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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实习生 宁 芝
索尼公司研发了新一代磁带，存储容量可达到 185TB，是蓝光碟的

3700倍。

据外媒 6日报道，新型磁带采用一个柔软的磁底层，利用一项名为

“溅射淀积”的真空薄膜形成技术形成光滑表面。溅射淀积技术是指向

聚合物膜发射氩离子，形成统一的极细晶体颗粒层，厚度只有 5 微米。

一直以来，采用溅射淀积技术在聚合物膜上形成磁颗粒层时会改变晶

体的形状和布局，导致底层粗糙。这些改变限制了所能存储的数据

量。新磁带存储密度达到每平方英寸（约合 6.45 平方厘米）148GB，大

约是传统涂粉磁带的 74倍。

新一代磁带

存储量达

蓝光碟3700倍

据英国《每日邮报》5月 5日报道，英国一只 3岁的棕色拉布拉多犬

卡利在飞行员主人格雷厄姆的带领下，飞行了满 250 小时后成功获得

了国际飞行员组织(AOPA)认可的机务人员证件。此后，卡利在飞机上

会受到贵宾待遇，有一条通道专门为它而开设。

格雷厄姆成为私人飞行员已有 13 年，他拥有一台塞斯纳 210 型 6

人坐私人飞机。他在自己的宠物犬卡利仅仅三个月大的时候就将它带

着飞行。一开始，主人只是带着她在地面上滑行，但看到她非常适应并

享受其中乐趣就带它飞上了天空。飞行了满 250小时后成功获得了国

际飞行员组织(AOPA)认可的机务人员证件。

宠物犬变

飞机副驾

获颁机务人员证件

为了实现 10岁儿子在家中玩过山车的梦想，美国加州 50岁男子威

尔·潘博(Will Pemble)历时 6 个月、花费 3500 美元(约合人民币 21861

元)在旧金山住宅后院自建 55米长过山车跑道。

据报道，潘博是一名电子商务管理顾问，有两个孩子，本人酷爱物

理。一次带着儿子到当地游乐园游玩后回来，儿子问他：“为何我们不

自己建造过山车？”潘博说：“像我生活中的自己制作的大多数物品一

样，造过山车这个想法让我激动。我没有理由说不。”

潘博最新上传的视频中称，依然有许多问题有待克服，比如他建造

的过山车在被送上跑道后已经第三次撞毁。但潘博父子并不气馁，他

们反而认为能够从中找到更多不足，吸取更多经验。

男子自家后院

建55米长过山车

实现儿子梦想

据英国《每日邮报》5月 3日报道，美国渔民摩尔在弗罗里达的基维

斯特捕虾时意外捕捞到一只史前剑吻鲨，这是一种非常稀有的鲨鱼品

种，主要生活在日本附近水域，这次是第一次在海湾看到剑吻鲨的足迹。

该鲨鱼足有 5.5 米长，浑身呈粉红色，头顶长了一只长长的鼻子来

遮挡住鼻子下面锋利的牙齿。科学家对剑吻鲨知之甚少，就目前所掌

握的信息来看，剑吻鲨粉色的肤色在水下会呈现不可见的黑色，这样在

捕食时猎物就不会那么轻易看到自己。摩尔捕捞到这只稀有的剑吻鲨

之后并没有留下来供科学家研究，他给这只大鲨鱼拍了几张照片之后，

又把它放回大海。

美渔民捕获

5米长尖牙剑吻鲨

已放归大海

据美国宇航局 NASA 官方网站报道，NASA 研究人员在使用卫星

设备对地球进行观测时，获得了意外发现——陆地植被覆盖区闪现出

极不易察觉的绿色光芒。

过去几十年来，虽然科学家们在实验室和试验田地都测量到过植

物荧光现象，但这次卫星提供的数据使科学家们得以从全球角度研究

这种太阳能诱导下的叶绿素荧光能力。太阳能诱发的叶绿素荧光现象

又被称为“光合作用的签名”，它标志着植物正在将来自太阳的光能转

化为自身的化学能。叶绿色分子吸收光辐射后，将一部分光能转化为

热量耗散掉，另一部分转化为更长波长的荧光。从太空角度观测植物

的荧光现象，科学家首次得以在如此大规模的层次来推测光合作用率，

深入研究分析这个地球最为重要的生物化学反应。

卫星发现

植物荧光现象

有助研究光合作用

近期，考古人员使用高密度电阻率法开展

了对古河道进行研究，这种方法能够知道古河

道的分布范围和河道改变的痕迹。

在确定古河道大致范围后，工作人员会

挖 出 古 河 道 沉 积 剖 面 ，通 过 沉 积 学 知 道 河

床 在 哪 里 、边 滩 、决 口 扇 等 在 什 么 位 置 。 此

外 ，工 作 人 员 还 会 对 古 河 道 堆 积 进 行 粒 度

分 析 ，来 确 定 古 河 道 的 沉 积 旋 回 及 水 动 力

状 况 。 通 过 这 些 研 究 了 解 古 河 道 对 古 城 遗

址的影响。

地球物理勘探助推古河道研究

新华社讯（记者李思远 梁建强）经过近一

个月的监测，我国科研专家欣喜地发现，今年人

工放流的中华鲟已完成 1600 公里的洄游旅程，

抵达长江入海口。

中华鲟是中国特有的古老珍稀鱼类，被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由于子二代中

华鲟的父母是人工繁殖的子一代，没有海洋生

活史，其后代是否具有与野生中华鲟一样的洄

游特性，是个受人关注的问题。

作为我国唯一专门进行中华鲟研究保护的

科研单位，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 4 月 13 日在

宜昌江段放流了 2000尾大规格中华鲟子二代幼

鱼，这些幼鱼长度都在 70厘米以上，是历次放流

大规格中华鲟幼鱼最多的一次。除了往年采用

的 T 型外标和“被动整合雷达（PIT）”标记，还对

部分放流的幼鱼首次植入了声呐标记，以对中

华鲟的洄游情况进行全面监测。

中华鲟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姜伟介绍，放流

以来，布置在长江中下游沿线各监测点的声呐

接收器已多次捕捉到中华鲟的洄游声呐信号。

信号反映，这些中华鲟都纷纷向大海方向游去，

但洄游速度快慢不一，有的在某些江段停留时

间较长，有的则迅速通过。并且结合武穴、九

江、江阴、崇明岛的渔政部门、科研单位以及热

心市民的反馈信息，放流中华鲟已于 28 日到达

江阴江段，5 月 3 日到达崇明岛河口江段。科研

专家表示，中华鲟洄游周期时期长达 10 至 15

年，中华鲟研究所将对洄游情况进行持续监测。

人工繁殖子二代中华鲟洄游至长江入海口

科技日报讯 （记者段佳）作为国内三大团

购网站之一，窝窝团即将迎来四周岁生日。为

了回馈消费者，窝窝团联合上万优质商家，斥资

2亿元举办“窝窝周年庆 吃喝玩乐‘窝’买单”大

型庆典活动。活动已从 4 月 28 日开始，将持续

到 6月初。

从窝窝团的活动页面看，庆典活动包括“0

元抽奖”“秒杀代金券”“5.5 元看电影”“幸运大

转盘”“超级满返”“评价送积分”和“网购直降百

元”等形式。窝窝团相关负责人称，窝窝在广大

消费者的支持下发展迅速，目前注册用户已达

3000 多万，每天有 1500 万产品页面被访问，入

驻的商家数量也已超过 20 万。为了回馈消费

者，窝窝此次活动投入了 2 亿元巨资补贴消费

者，力求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和超大规模的力度

为消费者打造这场五月狂欢。”

近年来，电商的各类促销活动让人应接不

暇，促销手段更是五花八门。对于消费者来说，

最关心的无非是能否获得真正的实惠。像窝窝

团这样规模力度大、参与门槛低的回馈活动，必

然会受到用户青睐，最终实现电商、商户和消费

者三赢的局面。

生活服务电商打造五月狂欢

科技日报讯（记者马爱平）继4月20日在京

启动了挑战6000青藏高原昆仑雪山自驾寻源之旅

后，近日，昆仑山在全国百个城市卖场、加油站、昆

仑峰汇等平台展开消费者代表招募，幸运的消费

者将获得免费自驾探秘昆仑雪山的名额。

据悉，昆仑山雪山矿泉水，来自青藏高原海

拔 6000米昆仑雪山，常年冰雪覆盖，无污染。雪

山上的积雪慢慢融化，渗入地下岩层，经过 50年

以上的过滤和矿化，成为珍贵的雪山矿泉水。

水质天然纯净无污染，矿物质元素多样，有益人

体健康，pH 值呈天然弱碱性，与人体体液属性

相吻合，有效调节人体酸碱平衡，世界稀有小分

子团水，有利被人体吸收，促进体内废物及毒素

代谢。同时，昆仑山雪山矿泉水采用世界最先

进的德国克朗斯设备，实现吹瓶、灌装、封盖一

体化技术，整个生产过程无人工触碰。每一瓶

昆仑山都经过 232项标准检验，确保高品质。为

保护珍贵水源，昆仑山采用最严格的水源地保

护措施；建立四级防护体系，防护面积达 11.15

平方公里。

据了解，昆仑山雪山矿泉水近年来受到高

端市场的青睐。作为国内雪山矿泉水品类的开

创者，昆仑山雪山矿泉水连续 2年位列高端水市

场销量第一名。

昆仑山招募雪山自驾寻源消费者

科技日报讯 （朱如辉）随着年生产能力

8000 台的天津新厂正式投产和投资 1.5 亿元人

民币“永大电梯成都生产基地”项目落户成都新

都区，4 月 30 日，永大电梯总经理许作名表示，

永大电梯正发挥创新优势，不断加大安全技术

研发投入，进一步改进售后服务体验，致力引领

电梯行业进入安全智能新时代。

据介绍，在市场战略布局方面，永大电梯在

全国市场完成了电梯制造与市场布局上从南到

北、由东而西的战略推进。在技术创新应用方

面，早在1998年永大电梯就已经自主研发了电梯

有线远程报警系统，并在2012年全面升级为无线

远程监控报警系统，利用物联网对时空阻隔的突

破，弥补传统技术的不足，开辟了电梯安全的全

新领域，走在了电梯安全监管智能化的前沿。

永大电梯始终坚持安全技术创新，不断加

大人才的引进和技术研发的投入。近年，永大

创新研发“马达抱闸力侦测”和“溜梯自救”两项

安全专利技术，从根本上避免了电梯抱闸失效

导致的安全隐患。永大率先研发应用的无线远

程报警系统，24小时全天候监测电梯运行状况，

对电梯状态资料实时掌控和分析，从而保证电

梯发生故障时，维保人员第一时间收到信息，做

出应急处置。2013年，永大电梯获得“全国十大

用户信赖品牌”“全国质量安全保障知名品牌承

诺企业”等荣誉。

永大电梯致力进入安全智能新时代

距今有 4500 年—3700 年的蜀地，森林密

布，植被丰茂，从平原西北流向东南的河流将这

一片冲洪积平原分割成了一块一块的垄岗状台

地。在这些台地上，宝墩人营建了自己的聚落，

他们砍伐森林、开垦土地。

宝墩古城是川西地区最早和最大的古城，

宝墩文化也是成都平原迄今为止能追溯到的最

早的考古学文化。4 月 28 日，在“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第三阶段，笔者跟随成都市文物局考古人

员到达宝墩遗址现场，了解了宝墩遗址上考古

挖掘的成果。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考古人员

生动还原了 4000年前古蜀人的生活场景。

活在4000年
前的天府之国

多种技术手段还原古蜀人生活

在雨水风貌的成都平原，河流散布，金黄的

稻穗摇曳在田野，杂草丛生，野生豌豆、豇豆，还

有薏苡隐藏在这些杂草间。

聪明的古蜀人找到了这些可以吃的野生豆

类，同时也开始把高高低低的土地平整开来，修

建起出色的灌溉设施，大面积种植水稻，还有一

些小米。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古人的食物有

了保障，人也越来越多，大型聚落开始展现。

食
野豌豆、野豇豆出现在餐桌上

回到现代，考古学家正在先人居住的地方

挖掘，将取回的泥土带回实验室，放入桶中搅

拌，用各种大小的筛子筛出炭化物，阴干装袋，

再送回实验室检验。

“这些都是炭化物，要从中筛选出植物种

子，就能判断宝墩时期人们都吃什么。”研究人

员姜铭说。

2009 年，在鼓墩子北侧采集到 14 份宝墩文

化时期的土样中，通过系统性采样浮选，一共提

取到 1430粒炭化植物种子，其中，稻谷种子的数

量最多，占了总数的 45.0%，并且几乎在所有时

期的地层和遗迹单位中都有发现。

浮选法提取炭化植物种子

另外一种技术是植硅体分析。植硅体是指

某些高等植物从地下水中吸取可溶性二氧化硅

而后沉淀于植物细胞内或细胞外部位置，由此

形成的含水非晶态二氧化硅颗粒。

在宝墩文化层，姜铭发现了大量底侧面布

满龟裂纹，两侧向外突出的泥土，这是典型的水

稻扇形植硅体。

“成都平原土壤呈酸性，黏度很高，炭化植物

遗存保存比较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何锟宇

说，而宝墩遗址的植硅体分析表明，该地区的土壤

环境能够较好地保存古代植硅体记录，为研究古

代农业和环境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分析手段。

植硅体分析古代农业环境

数条大河穿过成都平原，夏季的洪水淹没

了村庄，为抵御洪水的冲击，古蜀人在一些高出

河道的台地上，建起了自己的聚落。4000 年前

的宝墩人已经懂得建造房屋。他们在台地上挖

好房屋墙基的基槽，从森林里砍来树木，把房屋

结构搭出来；外面，则盖上茅草竹子的编织物，

再用草泥抹墙面。

为避免外敌入侵，古蜀人日日夜夜，花了很

长时间修筑城墙，夯土打实。而之后，逐渐修建

了外城墙。在中心聚落外，也分布着其他聚落，

这些聚落比城内小，拱卫在中心聚落的周围。

“这种规模一定不是普通人的住所，应属上

流阶层，但未必是首领的。宝墩古城面积达到

了 2.68 平方公里，还有两圈城墙，充满王者气

势，这三座大型建筑的大小还不能完全匹配古

城的气势，首领的居所会更大。”王毅介绍。

“从当时的村落规模大小不同来看，聚落已

开始有所分化，那些在血缘纽带中居于主导地

位的聚落发展成中心聚落，其他小的聚落相对

处于从属地位。在中心聚落的中心有一所大房

子，是宝墩人举行祭祀活动和集会的场所。”何

锟宇说。

住
建房筑城，聚落分化而居

钻探技术基本摸清了宝墩聚落的分布状

况，通过地层堆积的性质状况推断出当时的地

质面貌。据介绍，内城城址呈较规整的长方

形，长约 1000 米，宽约 600 米，面积 60 万平方

米。外城分别分布着板凳桥、干林盘等 9 个聚

落点，这些聚落点呈向心式分布于内城外围，

由于目前没有发现集中大型墓地，还不能准确

推测当时社会的复杂化程度，但可以肯定的

是，外城分布的这些次级聚落拱卫在中心聚落

的周围。

另外，机载激光雷达技术为揭示地面遗迹

现象的定位测量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它的一

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穿透性，能在树林或植被

密集地方，测量到植被以下的地面。

区域钻探复原聚落布局

4000 多年前，成都平原河流密集，水患频

仍。古人多居住在地势较高的台地上，而湍

急的河流会不断冲刷侵蚀台地，为了保护自

己的家园，红桥村先民在其居住台地边的河

漫滩上修筑了坚固的护堤，防止河流对台地

的侵蚀。

今年，考古队在位于成都温江区红桥村附

近的宝墩三期遗址发现了距今 4000年的水利设

施，整个水坝护岸设施长 147 米，上宽 12 米，下

宽 14米，属于夯筑做法，跟宝墩时期城墙的做法

较为相似。

这项水利设施的发现，为世界文化遗产都

江堰水利工程找到了智慧的起源。据介绍，该

水利系统的做法与都江堰水利工程在诸多地方

有交集，都江堰水利工程是发扬并传承宝墩时

期古蜀人智慧的水利设施。

水利
固堤修坝，做法与都江堰多有交集

宝墩文化是分布在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时代

文化遗址，与三星堆文化有密切的关系。目前

被中国考古界认为是成都平原迄今为止被发现

的最早的考古学文化。

宝墩文化的发现完善了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

脉络：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为代表的宝墩文化

（公元前2700—公元前1800年）；以三星堆遗址为代

表的三星堆文化（公元前1800—公元前1200年）；以

成都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公元前1200—

公元前500年）；以成都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为

代表的战国青铜文化（公元前 500—公元前 316

年）。此后秦灭巴蜀，辉煌壮美的古蜀文明最后融

入汉文化圈，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宝墩古城是目前我们能接触到的关于成都

平原文明起源的最古老章节，同时它也是中华

文明版图灿烂的一章，对探索长江上游地区的

文明起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随着宝墩遗址的进一步深入考古研究，随

着历史脉络的一点点清晰，三星堆文明之谜，将

在宝墩面纱层层揭开之际得以解答。

延伸阅读
宝墩文化比肩三星堆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

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

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古代历史

与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

2009 年，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了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第三阶段——中华文明探源及其相关

文物保护技术研究，针对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和

文物保护存在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开展了三

个研究方向共 18个课题研究。

其中，“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

究”方向共设 7 个课题。即在公元前 3500 年至

前 1500年期间，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的考古

学文化年代谱系的完善和文明化进程中重大事

件的年代学研究、人地关系研究、技术和生业及

资源研究、都邑性聚落和各个区域中心性聚落

的综合研究、精神文化的发展状况研究和中华

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整体性研究；此外，还有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与支

撑研究”方向 7个课题、“文物保护与展示关键技

术研究”方向 4个课题，有的已经启动，有的拟在

2013年以后启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航模拍摄发掘宝墩遗址全景照片

示意图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