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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3月 26日，世界名牌波司登 2014/

2015 秋冬成衣流行趋势在北京饭店金色大厅华彩

绽放。高贵丰盈的色彩，融合提花蕾丝、彩金珠片

与立体复古图案等面料，辅以精致的手工艺配饰，

在传统与现代设计手法之间自如转换。

据介绍，这是波司登第 18 次唯一代表中国防

寒服向世界发布流行趋势。本季的发布会以“尚·
采”为主题，灵感启发来自于对生命力的思考：生命

在时间的际遇中纵横驰骋，信仰与格调为人们搭建

起通往品质生活的桥梁，以达观的强音诉说着过

往，绘就出一道道绚丽的画卷……秀场上，三大系

列六十余款羽绒概念时装在模特的旖旎演绎下精

彩纷呈，将设计师别出心裁的创意理念、充满想象

力的设计手法、精巧的裁剪工艺展现得淋漓尽致。

波司登本季发布的最大亮点是华彩的面料，复古的

廓形，大量手工钉珠、镶钻等繁复考究的传统工艺

与运动休闲元素的反叛结合，让女性优雅高贵的形

象显出动感的灵性。

中国国际时装周是展示时尚品牌魅力的中心

舞台。波司登集团董事长高德康表示，原创设计是

服装的灵魂，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呼唤有“创造力”

的品牌，中国服装走创新升级之路才有前途。他强

调，设计研发是服装价值链的“高精尖”环节，是波

司登实施全球市场扩张战略的重要抓手，“我们要

培育一支具备国际视野的顶尖设计师和时尚工作

者团队，更加专注产品的创新设计和品质卓越，关

注品牌的个性定位和文化特质，不断提升在国内外

市场的品牌魅力和竞争力。” （焦航）

波司登演绎秋冬设计新美学
科技日报讯“成功 57 船主洪志敏，请报告船

只现在的位置及航线情况，谢谢配合！”这是福建

石井边防派出所通过“AIS 系统”对辖区船舶“成功

57 船”进行“动态点名”。3 月 24 日，记者从该所获

悉，为进一步强化敏感时期船舶动态管控，2013

年，该所对辖区具有远洋能力的船舶进行全面摸

排，并与船舶公司逐一签订了《船舶位置信息动态

抄报制度》，规定船舶公司每半天将下属船舶的动

态信息通过互联网转发至该所进行动态管控和登

记备案。

同时，该所依托 AIS 系统平台，开发出适合边

防治安管理的 “新型船舶、渔船民动态管理系

统”，渔船民进出港时直接在船上系统终端刷卡，

即可进行自动签证报关进出港，并显示渔船民基

本情况、服务船舶以及本人照片，实时传送至系

统管理中心。值班边防警官可在系统海图上设

置经纬度分界线，作业船舶一旦越界，终端会自

动报警，并将数据传送至系统管理中心平台，实

现远程指挥调度管理。该系统有效通信距离为

30 至 50 海里，能根据需要、设定时段提取船舶航

行路线的运动轨迹，为解决海上纠纷，实现对出

海船舶、渔船民的动态管理。

据了解，船舶动态点名制度，利用“AIS 系统”

覆盖面广、定位准确、信息详细的特点，不定期通过

拨打电话抽点、核对船舶公司信息、船舶航行轨迹

跟踪等方式，对船舶进行“动态点名”，及时、准确地

掌握每艘船舶的位置、航线、船员情况等，进一步强

化敏感时期沿海管防工作。 （谢建师 柳标忠）

“AIS系统”实现船舶“动态点名”

海葵看上去颇似独特的水下植物，但长期以来被归类

为掠食性动物。从基因角度来讲，它们的基因组结构类似

于人类基因，是一种半植物半动物的生物，同时，它们还呈

现出类似植物的特征。进化生物学家认为，海葵基因包含

的元素类似于果蝇和其它动物，暗示着这种基因调控类型

存在于大约 6 亿年前，其历史可追溯至苍蝇、海葵、人类的

共同祖先物种。总而言之，虽然海葵 DNA 的基因组、基因

指令和基因调控与脊椎动物惊人相似，但后转录基因调控

类似于植物，其历史可追溯至动物和植物的共同祖先。这

是首次在刺细胞动物（包括海葵在内的生物群）和“高等动

物”之间发现的本质差异。目前，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基

因组研究》杂志上。

水中海葵：动物？还是植物？

在生物学中，拟态、伪装几乎无处不在，狮子可以在稀树

草原中隐形，绿色的青蛙常常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最著名

的伪装高手当属变色龙，它们能改变体色融入背景之中。拟

态本身就很令生物学家着迷，而对达尔文同时代的一些博物

学家——如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来说，正是动物的拟态

和伪装让他们相信了自然选择的力量。自然会选择出一些

成功的特征：那些能融入到环境中的昆虫，其被捕食的可能

性便大大降低，更有利于它们将基因，特别是伪装的基因传

递给后代。根据近期的一项研究，一种树叶拟态类型可能可

以追溯到恐龙时代，比科学家原先认为的早了很多。

枯叶螳螂：昆虫界中的伪装大师？

近日，大英博物馆的埃及考古学家们有一个惊人的发

现：一具 1300年前的女性木乃伊的大腿内侧纹有男子的名

字。经破译，该符号为古希腊字母 M-I-X-A-H-A，等同

于现在的 Michael（男子名“迈克尔”）。考古学家表示，这并

不是该女子的地下情人的名字，而是代表圣经中的守护神大

天使米迦勒。在圣经新约《启示录》中，大天使米迦勒负责守

护伊甸园，而且率领上帝军队勇敢对抗魔鬼撒旦。此外，他

也是中世纪苏丹国的守护神。考古学家称，这次的发现极为

罕见，这是公元 700年已经出现纹身的首个证据。目前，专

家还不清楚在古苏丹流行多长的裙子，因此也不能确认当时

该女子的纹身是否可见。但是，从今年 5月起，这具木乃伊

将重新公开展示，届时，会有大量游客能欣赏到这一纹身。

木乃伊：奇特纹身揭秘神秘生活？

站在人骨教堂的外面，你可能会认为你来到了又一座

雅致的波兰小教堂。可一旦走进去，你会发现这是一个令

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因战争和疾病死亡的数千人的白骨被

整齐地码放在一起，作为教堂的装饰，整个内部显得阴森恐

怖。这座小教堂位于古镇切尔姆纳，它的四壁和天花板均

由人骨组成，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提醒人们战争和疾病造

成的巨大死亡，以及面对死亡时人类的救赎。超过 3000名

受害者的颅骨和胫骨被整齐地固定在天花板上，码放在四

壁，而一个活门直通这座教堂的地下储藏室，里面还码放着

超过 2.1万名受害者的骸骨。

波兰教堂：白骨堆砌墙壁为哪般？

巨齿鲨的传说风靡全世界。这是一种史前大

鲨鱼，身长可达三十米，体重超八十吨，身长约 13

米的霸王龙在巨齿鲨面前只是小儿科，巨齿鲨能一

口吞下霸王龙的头。如今科学界一致认定巨齿鲨

已经灭绝，并且已经消失了两百多万年，可是目击

者的报告却并非如此。

2013 年 4 月 5 日，一条钓鱼的包租渔船在南非

开普敦海岸以外的深海海域遇袭沉没，船上无一

人生还。最初人们认为一定是非常大的生物才

能导致渔船沉没，所以认为正在交配的鲸鱼是罪

魁祸首，但沉船的残骸表明凶手另有其人。海洋

生物学家柯林·德雷克表示鲸鱼很少会袭击船

只，经过修复的录像表明这条船是遭受了来自船

底的袭击，而且录像中人们发出的声音中带着惶

恐，可以推断袭击这条船的家伙是刻意的，这些

都证明鲸鱼不是凶手。它会是鲨鱼吗？

2013 年 4 月以来的一个多月里，德雷克和他

的鲨鱼专家团队由最初的事故调查演变成了怪

兽追踪。他们在海洋中布下史上最大的网，这是

最大规模的捕猎行动来捕捉海洋中最大的捕食

者。每年的四月到九月间，开普敦这片水域经常

聚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大白鲨，它们是来这里

觅食的。还有传说中的海底怪兽。海底怪兽是

一种身长超过九米的大白鲨(目前大白鲨身长的

纪录是七米)，因为它的巨大的体型而得名，当地

人说它们在这片水域生存了七十多年了。如果

这种鲨鱼真的存在，那它们肯定是世界上最大的

大白鲨。海底怪兽体重比普通大白鲨还要重一

吨以上，这种巨大的鲨鱼体型惊人，似乎是海里

最有杀伤力的生物。

巨齿鲨到底有多凶残？它非常冷血，天生就

是要杀戮，这是它们的生存方式。它们杀生是为

了进食，也是生存方式。巨齿鲨之所以能得手是

因为它们进攻时出其不意，经过几百万年的进

化，这种杀戮机器已经驾轻就熟，跟生存环境融

为了一体。波利尼西亚渔民一直相信有身长 30

米能吃人的鲨鱼存在，它们被看作是深海的霸

主；在墨西哥有报道说，出现过身长 18 米的鲨鱼，

报道说它们攻击渔船。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目

击报告都说明，如今仍可能有巨齿鲨存在。可是

尽管出现大量目击报告，科学界还是不承认巨齿

鲨仍旧存在。难道会是两百多万年前就已经灭

绝的巨齿鲨吗，还是其中另有隐情？

古生物学中有个术语专门描述人们认为已经

灭绝的后来又重新出现的生物，叫“复活分子”，

也就是说已经消失的物种又起死回生。难道深

不 见 底 的 海 洋 中 真 的 藏 着 巨 齿 鲨 大 小 的 怪 兽

吗？还是说巨齿鲨复活了？那些水下录像拍的

为什么不会是攻击渔船，还有一口咬掉鲸鱼尾巴

的巨齿鲨呢？证据表明就在这里，相信这个家伙

还活着，通过对巨齿鲨牙齿所做的碳测定表明它

存在于一万年前，跟我们收集到的证据综合起

来，结论是这种怪兽根本不曾灭绝，只是近期才

巡游到这片海豹密集的水域。

史前巨齿鲨复活了？

对失去联系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370 航班的

搜索,引起了公众对有关如何追踪飞机的诸多疑

问，追踪飞机方位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借助雷达。

在生活中，雷达的应用非常普遍。人们通过雷

达探测，分析并预报今后一段时间的天气变化；倒

车雷达告诉你，车子与周围障碍物的距离等情况；

大型雷达还能搜寻并定位远距离的飞机、船舶等。

雷达是怎么做到这些的？

雷达能告诉你什么？

在一篇《蝙蝠和雷达》的科普文章里，讲述了科

学家通过反复试验，发现了蝙蝠能在夜间飞行，靠

的不是眼睛，而是嘴巴和耳朵配合起来，通过超声

波来探路和回避障碍物。并从中受到启发，给飞机

装上雷达，解决了飞机在夜间安全飞行的问题。

那么雷达是怎么工作的？如何找到或者回避

那个“它”？

专家表示，蝙蝠可谓是最简单版的移动“雷

达”，也是雷达的最初“原型”。蝙蝠的这种利用超

声波定位测距的身体结构，是自然界中完美的生物

声纳。而雷达则模拟了蝙蝠的“回声定位”方法，只

是不像蝙蝠那样用声波来定位和测距，而是改用传

播速度最快的电磁波来进行定位和测距。

最简单的雷达装置包括发射机和接收器两部

分。雷达的天线像一个竖起来的巨大锅底。发射

机天线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有规律地发射出一种

不连续的无线电信号，每次发射持续的时间约为百

万分之一秒，而两次发射的时间间隔大约是万分之

一秒，后者是前者的 100 倍。这样，发射出去的无

线电波只要遇上了障碍物，它就可以在这个时间间

隔内被反射回来，而这个像锅底似的雷达天线就能

接收这个反射波。

发射机的电子电路以一个特定的频率振荡，频

率通常高于电台或者电视广播的频率。这种信号

借助天线以短电磁能脉冲的形式发送，被称之为

“脉冲”。发射一次短电磁能脉冲，天线产生一个窄

射束，就像一把扇子。

雷达天线把接收到的波立刻反射送往特殊

的接收设备迅速进行处理，通过处理结果，就能

知道有关目标物体的部分信息。如目标物体和

雷达间的距离、距离变化率或径向速度、方位、

高度等。

如何找到那个“它”

雷达的搜索有盲区吗？专家认为，雷达有低空

盲区，存在“不在雷达范围内”地带。那是由于雷达

发出的电磁波与地球表面形成一条切线，而地球表

面是圆球形的、存在无法避免的弧线，电磁波切线

以下便形成了雷达的盲区。如果飞机飞行的高度

足够低的话，雷达发射的天线射束很难照射到飞

机，就会处于雷达的“盲区”内。

此外，雷达的探测能力还受到距离、天气以及

目标物材质的具体情况影响。

比如雷达进行远距离探测时面临的主要问题

是发射和接收信号耗费的电量取决于与飞机之

间的距离，距离较远时可达到正常情况下的四次

方。也就是说，雷达对目标物的探测范围提高 1

倍的话，发射和接收信号耗费的电量必须增加 16

倍。由于在进行远距离探测时，雷达发射脉冲所

能达到的峰值功率达到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

这一问题促使科学家进行一系列革新，如研制相

控天线阵。相控天线阵由大量较小的发射机和

接收器构成，部署在一个平面上，协同工作并对

脉冲进行压缩，这样允许在产生距离更远功率更

大的编码脉冲的同时仍保持较大的探测范围和

精确性。

远程雷达发射的信号在大气中穿行时会不断

减弱，即使在天气晴朗时也是如此，遇到雨天时更

严重。信号的波长越大，在大气中穿行时减弱的程

度越小，因此，远程雷达都在低频时工作。

雷达发射的电磁波还会从导电物体上反弹，因

此，铝皮材质的是最容易被雷达探测的目标之一。

如果是木料、帆布、碳纤维合成材料不导电，或导电

性能差，发射电磁波性能弱，就不大容易被雷达发

现。此外，尖角和边缘通常能产生强烈的回波，如

果是平板或者不尖锐的很多个小平面排列的方式，

那么接收器将接收不到雷达发出的电磁场信号，这

也会导致目标物的“隐形”。

雷达也有“盲区”

雷达系统通常分为主雷达系统和二级雷达系

统。用于跟踪飞机等空中交通管制的雷达，天线射

束形状为扇形。这种射束每隔 2秒或者 3秒扫描一

圈，回波显示在圆形显示屏上，被称之为“平面位置

指示器”。

主雷达系统也被称为“非合作系统”，主要用来

发现目标，即无论飞行物是否想被跟踪定位，其反

射回的无线电波，或者说显示在屏幕上的光点，都

会确定飞机的飞行方向，提供其方位信息，但地面

上的空中交通管制员或者控制员，无需鉴别飞行物

的身份。而军用雷达多属于不鉴别身份、只判断速

度和方位的主雷达系统。

二级雷达系统是“合作系统”，能用来“验明

正身”，即地面控制人员向飞机上的无线电应答

装置发射信号，飞机上的异频雷达收发机产生一

个编码回应信号，通过其返回的代码来鉴别飞机

的身份、速度和高度等数据，这些信息也用于进

行敌我识别等。”

但是，如果飞机上的异频雷达收发机被人切

断，就很难判断出，显示在空中交通控制中心的

初级雷达屏幕上的众多“光点”，究竟哪一个才

是目标飞机？专家表示，当从一个马来西亚空

中交通管制中心移交给另一个中心时，马航 370

航班的异频雷达收发机被关闭了，然后被移交

的越南空中交通管制员一下子就“找”不到这架

飞机了。

两级雷达系统，少了谁也不行

3 月 26 日中午，狂风巨浪终于停止，各国海上

搜救力量开始出现在南印度洋平静的洋面上。

规 模 巨 大 的 南 印 度 洋 搜 寻 ，无 异 于 大 海 捞

针——面积远远超过马来西亚的国土，这一海域

包括世界最深、最难穿透的水下地形。南印度洋水

深在 2500 到 4000 米之间，采用的声呐搜索装备至

关重要。

“如果目标浮在海面上，卫星和反潜机之类都

可以找到它，如果沉入水下的话，难度就加大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士莪指出。

一位不具名的军方水声问题专家对 MH370的

搜救并不乐观：飞机残骸掉进海里之后，不会主动

发声，声呐作业就要像耕田一样慢慢去找；即便是

先进的拖曳式声呐系统能够成像，依旧要像医院做

B超检查一样，需要仔细甄别，耗费时日。

这种甄别近乎蜗牛速度，声呐也并非搜索的

“神器”。

“一个小时也就是十几平方公里，一天的搜索

范围可能也就是 300到 400平方公里。”中国船舶重

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水声问题专家钱建平指出，

深度、温度和盐度对声呐探测的准确度影响很大，

来回游动的海洋生物就像手机通话中的噪音，对声

呐搜索结果影响也存在。

国际上，声呐用于海事搜救方面成功的先例颇

多：2009 年 6 月 1 日凌晨，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飞往

法国巴黎途中，法航 AF447坠毁在大西洋中部。在

漫长的搜救过程中，法国军方最终动用攻击型核动

力潜艇“翡翠”号，搜寻失事客机“黑匣子”，这是全

球较早使用核动力潜艇的声呐技术来搜救失事客

机。之前，小型深海潜艇“鹦鹉螺”号曾用于搜寻泰

坦尼克沉船。

美联社报道，此前应马来西亚政府请求，美军

太 平 洋 司 令 部 决 定 出 动“ 拖 曳 声 波 定 位 仪 ”

（Towed Pinger Locator）协助搜索。这种定位仪可

在水中探测到飞机上“黑匣子”发出的信号，下潜最

深距离可达近 6100 米，曾用在 2009 年坠毁的法航

客机的搜索上。

3月 24日，美军声呐搜索神器“蓝鳍”露面。英

国《独立报》和美国广播公司（ABC）当天报道说，

在马来西亚宣布失联客机最终坠毁南印度洋后的

数小时，美国即派出装备有预定位声呐系统的海底

航行器，以帮助寻找残骸。这种名为“蓝鳍”的水下

航行器长仅 5 米，重约 800 公斤，可潜入海底 4570

米处展开搜索，被称为“神器”。

时间紧迫，航空安全研究所副所长、黑匣子研

究专家舒平催促说，“黑匣子”的电池只能维持 30

天脉冲信号，如今，只剩下不到两周时间。

英国卫星公司指定的坠机海域辽阔，仍需卫

星、侦察机和海上舰船进一步探测。如果搜索人员

找不到飞机残骸，或者无法检索出飞行数据记录器

与驾驶舱录音记录器，那么 MH370 的命运很可能

永远成谜。

声呐并非搜索“神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