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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JIZHIMI
有位名人说，科学的界限像地平线一样，你越接近它，它就挪得越远。不过，应该再加一句，这种不断的接近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芦荟产业专业委员会
完 美（中 国）有 限 公 司 联 合 特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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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身的衣服是不是 100%纯棉？在实验室的显微

镜下，一切秘密都会“真相大白”，颜色艳丽的面料，是

否有察觉不到的危险？偶氮检测可以告诉你答案！

在这里，一件衣服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穿在身上

的，而是要经过纤维成分、色牢度、甲醛含量 pH 值、偶

氮甚至是异味等多个指标的检测，贴身衣服神秘微观

世界，远比想象中好玩得多，也深奥得多。

无论是一件极普通的衬衣，还是一件奢华高档时

装，在番禺检疫检验局生态纺织品检测实验室的工程

师看来，所有衣服都是由一根根细小的纤维构成的。

纤维“指纹图谱”：让“浑水摸鱼者”无处可藏
这件衣服是否 100%纯棉的？这又是不是真的蚕

丝被？“光凭手感只能大致的断定衣服的成分，顾客投

诉的事件中有很多属于这类问题。”实验室的工作人

员向记者介绍说，“但只要在显微镜下，各种纤维都会

‘原形毕露’。”

工作人员向记者演示普通纤维在显微镜下的形

状。“你看这纵向外观上有着天然转曲，呈不规则且沿

纤维长度方向不断改变转向的螺旋形扭曲，天然转曲

是天然棉纤维所特有的特征，每根纤维的大小也不一

致。而人工合成的纤维，表面光滑，大小也差不多，很

容易分辨的！”

在实验室的电脑里，至少储存着上千种各种纤维

的原始“档案图”，就如人的指纹图谱，每一种纤维都

有独一无二的图谱性质，检测的纤维与“图谱”一经对

照，就基本可能判断出面料的“真面目”了！

耐不耐穿？历经“磨难”才算合格
在实验室，一台不停摇摆的机器引起记者注意，6

个金属头在面料上不停的摇摆摩擦，这是专门检测衣

服的耐磨性和起毛起球程度仪器。“任何衣物都要在

这里连续接受上万次的考验才算过关。”按照规定，纺

织每 5000 次或 10000 次查看一次，看纤维是否断裂磨

破，如果通过 20000次大关就算合格。

在实验室一侧，工作人员正在将面料剪成手掌大小

的样本。“这样本主要是用来烧的！”工作人员说道，“阻

燃性也是服装检测一个指标，特别是出口的服装。”

据介绍，面料阻燃性有不同种类的标准，在一个

特定的燃烧室，用特定的火源，如果是光面的面料，能

坚持到 3.5秒就算合格。

衣服有毒？甲醛、偶氮都是无形杀手
或许我们常听到，某批衣服不合格，因为甲醛含

量超标。其实甲醛含量的检测仅仅是数十种要进行

的化学检测中的一种，生态检测重要的还包括重金

属、锑、砷、铅、镉、铬等、羽绒微生物、纺织品的抗菌性

能测试。

偶氮检测是我们不太熟悉的，但又非常重要的一

种检测。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衣服基本上都用染

色剂，为了使颜色更艳丽且不容易褪色，一些不良厂

家往往会在染料中加入偶氮，偶氮却是一种有强致癌

性的化学物质。

检测偶氮却是一次“危险”的旅程。“我们一般说

的萃取，就是将样品按一定规格剪碎，然后放入特定

的溶液中提取，再还原、上柱（包括净化、分离、浓缩）、

定溶、上机，整个过程要一天左右。”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偶氮是致癌物质，如果待检的面料含有量比较

高，又长期接触，对身体是有影响的。”

揭开衣服的“指纹图谱”

国际芦荟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第一是重视基础

研 究 。 目 前 ，国 外 芦 荟 产 业 的 开 发 机 制 已 日 趋 完

善 ，芦 荟 产 品 开 发 规 模 较 大 ，力 量 雄 厚 ，研 发 体 系

的 社 会 性 日 益 显 现 。 在 美 国 ，芦 荟 公 司 除 本 部 拥

有庞大的研发体系外，还与相关机构、大学等保持

长 期 的 科 技 研 发 合 作 关 系 ，既 可 随 时 了 解 到 芦 荟

产 业 最 新 的 研 究 动 态 信 息 ，有 效 地 帮 助 公 司 进 行

市 场 开 拓 和 决 策 ，又 节 约 了 一 定 的 研 发 经 费 。 由

此 形 成 了 芦 荟 产 业 的 良 性 循 环 ，不 断 推 动 芦 荟 产

业的持续发展。

第二是加大集约化种植业力度。美国、日本、韩

国等芦荟产业大国，在芦荟种植方面注重规模化，集

约化、一体化发展，并配有高效高产的栽培技术，其栽

培管理技术也处于领先水平，对不同地区种植的芦

荟，也严格按照统一的芦荟种植标准进行管理，芦荟

的亩产和叶片品质比较稳定。在美国适合并已种植

芦荟的地区有得克萨斯、佛罗里达、亚利桑那、加利福

尼亚、新墨西哥和夏威夷等，主要栽培品种为库拉索

芦荟，质量稳定、指标成分明确、功能性成分含量达

标、农药和重金属残留极少。而 2000 年以后，美国土

地不断升值，迫于成本压力，美国的芦荟种植业逐渐

向墨西哥、巴西等美洲国家转移，并逐步发展到亚洲

各国。

第三是加强产品开发，主要包括芦荟的初加工和

深加工。初加工一般是指对芦荟原料的加工，深加工

是指利用科技手段，对初加工的原料或半成品进行再

加工，使其成为人们可以直接使用的高附加值产品，

如芦荟活性成分提取物、芦荟化妆品、保健品等。在

国际上，各大芦荟公司都配备先进的研究实验室，用

来从事芦荟的研究和新产品的开发，采用现代加工工

艺和生产设备进行生产，确保其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生

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为高新、绿色、高附加值产品的

开发提供技术保障。

目前，国外芦荟产品开发的主要特点，一是形成

了具有广泛适用性的芦荟初级产品体系。如芦荟

茶、芦荟汁、芦荟果汁、芦荟西点、芦荟三明治、芦荟

酒、芦荟鱼片、芦荟炒牛肉等产品，琳琅满目，应有尽

有。虽然这些产品的科技含量不是很高，均为芦荟

普通产品，但与日常生活联系密切，消费人群广泛。

二是形成了具有附加值的特色产品和产品系列。如

广受消费者喜爱的各种芦荟化妆品，还有芦荟保健

品和药品。三是形成了芦荟全叶产品的开发生产。

全叶芦荟汁在美国已有几十年的食用历史，是市场

上常见的芦荟食品，非常受欢迎。此外，美国还有全

叶芦荟胶囊，日本有全叶芦荟药等产品。芦荟产品，

因其绿色、环保、美容、保健等功效，一直畅销国际市

场。据权威部门资料显示，国外市场上的芦荟产品

非常丰富，仅在美国就有 1500 多种；在日本芦荟产品

的年需求量多达 10 万吨，而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

的需求量也在与日俱增。芦荟产品的品种和上市量

远不能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第四是发展芦荟商贸,

建立市场化运行管理机制。芦荟产品从企业转移到

顾客手中的批发、零售等是芦荟产业链中重要的终

端环节，商贸的规模和水平决定产业的绩效，对于产

业链其他环节的发展和产业链整体的发展具有很强

的带动作用。因此，在芦荟产业链发展过程中，通过

提升商贸水平而实现产业快速发展的成功案例屡见

不鲜。

国际芦荟产业链的关键环节

将近 27 年过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北 130 公里

的切尔诺贝利依然是“灾难”、“死亡区”的代名词。然

而，就在这片令人闻之色变的禁区里，由于人类活动的

退出，野生动物反而保持着勃勃生机，且迄今未发现变

异物种。

1986 年 4 月 26 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4 号机组反

应堆爆炸，大量强放射性物质泄漏，数百万人受辐射影

响，酿成迄今为止全球最严重的核泄漏事故。

那么，如此强大的杀伤力，为何野生动物的繁衍生

息不受核辐射影响，成为待解之谜。

核死亡区缘何成为野生动物天堂？

日落时分，一辆大巴车在普里皮亚季河桥上停

下。一行人走下车，靠在锈迹斑斑的桥栏上侧耳倾

听。河水缓缓流淌，岸边草木葱郁，不时传来鸟鸣。

鸟类学家保罗·戈留普听出了黄鹀、黑顶林莺、画

眉鸟、戴胜鸟、云雀和布谷鸟的叫声。他兴奋叫道：“果

然如我所料！听到那声音了吗？那里有一只丘鹬。”

桥下，鱼儿不时跃出水面吞食蚊虫，一只河狸警惕

地游回巢穴。河水上游，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建筑在

落日余晖中投下的黑色剪影，仿佛提醒着这群“观光

者”：这里并非纯净的原始森林，而是距离当年事故发

生地不到 3公里的辐射重灾区。这水，这桥，这花草鱼

鸟，甚至小小的蚊虫，都有放射性。

核事故发生后，以核电站为圆心、30 公里为半径

的地区被辟为隔离区。其中，距电站最近的小镇普里

皮亚季全部居民紧急撤离，成为“死亡之城”。如今，乌

克兰政府将隔离区部分开放，允许 18岁以上成年游客

“一日游”。

戈留普一行共 14人，包括来自英国和瑞典的动物

学家、野生动物保护者和记者。他和乌克兰妻子娜塔

莎组织这次探访活动，目的并非观光，而是考察那些栖

息在辐射之地的野生动物。

团队导游是生物学家丹尼斯·维什涅夫斯基，来

自 乌 克 兰 ，在“ 切 尔 诺 贝 利 放 射 生 态 研 究 中 心 ”工

作。他对野狼“情有独钟”，曾多次深入隔离区追踪

和拍摄狼群。他告诉同行者，隔离区内有至少 5 个狼

群，总数不少于 30 头。他的相机镜头曾记录下两只

野狼在普里皮亚季镇中心列宁大街上散步，一头野

猪带领一群小猪仔穿过足球场，白尾鹰在电站冷却

池上空盘旋。

科学家广泛认同，由于远离人类活动的干预，在过

去 20多年里，切尔诺贝利周边隔离区实质上已成为欧

洲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这里安居着狼、熊、野

牛、驼鹿、野猪、山猫、狸和野马等野生哺乳动物，还有

多种鸟类、蝴蝶和爬虫，其中不乏珍稀或濒危物种。

高辐射下，野生动物不减反增？

令科学家不解的是，这些半衰期长达数十年的辐

射物似乎没有对野生动物的繁衍生息造成太大影响。

动物为何能在充满核辐射的生态环境下保持生机？科

学界尚无统一定论。

以美国得克萨斯理工大学放射生物学家罗恩·切

瑟为代表的一派理论认为，核辐射对野生动物的影响，

远比不上人类活动带来的破坏力。

切瑟和同事研究发现，切尔诺贝利地区野猪数量

在最近 20 多年迅速增长，达到核泄漏前的 10 至 15

倍。此外，对该地区野狼、兔子和驼鹿等动物的基因检

测显示，核辐射没有引发可遗传的基因变异，动物自身

的基因修复功能或许是原因之一。

不过，这一观点遭到南卡罗来纳大学生物学家蒂

姆·穆索的反对。他认为切瑟的研究方法有误，低估了

核辐射对动物的伤害。

穆索和同事研究发现，在核辐射发生后初期，切尔

诺贝利地区的一些鸟类，如麻雀和金莺，出现过羽毛失

色，脚趾、喙和眼睛畸形等情况。此外，相比辐射水平偏

正常的区域，高辐射区的鸟类物种多样性要低一半以

上，而大黄蜂、蟋蟀、蝴蝶和蜘蛛的多样性也有所降低。

对于上述争论，乌克兰生物学家维什涅夫斯基倾

向于认同切瑟一派的观点。他根据自己多年来所见认

定，隔离区内鸟类的数量和种类都不减反增，一些先前

从未在这里出现过的濒危鸟类，如蓝山雀、雕鸮和黑

鹳，如今在这里栖息。

他还强调，当地从来没人亲眼见过基因变异的

动物“怪胎”。他认为，这是自然界物竞天择的体现，

因为那些受到辐射的不健康胚胎通常在母体中就夭

折，即便出生，也会迅速死亡，或被食物链上端的捕

食者猎杀。

动物们是怎么做到的？

随着隔离区内野生动物数量增长，盗猎者也开始

觊觎这片禁区。苏联解体后，切尔诺贝利隔离区被拦

腰分成两部分，北部归白俄罗斯，南部归乌克兰。在北

部，当局对隔离区实施严格管控，野生动物数量维持较

好。而在乌克兰这边，由于火爆的“一日游”和相对松

散的安检措施，盗猎者常得以轻松潜入。

目前已发现有人在隔离区捕杀鱼和野味，到集市

上出售。连行踪不定、极其珍稀的野马“普热瓦利斯基

马”也惨遭猎杀。

普热瓦利斯基马俗称蒙古野马，是世界上唯一未

经驯化的野马种群，上世纪 60 年代末已在蒙古绝迹，

属珍稀动物。1999年，31匹蒙古野马在切尔诺贝利隔

离区放生；2003 年前，野马数量增至 65 匹。但到 2009

年，10匹野马被猎杀，遗骸在一座废弃建筑内被发现。

维什涅夫斯基认为，如今乌、白两国政府都有用于

开发切尔诺贝利的项目计划和预算，但对隔离区生态

的关注却相对稀缺。“在乌克兰境内的隔离区，和环保

相关的户外作业人员只有大约 100 人，多数是护林员

和巡警。当局无心关注切尔诺贝利周边的自然环境。”

他说。

在白俄罗斯，情况似乎略好。当局已经宣布隔离

区为自然保护区，有大约 700人在区内保护野生动物，

开展相关研究。但遗憾的是，研究数据不与国际社会

分享，研究质量也因此显得可疑。“没有数据库，没有跨

开发生态旅游可能吗？

境生态考察的合作计划。”维什涅夫斯基告诉《星期日

泰晤士报杂志》。

他梦想有一天，整个切尔诺贝利隔离区被设立为

自然保护区，获得国际认可，吸引基金以加固安检、保

护野生动物、开发如观鸟、骑马等生态旅游项目。

考察团领队、乌克兰妇女娜塔莎说：“我们需要了

解这里正在经历的一切，发现如何（像野生动物那样）

与切尔诺贝利共处，而不是被它压垮。”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数据，切尔诺贝利核泄漏

事故释放的放射性沉降物约为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

的 400 倍。污染物经空气传播，渗入地表，进入土壤

和水流，被植物吸收。对人体而言，同位素铯－137

会积聚在肌肉中，锶－90 会沉积于骨骼、牙齿，碘－

131 能被甲状腺迅速吸收，钚－239 等则能在人体永

久沉积，常年辐射器官。

当年核电站周边 27万人患癌症，其中 9.3万人死

亡。不少儿童患甲状腺癌。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 释放放射性沉降物为当年广岛400倍

2012 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

事故 26 周年前夕，乌克兰总理阿扎

罗夫说，希望恢复和开发核电站周围

的禁区。目前禁区周边 2500 个定居

点中，只有 31 个点属危险区。乌克

兰计划在这一地区大量种植油菜籽

来生产生物燃料。同时，欧盟也计划

提供帮助。

乌克兰紧急情况部官员 2011 年

曾表示，要把电站周围禁区开发成旅

游景点。其实，切尔诺贝利一日游早

已悄然兴起，费用 100 美元至 130 美

元，目前参观者每年 7000 人次至 1 万

人次。

乌开发核泄漏禁区 一日游已悄然兴起

目前，克罗地亚科学家最新培育一种蜜蜂，能

够探测 4.8公里之外掩埋的地雷。据了解，这些经

受人工训练的蜜蜂以混合炸药物质的美味糖溶液

为食，科学家训练这些蜜蜂长达几年时间，最终使

它们具有探查炸药气味的能力。科学家帐篷之外

设置几个食物投放点，仅有几个投放点包含着食

物，周围土壤充满着含有炸药的化学物质。这种方

法是使蜜蜂具有敏锐的嗅觉，与具有爆炸物气味的

食物结合在一起。负责训练蜜蜂的马特贾-简斯

教授说：“最终蜜蜂将适应具有炸药气味的食物，

并且能够有效地发现掩埋在地下的地雷。”

强悍蜜蜂能嗅到远距离地雷？

科学家们日前在哥斯达黎加的热带雨林中

发现了一种身长只有 250 微米的新生物。目前，

这一被称为“小叮当 nana”生物已被送到哥斯达

黎加的拉塞尔瓦生物站进行研究，并被列为最

新发现的柄翅卵蜂科物种。“小叮当”是童话故事

《彼得·潘》中的精灵小仙女，体型微小，外形可

爱。科学家们认为，这一最新发现的物种就是现

实版的“小叮当”——不仅体型相似，而且同样也

长着薄如蝉翼的翅膀。

新物种似“精灵小仙女”？

科学家们对肆意浪费氦这种稀有且不可再生

资源来给气球充气的行为敲响了警钟：作为医疗成

像、火箭引擎以及监控设备等科技的基本资源，氦

显然有比用来灌气球更有价值的作用。可是地球

上大多数的氦却就这么被我们给轻易用气球放到

大气层去，最后消失不见了。研究人员解释称，世

界上的氦供应其实是属于天然气产业的副产品。

地球氦储备即将耗尽？

最新研究发现，地球有一颗火热的“心”，地球

内核温度比以往测量值高出 1000 摄氏度，与太阳

表面一样热。这更好地解释了地球是如何产生磁

场的。地球拥有一个固态内核，为液态外核所包

围。再往外是地幔。科学家认为，在内核和地幔

层之间需要有一个 1500 摄氏度的温差才能实现

“热运动”，“热运动”加之地球自转一同导致了磁

场的产生。实验发现，在 220 万倍标准大气压条

件下，铁的熔点是 4800 摄氏度。由此，科学家推

断出地球内外核交界处温度高达约 6000摄氏度。

地球有颗火热的“心”？

一支科学家小组表示，地球最初生命形式不

是起源于温暖的海水，可能来自于海冰。死亡冰

柱(又被称为海洋石笋)的形成过程，可能产生地

球第一种生命诞生的条件。当死亡冰柱在极地海

洋中向下延伸，海冰结冻将产生脱盐等净化杂质

的效应。最新研究报告发表在《美国化学研究所》

杂志上。

极地海洋“死亡冰柱”孕育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