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近日，印

度孟买市的街道上出现了一些蓝色毛

发的流浪狗。

据悉，流浪狗外貌上的这种变化

与其在当地受污染的河流中游泳和觅

食有关。在毗邻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

拉邦首府的孟买市，许多工业废物都被倾倒入卡萨迪河中。长久以来，

人们一直认为该河的河水不适合人类使用。

针对此问题，动物保护部门的负责人阿尔提·乔汉说：“看到狗狗的

白色毛发全部变成蓝色，真是令人震惊。我们已经发现了 5 只这样的

狗，并要求污染控制委员会对这些排污工厂采取行动。”据当地新闻媒

体报道，当地官员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在该地进行了水质检测。

印度孟买
发现蓝色流浪狗

3

5
2017 年 8 月 18 日 星期五

新闻热线：010—58884065
E-mail：kjrbchenmeng@126.com

■责编 陈 萌
KE JI ZHI MI 科技之谜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来源于网络）

最近，一位潜水员在印尼苏打拉

威西岛海底拍摄到一条罕见的襞鱼，

拍摄的视频图像显示，这条鱼能够使

用胸鳍在海底自如行走，甚至能加快

行走速度。

据了解，襞鱼具有不同的颜色，

其身体独特的脊柱或者突起可随周围环境而发生变化。并且它能够突

然张口嘴捕食猎物，其中包括一些小鱼和甲壳纲动物。

罕见襞鱼
在海底自如行走

奇观

据外媒报道，印度一名 42岁男子

天赋异禀，他不仅不怕电，甚至能从

电能中获取能量，被当地人称为“人

肉灯泡”。

据悉，42 岁的库马尔住在印度穆

扎法尔纳加尔，他声称自己不仅与电

力绝缘，完全不受其伤害，甚至能从中直接取得能量。库马尔说，他小

时候在工地误触电线，发现自己竟然毫发无伤，这让他相当意外，也让

他领悟到自己有“超能力”。

不仅如此，库马尔强调，他还能从电中取得能量，“如果家里没有食

物，我只要手握裸露的电线，约莫半个小时就饱了，像吃传统食物一般”。

报道指出，尽管库马尔相当自豪，但他的妻子与孩子则不以为意，

每天都担心他误触裸露的电线而遭电力伤害。对此库马尔表示：“我太

太不欣赏我没关系，但我相信有一天我会成名，一定会有欣赏我的人。”

印度男子
只摸电线就能饱

本报记者 陆成宽

清晨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脸上，音乐响起，手指在手机
玻璃屏上轻划关掉闹钟，悠悠的奶香从餐桌上的玻璃杯中溢
出，唤醒新的一天……生活中，人们早已对玻璃态物质习以为
常，但是你可能不知道，这些几乎随处可见的“玻璃”却一直
困惑着物理学家，就连一向高冷的《科学》杂志，也曾将“玻璃
态物质的本质是什么”列为125个最具挑战性的科学前沿问
题之一。

众所周知，固体有固定的形状，液体没有确

定的形状；此外，一部分固体拥有组织非常严密

的原子结构，原子有规则地、周期性排列，而且这

种规则有序的结构比较稳定。相比之下，液体中

的原子排列则较为混乱，它们不规则聚集在一

起，原子的位置不断变化。

而玻璃有形状且坚硬，具有固体的属性。但

奇怪的是其原子排列方式却与液体的无序排列

如出一辙。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玻璃更像是

固体，但内部原子排列却很像液体。

有专家认为，自然界中的固体物质，按照其

微观结构的特点，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的原子

或粒子排列整齐有序，就像阅兵式的方阵，即晶

态固体；另一类的原子或粒子排列混乱无序，就

像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即非晶态固体。而玻

璃就是一种典型的非晶态固体。

8 月 15 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汪卫华院

士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实际上，玻璃

是原子运动得很慢的液体。液体的原子不停地

在动，但玻璃里面的原子移动极其缓慢，要比一

般液体中原子运动慢 20—30 个量级。”为了说明

一般液体中原子运动速度与玻璃中原子运动速

度的巨大差距，汪卫华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原

子在一般液体中移动的速度比火箭还要快，而在

玻璃中运动的速度比蜗牛还要慢。”

美国科学家菲利普·吉布斯在刊登于加州大

学河滨分校数学系主页上的《玻璃是固体还是液

体？》一文中也指出，从分子动力学和热力学的某

些角度来说，玻璃可以看成是高黏度的液体，是无

定形固体，或是既不是液体也不是固体的另一态。

是固体还是液体傻傻分不清
玻璃有形状且坚硬，具有固体的属性。但奇怪的是其原子排列方式却与液体的无序排列如出

一辙。

除了玻璃到底是固体还是液体傻傻分不清

外，玻璃从液体转变为类似固体的玻璃态的过程

也令人摸不着头脑。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

分校物理学家肯尼斯·凯尔顿表示：“4000 年前，

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人就开始使用玻璃，但我

们至今仍不完全了解液体如何变成玻璃的过

程。这是最有趣的动力学过程之一。”

一些材料从液体变为固体时，其原子会以高

度规则的模式进行排列，这种排列被称为“晶

格”。也就是说，这些物质处于液体状态时，原子

可以自由移动，然后在某个时刻原子会突然发现

自己被困住了，于是一种有规则的晶格排列就形

成了，这个过程被称为“晶化”。钢水在冷却变为

固体钢的过程中，就发生了这种变化。

但是从炽热的液体转变为玻璃的过程中，不

断运动的玻璃原子并没有突然被困住，而是随着

温度的下降速度逐渐放缓，最终这些原子仍呈现

类似液体的那种不规则排列。换句话说，在玻璃

身上我们遇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类似液体

原子那种不规则的排列被神奇地固定了下来。

汪卫华表示，虽然玻璃中的原子在一定程

度上随机排列，但它们实际上要比表面看起来

更 为 稳 定 。 绝 大 多 数 原 子 可 能 被 它 们 的“ 邻

居”禁锢在一定位置。那么玻璃中的原子是如

何缓慢运动的？换句话说，玻璃是怎样流动的

呢？这也是凝聚态物理和材料科学的未解之

谜。目前的研究表明，如果一个原子要移动，

其周围的原子也不得不发生移动。就像你要

从极其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下来，其他乘客必须

也要移动让开一样。玻璃原子的缓慢移动涉

及其内部大量原子的共同移动，但它们的移动

方式仍然不清楚。

形态转变过程令人摸不着头脑
在玻璃从液体转变为类似固体的玻璃态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类似液体

原子那种不规则的排列被神奇地固定了下来。

固体还是液体固体还是液体
玻璃的身份至今悬而未决玻璃的身份至今悬而未决

在玻璃形成过程中，类似液体那种不规则的

排列，究竟是怎么被固定下来的？对于这个悬而

未决的问题，科学家们提出了许多理论来解释。

1959 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科学家科恩等

提出了自由体积理论。该理论认为液体中存在

着许多原子排布所必需体积之外的多余体积，

这些体积可以无需附加能量而重新分布，因此

被称为自由体积。随着液体温度的降低，原子

所拥有的自由体积逐渐降低，当自由体积降低

到某个临界值以下时，玻璃即形成。但如何严

格定义并对自由体积加以测量实际上做不到。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模态耦合理论被认

为是描述玻璃转变最有用的理论。模态耦合理

论的物理图像可以归结为“笼子效应”：液体中

的每个粒子都位于由其近邻粒子所形成的笼子

里，笼子的寿命随温度的降低而增加。温度接

近 某 个 临 界 温 度 时 ，笼 子 的 寿 命 将 趋 于 无 限

大。在具有高流动性能的液体中，粒子除了在

笼子中做常规的振动和随机“游动”外，其所在

的笼子位置也同时随着周围粒子的重排而改

变，即粒子除了在笼子中振动外，还将改变其所

在的笼子作随机扩散运动。当温度低于临界温

度时，笼子的寿命无限大，使得液态冻结成玻璃

时，因为笼子的囚禁和限制，其粒子的无序排列

状态被保存下来。

除了这些理论之外，科学家们在试验中也

对这个问题有一些发现。美国物理学家凯尔顿

及其团队进行的早期实验显示，原子以有序结

构聚集在一起可形成岛状物。这些岛状物似乎

可以阻止液体变成固体，让液体原子保持一种

较为混乱的状态。但对于岛状物如何发挥作用

或者是否所有玻璃中都存在这种现象，研究人

员并没有达成一致。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帕特里克·罗亚尔等人

在实验中，为了观察微观玻璃原子的真实运动情

况，利用较大的胶体微粒模拟玻璃原子，并用高

倍显微镜进行观察。结果发现，这些粒子形成的

凝胶因为构成了二十面体结构而无法形成结晶。

玻璃态物质的发现和应用及其相关研究已

经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就，

然而，有关玻璃态物质的本质和基本规律仍存

在诸多问题值得人们继续深入思考。也许在不

久的将来，关于玻璃如何形成、如何流动，科学

家会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案。

关于玻璃原子如此“任性”的推测
邻近粒子形成“笼子效应”，因为笼子的囚禁和限制，玻璃粒子的无序排列状态被保存下来；岛

状物阻止液体变成固体；玻璃原子构成了二十面体结构而无法形成结晶。

第二看台

迄今为止人们发现的世界最大

恐龙近日被正式命名为巴塔哥尼亚

泰坦龙。这一新恐龙物种平均身长

约 37米，高 6米，体重达 69吨，相当于

一架波音 737 客机或 10 头非洲象的

重量。

据多家媒体报道，巴塔哥尼亚泰坦龙生活在距今约１亿年前的白

垩纪，但其化石直到 2012年才在阿根廷巴塔哥尼亚高原的丘布特省被

发现。它们有着长长的脖颈，大腿骨长达 2.37米。

负责研究巴塔哥尼亚泰坦龙化石的科学家迭戈·波尔称，站在巴塔

哥尼亚泰坦龙面前，霸王龙等食肉恐龙看上去像“小矮人”。不过，尽管

体型唬人，但波尔认为，巴塔哥尼亚泰坦龙“一点也不吓人”“很可能是

行动缓慢的大块头”。

最大恐龙
和波音飞机一样重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埃及文物部

于当地时间 8 月 15 日宣布，该国考古学家在开

罗南部的明亚省发现了 3 个距今近 2000 年的

古墓。

这 3 个古墓位于一片建造于第 27 王朝（公

元前 525 年）和希腊罗马时期（公元前 332 年和

第四世纪）之间的墓地中。在这些墓中，考古学

家们发现了形状和尺寸各异的一组石棺及一些

黏土块。其中一个古墓包括 4 个石棺，每个石

棺表面都被雕刻成一个人脸的样子。另一个古

墓中有 6 个墓坑，其中一个是用来埋葬小孩儿

的，墓中包括不同年龄男人、女人和孩子的遗

骨。埃及文物部部长表示：“这个发现告诉我

们 ，该 地 区 在 很 长 一 段 时 间 内 都 是 一 个 大 墓

地。”考古团队负责人阿里·阿卜杜-巴克利表

示：“这些古墓应该是一座大型墓地的一部分，

而并不是如一些人所说的是一个军事要塞。”

据悉该地区的考古工作始于 2015 年，基于

之前的考古挖掘工作才有了这次的重大发现。

目前，其他的考古挖掘工作正在进行，可能会揭

示更多秘密。 （本报综合）

埃及两千年前古墓埃及两千年前古墓，，石棺上竟石棺上竟““长脸长脸””

埃及考古学家在开罗南部的明亚省发现了3个距今近2000年的古墓 一个古墓中的4个石棺表面都被雕刻成人脸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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