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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对着
家中镜子臭美时觉得自己长得特别
好看，但当朋友同事合影时却发现
自己原来那么不上镜。

有时甚至会怀疑，自己的相貌
究竟是什么样，为什么照片和镜子
中的自己判若两人？

民间也有传言，认为镜中的自
己比真实相貌好看 30%，虽然没有
证据证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镜
子中的自己确实比真人更好看，因
为镜子一直在“欺骗”你。

镜子有一个基本属性：左右颠
倒：当你举起右手，会发现镜中你
的虚像举起的是左手。

而大多数人的脸其实都是左右
不对称的：镜中的你，刘海往左
梳、右脸更肥、左眼更大、右边眉
毛更低等等。如果突然把镜中左右
颠倒的脸反转复正，那么脸上所有
的五官都会由“负”变“正”，心
理上有很大落差不适应自己的真实
面貌，从而觉得真实的自己更丑，
镜中的自己更好看。

两幅蒙娜丽莎，左边是我们经
常看到的，右边是做了镜像处理
的。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都会认为
左边的更美丽，而右边的则像一位
胖妇人。

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人，第一眼
看上去感觉相貌一般，但越看就会
觉得其实长得还可以，比较耐看。
即便是同一个人，我们也会喜欢我
们更熟悉的样子，这在社会心理学
上叫“曝光效应”。简单来说，就
是看多了熟悉了就会觉得更好看。
不管是文字、数字、图形，还是相
貌，人们往往会喜欢他们更熟悉的
东西，回避新事物的刺激。

镜子把你的相貌左右颠倒，对

你的看好程度并不会产生多大影
响，你认为镜子中的你更好看就是
因为存在这种“曝光效应”。

大多数人认为，照片中的自己
更丑是因为照片是静态的，静态的
事物的吸引力比动态事物的吸引力
要弱很多，这在心理学上叫“冻脸
效应”。

如果把你说话的视频拍摄下来
回放，你会发现视频暂停时你的样
子很丑，网上许多人也喜欢拿暂停
画面的截图恶搞。这是因为人类大
脑更擅长处理动态画面，远古时期
人类的祖先一直是利用眼睛洞察动
态的世界。进化到现在，人类的大
脑可以很轻松地进行动态面部识
别。

可以明显看出动态画面下，大
脑非常活跃，许多区域都参与了画
面识别，连续的动态画面处理起来
更轻松；而处理静态画面时，大脑
就没有那么兴奋了，人眼看到静态
的照片和截图时，都只能在大脑中
留下一个“模糊”的印象。

除了“冻脸效应”，拍照的焦

距也有很大影响。九宫格中间的50
毫米焦距就是普通人眼中看到的你
的长相。如果拍照时焦距改变，哪
怕变成 35 毫米或 70 毫米，也会对
你的相貌产生较大影响。

所以照片中你的相貌也并非你
真实的相貌。

说了那么多，自己的相貌究竟
长什么样？由于曝光效应的存在，
熟悉的人眼中你的相貌就是：你自
己照镜子时的相貌；刚接触或者不
熟悉的人眼中你的相貌就是：镜子
中相貌反转过来时，自己感觉丑的
相貌。

相貌是否好看很难用数据量
化。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真实相貌
的排名应该是：美图后的你＞镜子
中的你=熟悉人眼中的你＞你的真
实相貌＞陌生人眼中的你≈别人照
片中的你。

提到化工厂，你肯定想到了刺鼻的废气、乌黑
的废水。确实，利用煤、石油作为原料的化工厂一
直是污染的大户。化工制造是世界范围的一大污染
源。截至 2013 年，全球大约近 200 处受污染场所与
此直接相关，约 530 万人受到潜在威胁，而化工产
品应用在医学、化工、合成纤维这些领域，又是人
们生活不可或缺的。

不过，你听说过绿色化工厂吗？只要有太阳存
在，几乎没有污染的绿色化工厂就能生产出各种化
工产品。今天就来跟你讲讲，如何用木头生产苯
酚。

苯酚在生产生活中应用广泛，是生产某些树
脂、杀菌剂、防腐剂，以及药物的重要原料，被大
量应用在医学、化工、合成纤维等领域。

目前来讲，生产苯酚的方法包括苯磺化法、氯
苯法、甲苯、苯甲酸法和环己酮法等，也可以采用
较为直接的苯氧化法。目之所及几乎全都离不开具
有高毒性和高致癌性的苯，且主要是通过重整汽油
及炼焦副产品生产。这个过程会产生严重的大气、
水体以及植被等污染问题。由于反应进行需要一定
的温度，以及后期分离等过程也会消耗大量的能
源，高污染+高耗能，就是苯酚在现实生产中面临
的情况。

几乎所有化工厂的初级原料都是煤、石油等传
统化石能源，而绿色化工厂的原料，却是大自然中
最常见、最廉价的资源之一——生物质，也就是利
用大气、水、土地等通过光合作用而产生的各种有
机体。

利用的生物质主要是秸秆、玉米芯、竹子等五
碳或六碳植物，也就是常见的各种木头。这些生物
质的主要成分是木质纤维素、纤维素、半纤维素。
其中，利用最广泛的木质纤维素是一种含量最为丰
富的有机碳资源，首先通过对木质纤维素进行机械
破坏、蒸汽爆破、酸碱处理、生物处理等预处理过
程，得到五碳糖或六碳糖，然后利用水热液化等方
法对上述糖类进行处理，最终可以得到呋喃、糠醛
等平台化合物，通过催化技术就可以将平台化合物
转化为生物燃料和精细化学品等。比如，通过选择
性加氢绿色化学催化反应，使用贵金属或过渡金属
催化剂，在氢气气氛以及高温高压条件下成功实现
对糠醛、呋喃、乙酰丙酸等平台化合物的选择性加氢，从而取代传统上
以煤、石油等为资源，合成制备具有一定价值的化学品，成功实现化学
品的绿色化学制备。

由于制备过程中需要使用氢气作为氢源，而且需要高温高压条件，
该反应体系便具有了一定的危险性，另外该反应需要高温条件也就意味
着消耗一定的能量。因此，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者开始探索研究通过利
用可再生清洁能源——光能，以半导体负载具有优异催化性能的贵金属
或过渡金属作为催化剂，实现对一系列来源于生物质的平台化合物进行
选择性加氢反应。

对于清洁能源光能的使用，人们比较熟悉的是利用半导体进行太阳
能发电、分解污染物等。至于通过半导体利用光能来制备合成化学品，
其实与上述应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半导体主要由被电子占据的能带价带以及没有电子占据的能带导带
组成，价带和导带之间具有一定宽度的空间即为禁带。

当半导体被太阳光照射，一定波长范围内光的能量高于半导体禁带
宽度时，如果以台阶为例，低一级台阶价带中的电子就会被光子激发，
因为吸收了能量，所以跨越了台阶间的高度即禁带的阻隔，成功跃迁到
高一级台阶导带中成为活跃的受激电子，价带中因为少了一个自由电子
就会多一个带正电荷的空穴。当反应物被吸附到半导体催化剂表面时，
价带中的空穴和导带中的电子则分别可以对该反应物进行氧化还原反应。

通过木质纤维素合成芳香族化合物，其实早有人研究过，但是在反
应过程中木质纤维素单体中两个苯环不能有效地离开彼此，后续的反应
也就难以进行。2017 年，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王峰研究
员团队利用光能，通过多相催化剂ZnIn2S4对该反应进行催化，以氢解的
技术实现了对这一问题的攻克。

目前，科研人员正致力于提高产
品的产量，研究直接利用木质纤维素
而不再是其单体做原材料制备苯酚。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青岛
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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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科普时报讯（科文） 近日，美

国 公 布 的 一 份 长 达 35 页 的
《2016-2045 年新兴科技趋势报告》
指出，未来30年里，自动人工智能
软件将会从散乱的数据中识别并提
取有关联的信息。

《报告》指出，我们处理巨量的
动态数据的能力将会逐渐提高，而
这种数据分析的能力会从商业应用
扩散到普通人手里。

《报告》 说，在 2015 年，人类
总共创造了4.4ZB （44亿TB） 的数
据，而这个数字大约每两年就会翻
倍。在这些数据中隐藏了各种关于
消费习惯、公共健康、全球气候变
化，以及其他经济、社会，还有政
治等等方面的信息。可惜的是，虽
然“大数据”成为了一个热点，但
每年只有不到10%的数据会被分析。

《报告》分析认为，人们将会获
得在生活中使用大数据的能力，并
且通过这种能力来迫使政府以及各
种机构对他们的政策负责。超级个
性化营销、各大数据被盗案件的曝
光则会引起数据所有权的讨论。各

个对立势力则可以利用被盗取的、
从暗网中购买的，甚至是开源的数
据来相互攻击。

该 《报告》 是在美国过去五年
内由政府机构、咨询机构、智囊
团、科研机构等发表的32份科技趋
势相关研究调查报告的基础上提炼
形成的。通过对近 700 项科技趋势
的综合比对分析，最终明确了20项
最值得关注的科技发展趋势。

《报告》的发布一是为了帮助美
国相关部门对未来30年可能影响国
家力量的核心科技有一个总体上的
把握，二是为国家及社会资本指明
科技投资方向，以确保美国在未来
世界中的战略优势。

人工智能将提升动态数据能力

新华社电（刘美子 水金辰）置
身其中，仿若回到史前。一块块久
经风霜的化石原石，在他们的手中
逐渐被还原出定格时的模样。

在安徽省地质博物馆的古生物
化石修复室里，古生物化石修复师
黄发忠正在对一块从安徽巢湖地区
发掘的“鱼龙化石”进行修复。显
微镜下，气动风刻笔精密的笔尖高
速振动，与围岩碰撞发出吱吱声，
部分鱼龙骨骼已清晰可见。

“古生物化石修复师”这一职业
在普通人眼中略显神秘。“简单来
说，就是通过专业的工具和技术手
段对化石进行处理，使之可用于科
研、展览、收藏，有时我们也会到
发掘现场参与发掘。”修复室牵头人
齐飞介绍说。

在修复室的地面上，堆放着一
些发掘现场运送至这里的化石原
石。据了解，修复师首先通过观察
岩石断面，判断化石在原石中所埋
的位置，对部分破损风化严重的原
石进行加固，才开始进行精细的修
复。

填写化石修复记录表是修复中必
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修复前，修复师
们会对每一块原石信息进行登记并拍
摄存档，修复过程中，一些重要信息
要随时记录，以便调阅翻看。

修复师彭铸用“顺藤摸瓜”形
容修复的过程。“我们需要寻找骨骼

分布的路径，顺着路径将覆盖在化
石上的围岩一点点剥离，对于脆弱
的部分还要进行修补，这一过程需
要慎之又慎，否则将差之毫厘失之
千里。”彭铸说。

在安徽省地质博物馆，一件正
在分娩的鱼龙化石是该馆视为珍宝
的“明星标本”。该馆工作人员介绍
说，鱼龙作为恐龙时代生活在海洋
中的肉食性爬行动物，在进化过程
中由陆地“重返”海洋成为海生爬
行动物，但一些原始种类如柔腕短
吻龙偶尔也会返回陆地。而这件显
示正在分娩的鱼龙化石，正是经修
复室专业处理修复的，目前它是发
现的最早的鱼龙分娩化石。

47岁的黄发忠从事修复工作已
有19年，他的老家在贵州省著名的
化石产地，1998年他开始接触化石
修复，2012年到北京大学进行了专
业的培训，2014 年来到安徽工作。

“刚出土的化石都包覆在岩石中，
我们通过岩石断面，来寻找化石的
踪迹，尽可能还原其原貌，最终成
为有科研价值的化石。”黄发忠手
里捧着一堆看起来平淡无奇的“碎
石”，而这背后尘封了亿万年远古
密码，却躲不过化石修复师的“火
眼金睛”。

2014年，老黄在对从“安徽巢
湖鱼龙动物群”发掘的鱼龙化石进
行修复的过程中，敏锐地发现这种

生物嘴部有疑似牙齿的特征，并进
行着重修复，最后部分牙齿被修复
出来，这对于科研人员研究鱼龙的
习性、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化石修复有些只需要几天，有
些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日复一
日的修复工作考验着修复师的细
心、耐心和责任心。

“尽管重复性很强，却是一个追
求精益求精的过程。当科研人员通
过修复好的化石，提取到有价值的
信息，发表文章，推动科学研究进
程时，也是我们最有成就感的时
候。”齐飞说。

目前全国从事化石修复的专业
人员仅百余人，一名成熟的修复师
需要长期积累，拥有丰富的古生物
知识，逐步熟练掌握各类修复工具

的操作，能灵活应对所有状况，会
合理制定修复方案，能培训指导他
人修复，最终具备独立修复与统筹
开展修复工作的能力。通常，专业
化石修复速度远远赶不上发掘的速
度，往往根据科研紧迫性来安排工
作。

化石修化石修复师如何破译亿万年生物复师如何破译亿万年生物““密码密码””

近年来，广西融水县充分挖掘丰富的森林资源，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
大力发展灵芝、茯苓种植和野蜂养殖等特色产业，带动村民脱贫增收。

图为融水县杆洞乡一家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穿着防护服查看野蜂生长
情况。 新华社发 石峰 摄

特色产业助农脱贫特色产业助农脱贫

8月1日，云南省丘北县天星乡发生了一起雷击事件，7名
儿童在后山捡菌子，雷电暴雨来临，一起到树下避雨，造成4
名儿童死亡，3名儿童受伤。

这样的悲剧每年夏天都在发生。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
我国每年因雷击造成的伤亡一直在 3000 人以上，而这一数字
仍在持续上升。

在山东聊城一个年仅7岁的小男孩大暴雨天气放学后骑车
回家，不幸被雷电直接击中胸口和两边大腿，被电击后当场没
心跳没呼吸，嘴发紫，脑部受损严重，皮肤被烧焦。11 名市
民面对突如其来的暴雨，躲进一个候车亭，2人被雷击，一个
当场死亡，一个受重伤。

美国威斯康星州基诺沙郡一女子，参加在威州双湖举办的
乡村雷声音乐节露天演唱会，突发暴风雨，边打电话边走路被
闪电击中，头部侧边出现一个洞，靴子从脚上脱落，手机烧
焦，人被电击成重伤。

雷电雷击，指打雷时电流通过人、畜、树木、建筑物等而
造成杀伤或破坏。

雷电是发生在大气层中大气或云块在气流作用下产生异性
电荷的积累使某处空气被击穿，电荷中和产生强烈的声、光、
电并发的一种物理现象，包括带电的云层对大地之间、云层与
云层之间、云层内部的放电现象。而且这个放电过程会产生强
烈的闪电和巨大的声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电闪雷鸣”。

云层之间的放电对飞行器有危害，对地面上的建筑物和
人、畜影响不大，但云层对大地的放电，则对建筑物、电子电
气设备和人、畜危害甚大。

雷电是一种常见的大气放电现象，一般产生于对流发展旺
盛的积雨云中，常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

自然界每年都有几百万次闪电。雷电灾害是联合国国际减
灾十年公布的最严重的十种自然灾害之一，而且雷电造成的损
失位居自然灾害的第三位。

雷电危害巨大，又是夏天经常发生的，学会防范把损失降
低到最小，要记住两大原则：一是人体的位置尽量降低，减少
直接雷击的危险；二是双脚要尽量靠近，与地面接触越小越
好，减少“跨步电压”。

在雷电击中树木时，会形成了一个电势分布区域。离落地
点越远，电流越分散，地面电势也越低。在电流入地点周围电位分布区行
走或双腿分开的人，其两脚之间存在电压差，容易造成伤害。雷雨天不能
在树下避雨，实在没办法，必须在距离树干3米以外的地方抱头下蹲。

遇到雷雨天气，必须要用正确的方式躲雨避雷，不要在楼顶或树下避
雨，不要在水面和水边停留，不要快速奔跑，更不适宜开摩托车、骑自行车，
不能撑铁柄雨伞，避雨时要观察周围是否有外露的水管、煤气管等金属物体
或电力设备，不宜在铁栅栏、金属晒衣绳、架空金属体以及铁路轨道附近停
留。不能玩手机，接听拨打电话。雷雨天赤脚行走或避雨，会加大被雷击的
可能性。

室内也要注意防范，不要打电话，不要洗澡，关闭门窗，不要把头或
手伸出户外，更不要用手触摸窗户的金属架，最好把家电电源都断掉。

不同的化石标本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修复精度、修复时间跨度也不一
样，但“保护为先”是化石修复始终不变的原则。“我们修复的化石主要用
于科学研究，对于修复质量的要求极高，任何的残损或者细微结构被破坏，
都有可能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齐飞说，冒进是绝对禁止的，如果没有较
高的把握，一些化石甚至可以只做保护、暂不修复。

2017年，齐飞修复的一块早白垩世今鸟类化石令他记忆犹新。据了
解，盐腺结构是这块化石修复后的新发现，而盐腺通常是部分鸟类和爬行类
所具有的排盐腺体，生活在海水环境中的海鸟的盐腺尤为发达，这块今鸟类
化石保存有现生鸟类似的盐腺结构，为非鸟类恐龙中盐腺的存在提供了最早
的化石证据。

化石标本为啥要修复

（上接第一版）
一旦市场需求放缓、疲软，将

由整个生态的各个企业共同承担投
资和经营的风险；而苹果公司自身
规避投资、经营风险和退出市场的
机制和能力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保
证，从而让其身后的广大巨额投资
者放心。此模式道路宽广，走在了
高速路的大道上。美国苹果公司深
谙互联网经济新学说，引领互联网
经济发展的新产业模式，因此受到
全球资本界的追捧。公司今天大红
大紫，如日中天，市值破万亿美元。

几个月来，华尔街一直在期待
全球首家万亿美元市值公司的诞生。
竞争者圈定在四家公司，苹果、亚马
逊、谷歌和微软。

软件和互联网业基于自身的信息
技术优势和融资优势走向实体经济，
走向工业互联网，这就是所谓的“互
联网+”模式，这是新型的主力军。
由于美国有大批企业在世界上独霸软
件、互联网的技术和产业，以苹果、
亚马逊、谷歌、微软等公司为代表，

应该说在“互联网+”的模式上独领
风骚，所向披靡，正在颠覆美国和全
球传统的服务业、制造业，是“互联
网+”模式的引领者。

今天美国依仗苹果、谷歌、微
软、英特尔等公司在互联网、软
件、核心芯片等信息技术的垄断和
优势地位，引领的将不仅仅是技
术，而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将
会带来世界经济形态和格局的深刻
变化。这一变局将会横扫传统制造
业、金融投资业、服务业及信息产
业本身，将会横扫产业界、经济
界、金融资本界和股票市场。在这
一变局中，每个国家、产业、企业
都不会独善其身，必须因势而变。

看来，以互联网、软件、大数
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绝不是一项普
通的技术，而是一项统领经济和产业
全局的技术，更是革命性的新经济学
说。

（作者供职于科技部高新技术发
展及产业化司，系农工党中央科技委
员会副主任）

互联网产业模式下的制造“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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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效应曝光效应””让你看上去比照片美让你看上去比照片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