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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繁华大城市的街区，每天有

喧闹的人群嘈杂、来往的汽车喇叭，生活在这

里的人能毫不受城市噪音的影响吗？据物理

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科

学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述评文章，介绍了目

前一门新兴学科——声子学的八个主题领域，

随着这些领域的发展进步，能让人们在繁华大

都市里也享有宁静的生活。

声子、光子或电子，都是能像波一样传播

的物理粒子，也代表着一种机械振动。声子传

播着每天的声音和热量。声子学研究已取得

很大进步，科学家利用声子特性控制声音和热

量，带来了许多新理念和新设备。

“人们知道电子是因为计算机，知道电磁

波是因为手机，但声子还没有这么多普及的设

备。”佐治亚理工大学化学与生物分子工程学

院科学家马丁·莫尔德文说。他曾在麻省理工

学院领导研究工作，今年夏天在《物理评论快

报》上发表论文，介绍了一项能控制热量在固

体中传导的发明。

声子也被称为热晶体，这一领域旨在探索

怎样以特定的频率来引导热流，从而能像控制

声波和光波那样控制热量波。他的文章回顾

的八个主题领域是音波与热学二极管、光力晶

体、声波与热“斗篷”、超音速声子晶体、热电学

和热晶体学。莫尔德文称，这些技术“预示了

声子学领域的下一代技术革命”，而所有这些

领域都有一个共同的主旨：以不同的频率操纵

机械振动。

莫尔德文指出，当前声子学最热门的领域

是研发声学和热学超材料，以屏蔽声波和热

流。声子学屏蔽的方法是以电磁外罩材料为

基础，这些材料已经用于光学领域。其中一个

研究热点就是设计和制造斗篷、外罩类设备以

控制声波，引导声波绕过特定目标，比如整栋

建筑，这样对于声波来说，外罩内的所有物体

就是它探测不到的。这些技术有望带来将热

转化为其他能量的新设备，或二极管热当量，

帮助那些数据中心解决服务器产生的大量废

热的问题。

莫尔德文说，声子学领域的研究相对还比

较新，也将遇到许多未知的新事物，新问题会

引导人们寻求解决方法。在未来，声子学研究

还可能解决能源消耗和楼房建筑领域的更多

难题。掌握并控制声子的材料学特性，有望带

来热绝缘建筑方面的新奇技术，减少环境噪

音，将废热转化为电能，开发地震保护等。如

果这些成为现实，声子学将激发一波像电子学

那样的科学创新潮。

（常丽君）

《自然》介绍新兴声子学研究八个主题领域

今日视点

我们当然都见过太阳系的行星图，但那

通常是科学家们精准制作出来的，而并非由

镜头实际拍摄完成。据英国《每日邮报》在线

版一则消息称，科学家们日前得到了一张被

称为“令人难以置信的”照片——它是由卡西

尼号探测器从太空中拍到的土星自然色图

像，包括了土星的几位卫星以及漂亮的土星

环，更难能可贵的是，火星、金星以及我们的

地球，均现身于这张照片里。这也是人类第

一次拿到太阳系这几位成员的“集体照”。

给太阳系四兄弟合影

由于无法逾越的原因，我们不能实现一

次曝光就将 4 颗类地内行星和 4 颗充满气体

的巨大外行星全都拍下来。像此次，卡西尼

号提供给人们土星周围太阳系行星的叠合

照，已足以让科学家们感到震撼——如果说，

人类能拿肉眼去看的话，那这幅照片就和我

们看到的景象别无二致。

这是一张自然色的照片，覆盖了土星及

土星内环系统 404880 英里（合 651591 公里）

的范围，图片还完整捕捉了 7 颗土星的卫星

以及内太阳系中除水星之外的其他行星。

在华盛顿新闻博物馆本月 13 日揭幕的

这张照片中，土星显然为“主角”，可以看到环

绕其周围的壮观而规模宏大的土星环，其中

包括土星最外层的环，其因为反射太阳光所

以看上去闪闪发亮，实际上却是个非常暗淡

的家伙，彻底地圈住了土星及其内环。

而更让人神往的其实是照片中的背景

行星。土星的右下方是一个明亮的蓝色点，

那就是地球；金星则是土星的左上方的一个

亮点；火星在金星的左侧呈现为一个淡淡的

红点。

这张照片其实是一张由 141 张自然色照

片叠合在一起的图片，科学家利用计算机大

幅提高了图像的对比度。卡西尼号团队科学

家、来自爱达荷大学的马特·赫德曼说：“它提

供了有关土星环系统的大量高质量数据，揭

示出许多我们正试图了解的绝妙结构。”

请别指望八大行星齐现身

你可能隐隐希望，太阳系的“全家福”应

该像我们在地理课本上看到的彩图那样：中

间“坐着”家长似的太阳，水星、金星、地球、火

星、木星、土星依次排开，每一个颜色都充分

说明了它们的行星属性，远处“站着”海王星

和天王星，说不定更远处还有受“排挤”的冥

王星——那可实在是奢望过头了。

有一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给“住在”太阳

系的兄弟们“合影”的困难性。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曾公布过

一张旅行者 1号拍摄的太阳系合成图，是这艘

太空船在处于 64 亿公里外的外太空，与黄道

呈32°时所拍摄的多组图片，由其团队天文学

家从事了多年才得以让其问世。但它其实并

不能被称为是“照片”，因为有几个行星的影

像，比窄角度镜头拍摄出来的一个像素还要

小——整体看上去实在就像一沓灰蒙蒙的图

片被摆在那，不配上人为的图注，谁也不知道

那些到底是什么。相对来讲，卡西尼号提供的

自然色影像还较符合人们对星际的期待。

而尽管对像素的要求已不高，那次拍摄

也没能把水星、火星以及当时仍被列为行星

的冥王星囊括在内——因为太过接近太阳，

水星无法被拍摄到；拍火星时则是太阳的散

乱光线影响了太空船上的镜头；而冥王星则

因为体积太小及离太阳较远，光线不足。

卡西尼号：人类的眼睛

在此次卡西尼号探测器拍到的照片中，

有七颗土星卫星可见，图像的左侧就是 1779

年被威廉·赫歇尔发现的大名鼎鼎的土卫

二——它是外太阳系中迄今为止观测到存在

地质喷发活动的三个星体之一（另外两个分

别是木卫一和海卫一）。卡西尼号甚至还攫

取了来自该卫星南极的冰羽，科学家们认为

土星 E 环粒子就源于土卫二的间歇水泉，而

同样是卡西尼号，曾经拍到土卫二正朝着 E

环喷出精细的粉末冰粒以及水蒸气。

因为路程艰辛，卡西尼号飞了 6 年，在

2004 年才正式进入到环绕着土星转动的轨

道，它的任务就是在绕土星飞行中对土星及

其大气、光环、卫星和磁场进行深入考察。

卡西尼号代替了人类的眼睛，无数次近

距离观测土星，加深了科学家对这颗美丽行

星的了解，也有助于揭开地球和生命形成的

秘密。而迄今，卡西尼号探测器仍是人类实

施的最为复杂的行星际探测计划。

2013 年 7 月 19 日，这艘飞船经过了土星

的暗面，这使它能够捕捉到更多包含了土星

环、土星卫星及地球等行星的图片。据团队

表示，卡西尼号会持续探索到 2017年。

出于对家园的感情，很多人抱怨为什么

卡西尼号这次不更多地尝试一下对地球角

度的拍摄。团队科学家回答说，这是因为相

对来说，太阳太过于接近我们的星球，毫无

遮挡的视野会破毁飞船的敏感探测器。毕

竟对于卡西尼号来说，除了做出震慑人心的

太空展示，它还要发回数据来提高人们对土

星环周围的历史及附近行星形成方式的了

解——譬如说，找到我们的太阳系是如何形

成的线索。

照张相吧照张相吧，，太阳系的兄弟们太阳系的兄弟们
——科学家得到木星、地球、金星及火星的首张“集体照”

本报记者 张梦然 综合外电

科技日报讯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

道，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媒体实验室触摸媒体小

组正在开发一种名为“inFORM”的变形表面，

能让用户以一种有趣的方式与数字产品互动，

大大超越了传统计算机的封闭式互动。观察

人士称这种系统“不仅能作形状显示器，还能

当一种变形表面来用”。

据研究小组介绍，inFORM 系统是一种能

从物理上呈现三维内容的动态形状显示器，用

户能以一种可触摸的方式和数字信息互动。

inFORM 还能和周围的物理世界互动，比如在

桌面上移动物体。而在视频会议中，参会者还

能远程身体互动，给人一种真实的会场感。

与许多其他驱动或变形界面相比，in-

FORM 形状显示器允许更一般化的变形，因

此也是一种理想化的研究平台。目前，研究小

组正在探索 inFORM 形状显示器的应用领

域。其中之一是地理空间数据，比如地图、

GIS（地理信息系统）、地形模型和建筑模型。

“让城市规划人员和建筑师看到实体化的三维

设计，能更好地了解、共享和探讨他们的设

计。”此外，它还可用于研究外科手术模拟。

研究小组于 1997 年提出了“可触摸用户

界面”（TUI）的概念，超越了流行的“图形用户

界面（GUI）”的主导样式。GUI基于不可触摸

的像素，而 TUI 能在物理空间将数字信息实

体化，拓展了对物理物体的表面和空间的呈

现，能让人们与数字世界直接互动。

研究小组在 2012 年又提出了“基本原子

界面”的概念。TUI 受其硬件“原子”的限制，

在实时改变物理目标的形状和性质时，会与数

字模型出现差异。而基本原子界面可以解决

这一难题，体现了“未来的互动视界”，所有的

数字信息完全以物质形式表现出来，并与人们

直接互动。

研究人员说，目前形状显示器仍然受规模

和成本限制，但“这项研究是对互动能力的探

索，旨在启发该领域未来研究的灵感。我们相

信，今后变形界面会越来越普及”。

（常丽君）

变形表面能呈现三维内容

形状显示器开拓人机互动新领域

美《时代》周刊盘点
2013年最佳发明
新华社华盛顿11月17日电（记者林

小春）最新一期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

2013 年 25 项最佳发明，咖啡酒、牛角甜甜

圈面包、隐形大楼等上榜，而被评为年度

头号发明的则是一辆无人驾驶玩具汽车。

这辆叫做记忆驾车的玩具汽车由总

部设在旧金山的记忆软件公司开发，其特

点就是纳入了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技术，它

携带的传感器可接收 iPhone 或 iPad 数据，

以便玩家控制其速度和方向。在赛车游

戏过程中，它还能利用应用软件计算其他

汽车的行动，从而像人那样做出反应，灵

活地与对手竞争。这辆汽车及相关附件

售价 200美元。

排在第二名的是电影《地心引力》设

计的“光盒”，这个 6米×3米的光盒上面覆

盖 196 块面板，面板上安装 4096 个 LED

灯，每个都可以模拟太空中的光线。这个

盒子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投射影像，这

样演员在表演时就有了一个视觉参照。

第三名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研究人

员研制的咖啡酒。将咖啡渣放在沸水中

煮 45分钟，去水后加糖和酵母，然后发酵、

浓缩，就造出了一种有点像龙舌兰酒和伏

特加的咖啡酒。这种酒喝起来不错，其口

味可能还会随着时间而变得更好。不过，

它不会像咖啡一样给你提神醒脑，因为大

部分咖啡因都在酿造过程中消失了。

索尼公司开发的“智能镜头”位列第

四名，它具有大号传感器、高品质的镜片

和 3.6 倍的光学变焦，但必须与智能手机

结合使用。

牛角甜甜圈面包成为第五名，它是指

以牛角面包式的起酥面团，经过类似制造

甜甜圈的方式油炸，内加乳酪、外覆糖浆

制作而成。今年 5月，纽约厨师多米尼克·
安塞尔开始售卖牛角甜甜圈，有些顾客为

了品尝美味宁愿等上几个小时，“黄牛们”

甚至把原价 5美元一个的牛角甜甜圈炒到

40美元。

韩国的无限塔则是世界上第一座可

“隐形”几个小时的大厦。这座大楼的表

面由若干 LED 显示屏组成，显示由大楼另

外一面的摄像头所拍下的画面。于是，远

远望去，大楼似乎“隐形”了。

《时代》杂志每年都会推出年度最佳

发明，涉及各个行业。今年入选的还有电

动摩托车、头戴式虚拟现实眼镜、3D 打印

笔、靠重力自然发电的重力灯、复活曾经

灭绝的青蛙、美军无人机 X－47B、美军最

先进人形机器人“阿特拉斯”、几百亿年才

会差上一秒的镱原子钟以及给老鼠移植

记忆等。

新华社东京11月 18日电 （记者蓝建中）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 18日宣布，当天下午开始从

福岛第一核电站 4号机组的乏燃料池内取出燃

料棒。这是自 2011 年 3 月福岛核泄漏事故以

来，首次从已确定报废的 1 至 4 号机组的乏燃

料池中取出燃料棒，标志着反应堆报废工程进

入第二阶段。

乏燃料是核电站使用过的核燃料，乏燃料

池一般指储存乏燃料的水池。不过在福岛第

一核电站 4 号机组的乏燃料池内，除存有 1331

根乏燃料棒外，还有 202根未使用过的燃料棒。

根据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 2011 年 12

月公布的方案，福岛第一核电站 4 个反应堆将

在 30 至 40 年内完成报废工作。其中，第一阶

段研究取出燃料的方法；第二阶段是在两年内

取出 1 号至 4 号机组乏燃料池中的燃料，并在

10年内开始回收 1号至 3号机组反应堆内的熔

毁燃料，4号机组的反应堆内没有核燃料，预计

20 年至 25 年内完成这一作业；随后再拆除相

关设施。

从 4号机组乏燃料池中取出燃料棒将用设

置在屋顶的两台吊车进行，它们所吊动的容器

每次能够装入 22 根燃料棒。燃料棒从乏燃料

池中取出后，将先转移到约 100 米外的共用燃

料池内。

作业工人分 6人一组，每两小时轮班一次，

以尽量减少遭辐射量。根据东京电力公司的

预想，工作人员每天遭受的辐射量最大为 0.8

毫希沃特。

作业过程中还有几个问题令人担心。如在

取出燃料棒时，虽然乏燃料池内的瓦砾已经清

扫，但是依然存在细小的混凝土碎块，可能会导

致燃料棒取出时破损。吊车吊运容器时如果发

生坠落事故，也可能导致放射性物质泄漏。

按预计，从 4 号机组乏燃料池取出燃料棒

的作业将持续到明年年底。

福岛第一核电站开始取出燃料棒

新华社柏林11月 17日电 德国慕尼黑大

学日前发表的研究公报显示，一个离子通道如

果出现缺损，会增加心律不齐的风险。科学家

有望在此基础上研制出治疗心律失常的药物。

心脏拥有自己的“起搏器”，这种特殊的起

搏细胞位于右心房的窦房结内。在起搏细胞

膜的表面上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名为“超极

化激活环核苷酸门控通道”（简称 HCN）。

这种离子通道通过允许某种特定类型的

离子依靠电化学梯度穿过该通道，来帮助细胞

建立和控制质膜间的微弱电压压差。根据连

续不断的电压压差，这一“起搏器”就可以控制

心脏的收缩和舒张。

HCN 离 子 通 道 有 四 种 子 类 型 。 其 中 ，

HCN4承担了流经 HCN 通道约 80％的离子流

量，其余 20％的离子流量是由 HCN1和 HCN2

传递的。目前，医学界对 HCN2和 HCN4开展

了大量研究，但对 HCN1对心律的影响仍知之

甚少。

慕尼黑大学的研究人员借助新的实验仪

器首次发现，HCN1 不仅能够产生电流脉冲，

而且在窦房结内的电流传输中起着重要作

用。HCN1 缺损会使起搏细胞的正常工作受

阻，从而增加心律不齐的风险。慕尼黑大学医

学院教授科里斯蒂安·瓦尔－肖特说：“通过遥

感监测的心电图仪，我们在人体内已观测到这

一现象。”

研究人员表示，这一发现不仅为研制治疗

心律失常的药物带来了希望，而且由于 HCN1

也存在于大脑的神经细胞中，在此基础上，医

生有望控制神经炎的发病风险，并探索癫痫、

慢性疼痛及抑郁症的治疗方法。

德研究发现影响心律的新机制

全球两大飞机
制造商逐鹿中东
新华社迪拜 11 月 17 日电 （记者宋

宇 李震）全球两大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

和波音公司在迪拜航展上展开订单战，争

夺潜力可观的中东航空市场。波音公司在

航展首日以全新机型拔得头筹。

开幕当天，海湾地区三大航空公司阿

联酋航空、伊提哈德航空和卡塔尔航空相

继公布大额订单，其中波音公司的最新机

型 777X以其能支持长途直航航线、高载客

能力和低能耗等优势获得多家中东航空公

司的青睐。三家航空公司共订购 777X 客

机 225 架，总价值近 900 亿美元，远远超过

该机型首家客户欧洲汉莎航空的订购数量

（34架）。

阿联酋伊提哈德航空公司的订单中除

25架 777X外，另有 30架波音 787－10梦幻

客机，价值 182 亿美元。目前伊提哈德航

空订购该机型飞机 71 架，成为 787 梦幻客

机在全球的最大客户。

当日，阿联酋航空公司确认增购 50 架

空客 A380 飞机，价值约 230 亿美元，是这

种客机今年唯一一笔订单。

阿联酋民航总局预计在今后 15 年内，

中东地区将投资超过 1000 亿美元用于航

空业基础设施建设，另有 2000 亿美元用于

采购新飞机。

阿联酋民航总局还说，该地区的航空

运输规模未来 20 年将以每年 6.4％的速度

增长，客运收入有望将在 2031 年增至目前

的三倍。

第 13 届迪拜国际航空展 17 日开幕，

吸引来自全球超过 1000 家参展商和近 6

万名专业人士。迪拜国际航展始于 1987

年，每两年举办一届，目前已发展成为仅

次于巴黎和莫斯科航展的世界第三大航

空盛会。

卡西尼号从太空中拍摄的自然色照片，木星及地球、金星、火星首次集合在一起

11月17日，参观者驾驶一辆1972年生
产的阿尔法·罗密欧跑车。

当日，内罗毕举办一年一度的老爷车大
赛，吸引了众多古董汽车爱好者。

新华社记者 张晨摄

内罗毕举行一年一度内罗毕举行一年一度““老爷车老爷车””大赛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