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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5 月 9 日 2 时 28 分，我国首颗高分辨率大气环

境观测卫星——高分五号成功发射。卫星上搭载

的中科院合肥研究院安徽光机所的三台载荷将长

期在轨运行，为我国环境污染防治等工作提供重要

科技支撑和空间信息服务，标志着我国高光谱分

辨遥感卫星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据安徽光机所副所长毛庆和介绍，此次搭载的

三台载荷分别是大气痕量气体差分吸收光谱仪

（EMI）、大气主要温室气体监测仪（GMI）、大气气

溶胶多角度偏振探测仪（DPC）。其中，大气痕量气

体差分吸收光谱仪，是国内第一台用于大气痕量气

体探测的高分辨率成像光谱仪，用于定量监测我国

上空及全球空气质量变化以及污染气体的分布输

运过程，分析人类活动排放和自然排放过程对大气

组成成分、空气质量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最

终服务于建立我国区域和全球范围的大气成分监

测和预警技术体系。

大气主要温室气体监测仪，能获取周期性高光

谱探测数据，定量监测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甲烷等

温室气体，通过获取高精度吸收光谱信息，反演大

尺度范围大气主要温室气体浓度数据，可实现大范

围扫描观测、定点观测、海洋耀斑观测、星上定标等

多种工作模式。

此外，卫星搭载的大气气溶胶多角度偏振探测

仪，能实现全球大气气溶胶和云的光学及微物理参数

探测，为全球气候变迁研究及对地观测高精度大气辐

射校正提供有效数据，同时实现大气细颗粒物污染监

测的功能，其空间分辨率优于国际同类型卫星载荷。

大气痕量气体差分吸收光谱仪、大气气溶胶多角度偏

振探测仪两台载荷，分别拥有114°和120°宽幅成像

视场，在轨飞行1天即可获得全球数据。

毛庆和表示，三台载荷在高分五号卫星上同步

运行，将满足我国环境保护、监测、监管、应急、评

价、规划等多方面的需求，以及气候、环境变化及相

互间关系研究的需求，也将极大地提升我国在大气

环境监测领域的技术水平。

高分五号上，这三只“天眼”实时监测大气环境

智能手表可以帮助我们监测睡眠和心率；智能

音箱可以告诉我们今天的天气、适宜穿什么衣服以

及实时新闻；智能手机能做得更多，囊括衣食住行

方方面面……不久的将来，这些功能可能全部将由

“电子皮肤”代劳。

近日，未来科学大奖科学委员会委员、美国斯

坦福大学教授鲍哲南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报告

称，他们首次成功开发出更易量产的高密度、高灵

敏度可拉伸晶体管阵列，这一成果是柔性电子领域

制造工艺的新突破。鲍哲南曾表示，智能手机是现

在，而人造电子皮肤是未来，是下一代电子工业发

展的方向。

像人类一样感知周围环境
并给出反应

在解释这项成果的价值时，鲍哲南解释道：“集

成电路里面有很多层不同的材料，这些材料都必须

做成很小的不同形状，然后一层层叠加，整个工艺

有几十到上百的步骤。”她透露团队用 8 至 10 年的

时间才完成整个工艺研发，“这证明用电子皮肤一

样的电子材料来做电子器件，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事

情，而不再是科幻场景。电子皮肤的实现只是时间

问题，把这个集成越做越大，功能越做越多，我们证

明了第一步。”

“电子皮肤很神奇。”从事柔性材料研究多年的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

授王华涛向科技日报记者表示，电子皮肤就是一种

智能的仿生皮肤。研究之初，科学家们受到人类皮

肤有触觉、能对外界事物进行感受的启发，产生了

创造出和人类皮肤一样柔软透明、能感应到热与力

等外界信息的智能仿生皮肤的想法。这个想法一

旦实现，就等于机器拥有了像人类皮肤一样的表

层，可以接收外界信息，和人一样感知环境信息，并

给出相应反应。

“这种电子皮肤的‘皮肤’一般会选用柔性、透

明并且能够制作成薄片的材料或者复合材料，而

电子皮肤‘电子’方面的实现大多靠在柔性透明材

料基体上加入具有一定电学特性的材料复合，或

是直接在其表面刻蚀集成电路，把力、热的信号探

测出来并传递出去，输入到相关电子设备中。”王

华涛表示。

可进行无线支付的“电子
纹身”

不光听来酷炫，电子皮肤对于现代人类社会的

智能发展极其重要。

“电子皮肤实质上是仿生皮肤，我们研制它的

主要目的就是利用它仿生。”王华涛表示。如今，机

器人的智能化和仿生化水平越来越高，而电子皮肤

可以很好地贴覆在机器人外壳表面，让机器人能够

接近甚至达到与人一样的“靠表皮感应外界事物的

能力”，并传递至机器人中心控制系统，使其做出相

应的反应。这对促进机器人智能化水平的作用将

是革命性的。

此外，这种智能皮肤还可以贴覆在智能家居电

器表层，感应外界指示并执行相应任务，提升智能

化程度，便利人们的生活。据王华涛介绍，目前他

们已经成功研制出一种基于石墨纳米片的柔性电

子皮肤，实现了对压、拉、弯、冲击以及声音震动的

多方位传感，在可穿戴电子领域里将会有广阔的应

用空间，为假肢制造、机器人设计、可穿戴设备等领

域搭起了桥梁。

以可穿戴设备为例，电子皮肤可以一改人们对

于可穿戴智能设备的传统印象，让它们不再只能像

智能手机、智能眼镜一样工作，而是可以像贴身衣

物般柔软、可伸缩，甚至可以将体积一再缩小，成为

人类皮肤上的“电子纹身”。“未来人们可以通过扫

描贴在皮肤上的‘电子纹身’获取资讯甚至完成支

付，这款‘纹身’会代替你的钱包，以及代替手机的

无线支付功能。”王华涛预测。

鲍哲南曾对媒体表示，要实现电子皮肤的设

想，还需要在材料、工艺方面进行很多基础研究；在

工艺角度实现更复杂、更大型的集成电路方式；并

且开发出由简单到复杂的应用场景。对于未来电

子皮肤的发展，她认为人造电子皮肤是“不可避免

的一个趋势”，但目前“还处在起始阶段”。

电子皮肤：智能手机“接班人”

实习记者 崔 爽

日前，船龄高达 30多年的我国大洋科考功勋

船——“大洋一号”船，停靠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科

考基地码头。本航次历经45天、航行6208海里，圆

满完成A、B两个航段海试后满载调查成果而归。

这次综合海试任务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海

龙”和“潜龙”潜水器惊艳亮相。“海龙”系列潜水器

在 A 航段中共完成 8 次下潜，各项参数达到设计

标准；“潜龙三号”在 B 航段共下潜 4次，下潜成功

率百分之百。

可能有人会迷惑，蛟龙、海龙、潜龙到底什么

关系？这些潜水器暗藏的黑科技有哪些？未来科

考中，它们又有哪些“小目标”？

本报记者 刘 垠

通常，水下机器人可以分为 3类：载人潜水器

（HOV）、遥控水下机器人（ROV）和自主水下机

器人（AUV）。大家熟知的“蛟龙”号是载人潜水

器，“海龙”号则是无人有缆潜水器，这两类潜水器

都擅长局部作业、定点精细探测；作为我国最先进

的自主潜水器“潜龙”号，是无人无缆潜水器，擅长

大范围精细探测。

“三龙”系列潜水器优势互补，成为我国目前

深海探测装备的主力军。每一个“龙”家族中，

家庭成员“性格分明”“‘海龙Ⅲ’为液压驱动，国

产化率达到 90%，它的力气更大一些，在搭载能

力和取样方面更强”。“海龙Ⅲ”副总设计师、上

海交大高级工程师吴超解释说，“海龙 11000”则

为电动驱动，属于深潜观测型“选手”，通过铠装

缆和光纤微细缆可实现 6000 米到 11000 米级作

业，它还能和目前科考船上通用的脐带缆进行

连接，适用性更强。

吴超全程参与了“海龙Ⅱ”的研制和应用。他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相比于其他海龙系列，“海龙

Ⅲ”增加了组合导航系统，可实现短时精确定位，

能按照设计的曲线和路由进行海底巡查，不仅降

低操作手负担，而且提高作业效率。此次作业，

“海龙Ⅲ”获取了非常好的海底视频和照片，并且

高效率地完成了近底高清观测、近底巡线和机械

遥控“海龙”定点精细探测是长项 作为我国目前最先进的自主潜水器，“潜龙

三号”在 B 航段中的表现格外耀眼：创下我国自

主潜水器深海航程最远纪录；开创自主潜水器

和船载地质取样装备同时作业的新模式……“B

航段中，‘潜龙三号’南海海试和试验性应用 4 个

潜次全部成功，最大工作水深达 3955 米。”B 航段

首席科学家、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蔡巍说。

“‘潜龙三号’是自主潜水器，智能水平更高、

适合大范围探测，如矿产资源调查、深海科学研

究、应急事件处理等，像 MH370失事搜寻，可用潜

龙系列潜水器进行大范围搜索，一旦定位即可实

施打捞。”“潜龙三号”总设计师、中科院沈阳自动

化所研究员刘健指着萌萌的“小黄鱼”说，4 个

“鳍”是 4个可旋转舵推进器，“掌管”前进后退、上

浮下沉；“尾巴”安装了磁力探测仪；“嘴巴”则是前

视声呐，可将潜水器采集的声学数据转化为图像，

用以识别障碍物和周边环境，随后在主控计算机

的控制下通过自主转动和躲避，保障自身安全和

正常作业。

“‘潜龙三号’在‘潜龙二号’基础上做了改

进，较大突破是最大航程从 30 多小时提至 40 来

个小时，稳定性也得到验证，验收专家给它打了

99.4 分。”刘健告诉记者，“潜龙三号”还能实时监

测自身健康状态，并能根据不同程度作出“判

断”。对于小问题，它只进行记录，便于回去排

查；碰到中等程度的问题，比如哪个设备坏了，

它会自主重新规划暂不执行这一任务，而执行

余下的任务；一旦牵涉到安全性问题，它会直接

结束使命自己回来。

自主“潜龙”高智能擅长大范围探测

业内人士预计，一船同时带“海龙”“潜龙”出

海的航次安排会在 2019年出现。“蛟龙”号新母船

等新型深海科考平台一旦建成使用，我国将可实

现“三龙”协同全天候作业，提高航次综合效益，构

建起以任务为导向的协同作业与互助机制。

“未来‘三龙’的协同作战可表现为，用‘潜龙’

号进行大范围搜寻，发现疑似目标后，派‘蛟龙’号

或‘海龙’号定点精细作业，确认后进行打捞。”在

刘健看来，“三龙”互补结合使用，将更好地为大洋

科考服务。

刘健认为，“三龙”配合协同作业，是未来科考的

模式之一。另一个则是自主潜水器集群作业，比如

一个科考船可以带好几台潜龙，随着“潜龙”系列新

成员的加入，今后应用时将有更多集群作业机会。

“‘三龙’的有机配合，可实现从大面积到小范

围的逐渐搜索、定位、精细作业，形成了我国从点

到线到面的完整的深海装备体系。”刘峰称。

（本文图片由上海交通大学提供）

“三龙”聚首 协同作业有望成“标配”

手取样等工作。

“以往科考中获取大量岩石、标本后，采样篮装

满后必须取上来，否则无法再次作业。此次较大的

突破是，本航次特意为海龙号配备了一个海底升降

机，采取的样品可装进升降机带上船，而‘海龙’号

继续作业。”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主任刘峰接受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这种作业模式为首次尝试，

极大提升海上的作业效率，且节约船时。

““龙龙””家族相约家族相约20192019年抱团探海年抱团探海

随 着 细 菌 耐 药 性 增

强，包括青霉素在内的许

多抗生素作用越来越有

限。美国研究人员近日在

英国《自然·化学生物学》

杂志上发表论文称，他们揭开了细菌为何能“吃”青霉素的秘

密，相关发现有助于解决抗生素污染问题。

他们分析了 4种能“吃”青霉素的土壤细菌，发现有 3组基

因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些基因的作用下，细菌

会先释放β－内酰胺酶，以此使青霉素失去杀菌能力，然后再

释放一种特殊的酶，用于将青霉素分解为可供“食用”的物

质。整个过程就像有经验的厨师处理河豚一样，先去除毒素，

然后享用美食。

细菌产生耐药性的原因包括滥用抗生素、药厂废水乱排

等。大量抗生素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土壤和水源等环境中，导

致越来越多的细菌产生耐药性。由于仅靠环境中天然存在

的某些细菌难以有效消除抗生素污染，研究人员认为可用

基因改造等方法，使大肠杆菌获得“吃”抗生素的能力，然后

在有需要的地方投放这些细菌，帮助清除土壤和水源中的抗

生素污染。 （据新华社）

细菌
能“吃”青霉素

小时候兄弟姐妹们在一起玩耍免不了要打打闹闹，动物

们也不列外。近日，有摄影师在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拍摄发

现，几头即将步入成年的狮子正在打架，它们互相扑打、撕咬，

以秀出自己的力量。

南非狮子
一言不合就动手

大部分天堂鸟分布在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

东部地区。科学家们根据羽毛排列和平移舞蹈等方式的不

同，最近发现一支名叫“沃格尔克普”的天堂鸟新物种。

这种天堂鸟新物种最出名的是雄性羽毛，很容易从鸟

喙、翅膀、尾部或者雄性头部长而精致的羽毛对其进行辨

识。不同于其它天堂鸟物种，它的脚步是平滑移动，而不是

有弹性。

新物种天堂鸟
求偶大秀“平移舞”

“三龙”有机配合，可
实现从大面积到小范围的
逐渐搜索、定位、精细作
业，形成从点到线到面的
完整深海装备体系。业内
人士预计——

热点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