我们正在见证这

类技术不断取得进步，坏消息则是其进展还不够快。”

斯特恩认为，目前每吨煤的成本为 50 美元，但从对环

境损害和人类健康影响的角度来看，其真实成本可能

接近 200美元。

未来 20年人类的生活方式将发生一些重要变化，

对那些能使可再生能源更具竞争力的新技术突破来

说，这些变化将同时带来一些问题和机会。斯特恩指

出：“未来 20 年，人类如何建设城市和运输系统、如何

构建我们的能源系统，将从根本上决定控制气温升幅

不超过 2 摄氏度的机会。目前提出这种设想恰逢其

时，我们不能有丝毫耽搁。”

2010 年世界各国领导人同意将全球气温升幅控

制在 2 摄氏度以下，这意味着需要将大气中二氧化碳

浓度控制在 450PPM（1PPM=百万分之一）以内。然

而，燃烧化石燃料，尤其是燃煤发电已造成二氧化碳

浓度持续增加，目前已达 400PPM，而且没有减少的迹

象。与此同时，预计到 2035 年，全球能源需求将会增

加四分之三。

“全球阿波罗计划”的目标是，将煤淘汰出局——

大幅度降低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且使

其发电成本低于燃煤发电。该计划为期 10年，并确定

了 6个关键领域。

三大关键性目标

可再生能源需降低成本。报告指出，目前全球

范围内由政府资助的可再生能源研发经费，每年大

约为 60 亿美元。而每年为可再生能源生产提供的补

助为 1010 亿美元，为化石燃料工业提供的补助为

5500 亿美元。加大研发力度，能够极大地改变太阳

能的经济性，假定太阳提供给地球表面的能源高出

5000 倍 以 上 ，这 些 能 源 将 会 超 过 全 人 类 的 能 源 需

求。太阳能面板价格持续下降，已从 1992 年的 10 美

元下降为目前的 0.5 美元以下。风能发电成本的降

幅虽比较缓慢，但随着未来的技术创新，这种情况将

会发生改变。

储能技术关乎可再生能源效率。风能和太阳

能具有间歇性特点。当太阳照射强度大和疾风劲

吹时，如果能将多余的电力存储起来，以备夜晚或

无风之日使用，将会使可再生能源更为有效。“全

球阿波罗计划”确定了多个研究领域，如电池、地

热存储、压缩空气、燃油泵、调速轮、熔盐和水力发

电、氢燃料等，认为它们是改善能源储备现状的关

键目标。

智能电网有望突破可再生能源发展瓶颈。智能

电网是更为有效的输电方式。它可更好地平衡供需

关系，改善电网软件的功效，能极大减少不必要的电

能损失。现行电网的整合性很差，有大约 30%的电力

会被损失或浪费，这是目前可再生能源发展过程中面

临的一个主要障碍。智能电网能改善这种状况，使绿

色能源更为有效和经济合算。

（科技日报伦敦6月5日电）

恰 逢 其 时 堪 比 登 月
——英国多名专家提议绿色能源“全球阿波罗计划”

本报驻英国记者 郑焕斌

科技日报北京6月5日电（记者房
琳琳 华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表

明，发电站的冷凝器被涂上石墨烯后能

提高节能效率。按照美国电力科学研究

院提供的数据计算，如果整个电厂使用

这种冷凝器，效率可以提高2%到3%。

发表在《纳米快报》上的相关论文

指出，蒸汽发电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冷凝

水传热。在蒸汽动力发电厂，水被加热

产生蒸汽推动涡轮转动，转动的涡轮产

生电能。在此过程中，蒸汽被凝结回

水，循环再次开始。据美国电气电子工

程师协会（IEEE）《光谱》杂志网站报道，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小组仔细考察这

些冷凝器，发现其表面加上石墨烯涂层

后，热传导率提高了 4倍。论文作者丹

尼尔·普雷斯顿说：“这意味着每个电厂

每年能够节省数百万美元成本。”

冷凝器效率提高是因为石墨烯能

够抗拒形成凝气膜。在典型的冷凝器

系统中，金属线圈（通常是铜）被放置

在蒸汽流内，在某些系统中，凝结过程

导致金属线圈外部出现一层薄薄的水

膜；在另一些系统中，则形成水滴。当

水膜形成时，冷凝器的热传导受到一

定程度的抑制。

研究人员利用石墨烯的疏水特性

来确保冷凝器线圈上形成水滴。虽然

聚合物涂料或多或少地也能达到这种

效果，但它们会迅速降解，更糟的是，有

时候太厚，反而带来更大的问题——比

水膜本身造成的抑制作用还要严重。

在 100 摄氏度的纯水蒸气环境下

测试材料后，研究人员发现，石墨烯涂

层金属比裸金属的热传导效率高出 4

倍，他们还计算出通过优化系统中的

不同温度，效率可以提高 5倍到 7倍。

最重要的是，石墨烯涂层在超过两个星期的测试

时间内，没有消解的迹象，而聚合物涂层在 3 个小时内

就开始降解，12个小时内完全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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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4 日, 在 加
拿大温哥华, 一位
市民检查幼树的储水
装置。

温哥华政府当日
为幼树底部安装储水
装置，呼吁市民在炎
热干旱的夏日，自发
为住所外配备了储水
装置的幼树补充水
分。该储水装置容量
为 45公升，底部设有
小孔能让水慢慢流入
树木根部。

新华社发
（梁森摄）

科技日报北京6月5日电 （记者王小龙）欧洲核子

研究中心(CERN)日前发布公告称，检修并加固后重启

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正式开始粒子束碰撞实验，

这是 27个月以来的首次物理实验。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主任罗尔夫·霍耶尔在新闻发

布会上说，LHC 运行 3 年后，于 2013 年中断运行并接

受定期检修，在时隔 2 年多后重启，并以前所未有的

13TeV（万亿电子伏特）进行实验，比上次启动时的能

量级别高出了一倍。这象征着 LHC 实验的一个全新

开始。

LHC 旨 在 揭 开 宇 宙 起 源 的 秘 密 。 在 升 级 维 护

之 前 它 的 主 要 任 务 是 证 明 希 格 斯 玻 色 子 ( 上 帝 粒

子 ) 的 存 在 。 2013 年 ，预 言 其 存 在 的 两 位 科 学 家

因 此 被 授 予 诺 贝 尔 物 理 学 奖 。 升 级 重 启 后 的

LHC 将 帮 助 科 学 家 寻 找 暗 物 质 粒 子 ，探 索 宇 宙 起

源 问 题 。

英 国 广 播 公 司 将 此 次 LHC 粒 子 束 碰 撞 实 验 的

重 新 开 始 ，形 容 为“ 打 开 了 数 据 的 水 龙 头 ”。 而 法

新社则将其形容为 LHC 粒子对撞实验“第二季”的

开演。

粒子碰撞实验重新开启后，罗尔夫·霍耶尔对欧核

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了祝贺，同时也告诫他们要耐心，

不要急躁。他说：“它（研究成果）不会发生在明天……

请耐心等待。”但他同时也表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梦

幻般的时刻。”

欧核中心研究主管塞尔吉奥·贝尔托卢奇说：“我

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船只和最好的船员，现在我们准

备开始一次新的探索。”他还补充说：“我们正在进入一

个极大的未知领域，前面或许会有一个巨大的惊喜在

等着我们。”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粒子物理学家丹·托维在接受

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在接下来的

几个月中，碰撞率会显著增加，届时将有足够的数据帮

助科学家们进行超越标准模型的探索和研究。这是升

级前的 LHC所无法提供的。

大型强子对撞机重启粒子束碰撞实验

1965 年 6 月 3 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宇

航员埃德·怀特穿好宇航服，离开了“双子座”4 号航天

器，步入浩瀚而飘渺无着的宇宙空间。美国第一次太空

行走的视频资料显示，怀特很享受这次“游览观光”，也

在不知不觉中，创造了人类航天史上重要的历史时刻。

大约 23分钟后，怀特漂浮到太空舱附近，地球此时

成为他的背景幕布。他的指挥官吉姆·麦克蒂特给他拍

了一张现在还被广泛刊载的照片。

如今，宇航员已经执行了数百次的太空行走，这种

行为也被称为出舱活动（EVAs）。怀特第一次进行了真

正意义上的 NASA 太空行走（此前三个月，世界上首次

太空行走由苏联宇航员阿列克谢·列昂诺夫短暂地完

成）。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的历史学家詹妮弗·勒瓦

瑟尔说，虽然这次没有执行任何明确任务，但它标志着

太空作业观念的转变。

具体来说，怀特的太空行走“预习”了“双子座”任务

后来还会遇到的挑战。怀特太空服眼镜上的雾气说明

太空服内部过热，在行动中遇到的困难汇总成报告提交

NASA 后，促使其在后来的航天器上焊接更多的扶手和

锚点。

然而，空间历史网创始人罗伯特·铂尔曼认为，怀特

的太空行走让一切看起来都太简单了。实际上，随着任

务的增加，仅靠当时的设计，宇航员很难坚持完成真正

的太空作业。

铂尔曼说：“太空行走在‘阿波罗号’以后才真正变

得重要起来。实际上，太空行走挽救了后来的太空实验

室计划。”

轨道空间实验室（Skylab）于 1973年发射升空，作为

第一个美国拥有的太空实验平台，服务于其他长期任

务。然而，发射中的震荡毁掉了两个太阳能帆板，第三

个也没有按计划打开。第一组被派往太空实验室的宇

航员最终将破损部分修复并恢复了空间实验室的功能。

铂尔曼说：“当时没有太多太空行走经验，没人敢保

证完成修补任务，如果失败了，后来就不会有‘空间实验

室’这回事了。”

时间轴拉到 NASA航天飞机项目发展期，太空行走

水平也获得较大发展。上世纪 80 年代，宇航员开始使

用载人机动背包来检测并修复卫星。尽管 1986 年“挑

战者号”爆炸后，美国以安全为由停止了航天飞机项目，

但在其他太空任务中，太空行走已然是太空探索发展里

程碑中的关键技术——宇航员依靠太空行走修复并升

级了哈勃太空望远镜，构建并修复国际空间站等。

但勒瓦塞尔和铂尔曼同时指出，随着人类正努力前

往小行星甚至火星，太空行走和宇航服技术都需要升级

以适应严酷的太空环境。

50年前宇航员出舱23分钟 开启太空探索无限可能

铭记那一刻！NASA的首次太空行走
本报记者 房琳琳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4日电（记者郑启航 林小春）

美国环保局 4日发布初步研究报告认为，用来开采页岩

气的水力压裂技术不会对美国饮用水资源造成广泛、系

统性危害，但该技术存在危害饮用水资源的可能性。

2009年，应国会要求，美国环保局开始研究水力压裂

技术对油气井附近饮用水源的影响，调查了水力压裂技术

与水相关的各个环节，包括水的获取、钻井现场加入的化学

物质、注入井下的压裂液，压裂完毕后的废水处理和排放。

美国环保局副局长托马斯·伯克博士表示，此次研

究收集了最全面的数据信息，信息采集点超过 950 处，

还包括大量公开发表的论文、技术报告、技术相关各方

提供的信息和关于环保局报告的同行评议。

报告表示，水力压裂技术存在危害饮用水资源的

可能性，如在缺水的地区抽水、因钻井密封不充分导致

天然气、压裂液等液体在地下泄漏、排放未经充分处理

的废水以及压裂液或者废水溢出等。但是，这样的案

例目前在美国很少出现。

美国石油协会发表声明，对环保局的研究成果表

示欢迎。但民间环保组织“山岭俱乐部”认为该报告忽

视了水力压裂技术对饮用水资源的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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