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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生活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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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针对鸟类“亲子交流”

机制的国际研究显示，当雏鸟处

于压力状态时，会发出比平时更

尖锐的鸣叫声，而其父母会准确

接收这类“信号”并给予照顾。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 8 月 25

日发表公报说，包括该机构在内

的法国多家科研机构研究人员与澳大利亚同行合作，以澳大利亚新

南威尔士州沙漠地带的野生斑胸草雀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鸟类父母

对雏鸟各类鸣叫声的不同反应。

研究人员在一些幼年斑胸草雀体内注入压力激素，并将其叫声

与注射之前进行对比，发现处于压力状态下的雏鸟叫声更为尖锐。

同时，研究人员在雏鸟父母身上安装了射频芯片，监测它们在听到子

女尖锐叫声后的行为变化，例如往返鸟巢的时间等。

结果显示，听到子女发出的“压力叫声”之后，鸟类父母们不仅会

更加“勤奋”地觅食，还会在鸟巢中停留更长时间，以抚慰自己的孩

子。此外，注射过压力激素的雏鸟体重增幅比它的同伴们更大，说明

它们可能确实得到了父母的“特殊照顾”。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表示，这是首次证明雏鸟能够通过鸣叫向父

母表达自己的压力，并使父母对它们多加照料。至于这种关于压力

的交流机制是否广泛存在于其它鸟类当中，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鸟类“亲子交流”
父母也会“倾听”

子女的“焦虑”

据国外媒体报道，渡渡鸟是

仅产于毛里求斯的一种不会飞

的鸟，这种鸟类首次发现于 1500

年左右，但是由于人类的捕杀和

人类活动的影响，渡渡鸟很快彻

底灭绝，堪称是除恐龙之外最著

名的已灭绝物种之一。

不过，一具大约有 350 年历史的渡渡鸟骨骼被几乎完整地保存

了下来，完整度可达 95%，这也是世界上最完整的渡渡鸟骨骼。经过

数十年的拼接和组装，这具罕见的骨骼将首次参与拍卖，价格可能高

达 66万美元。

其它几乎完整的渡渡鸟骨骼标本大多保存于博物馆中，而这具

最完整的骨骼标本则来自一位私人收藏家之手。这具骨架丢失的部

位是一小块颅骨和几个爪子，不过收藏者已用树脂对其进行了修

补。收藏家近日决定将这具骨骼拍卖，这也是世界上首次拍卖组装

的鸟类骨骼。

渡渡鸟只产于毛里求斯，身高约 1米，不会飞。这种鸟类由于长

期生活于孤立的岛屿上，因此它们不怕生人。由于它们不会飞，因此

很容易成为人捕杀的目标。当 17世纪人们带着狗、猫等动物来到这

个岛屿时，渡渡鸟的厄运也随之而来。

已灭绝渡渡鸟
骨骼将被拍卖
完整度达95%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近

日，德国男子 49岁男子弗兰克用

废弃金属打造了一辆总重量接

近 1 吨的超级摩托车，据了解这

辆巨型摩托的车身全部采用废

弃金属构制而成，其两个轮子则

是从一辆农用渣土车上取下来

的，这辆车的重量则达到了 940kg。

弗兰克来自德国边境的一个小镇，他从小就非常喜欢摩托车，他

称这辆由他亲手打造的“怪物”可以称得上是他的一生挚爱。这辆摩

托车的车身全部采用废旧材料制成，一共花费了约 3万元人民币。

据了解，弗兰克将骑着这辆由他亲手打造的“怪物”挑战世界最

重摩托车的纪录，但是如果想要成功的话，光有最重的重量是远远不

够的，还必须驾驶这辆摩托至少正常地行驶约 457 米。目前世界上

最重的摩托车重量达到了 840kg，但比弗兰克的轻了整整 80kg。

德国男子打造
世界最重摩托

重达1吨

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研究人员发明了一

种能够制造变色窗玻璃的新方法。这种窗玻璃

能够从透明变成深色，它能够在炎热的天气阻挡

阳光，从而减少空调支出、节省能源。

虽然其他让玻璃变深色的技术也已存在，但

是这种新方法的显著优势在于其快速反应能力和

较少的能量需求。一旦玻璃由浅变深（或反过来），

这种新系统就几乎不需要能量来保持新状态。和

其他材料不同，它只在状态转变的过程中需要消耗

电力。这些结果发表于在线期刊《化学》上。

这项新发现使用的是电致变色材料。这篇

论文的作者 MIT 化学教授米尔恰·丁加（Mircea

Dinca）解释道，这种材料在施加电压的情况下会

改变颜色和透明度。它们和那些在阳光下变成

深色的太阳眼镜中用到的光致变色材料很不

同。光致变色材料的反应时间更长，而且透明度

的改变并不大。

现有的电致变色材料的缺陷也较类似，应用

范围很有限。比如，波音787机型的窗玻璃采用的

就是电致变色材料，它们能变深色防止强烈的阳光

照射到客舱内。丁加说，当通电时这种窗玻璃就能

变深，但是“如果你把电源打开，它需要好几分钟才

会变深。显然你肯定希望这个速度更快一些”。

而现有电致变色材料变色速度缓慢的原因

是，材料内部的变化依赖的是电子的运动（电流），

电流使整个窗玻璃带负电。带正电的离子穿越材

料来恢复电平衡，正是它们产生了变色效应。不

过，虽然电子穿越材料的速度很快，离子的穿越速

度却慢了许多，这就限制了整体的变色速度。

MIT 的团队克服了这个问题，他们使用了

一种类似于海绵的材料，叫做金属有机骨架化合

物，它可以以高速传导电子和离子。这种材料已

经使用了 20 年，因为它们能够在内部储存气

体。不过 MIT 的团队首次利用了它们的电子和

光学性质。

丁加表示，现有自遮阳材料的其他问题在

于，“很难让材料从全透明变成全黑。”即使是

787 机型上的窗玻璃也只能变成深绿色，并不能

变成不透明。

在之前对 MOF 材料进行的研究中，丁加和

学生制造出了一种能从透明变成蓝色或绿色的材

料。但是在最新的研究中，他们达到了长久以来

追寻的目标，制造出了一种能够从全透明变成近

乎黑色（通过将两种互补色，绿色和红色混合）的

涂料。新材料是用两种化合物制造的，一种是有

机材料，另一种是金属盐。一旦两者被混合，它们

就会自组装成一层薄薄的，能够变色的新材料。

Dinca表示，“正是这两种材料的组合让转换

时间变快，并且让材料能够接近黑色。大家对此

感到很兴奋。”

他说，这种新窗玻璃除了能够遮阳以外，还

具有其他巨大的潜力。他说，在炎热的天气里，

大幅降低有许多窗户的建筑物对空调的需求，

“它们能够极大地节省能源。”“当太阳射入窗户

时，你只需按一下开关，它就会变成黑色了”，它

甚至能让整个建筑物的一边立即变黑。

现在这种材料的性质在实验室内已经得到

了验证。该团队的下一个目标是用它来制造一

个小型设备（一个大约 2.54厘米的样本），进行进

一步的测试，为投资者展示其工作原理，确定该

窗玻璃的制造成本。

丁加表示，需要更多的测试，才能确认初步

测试的结果——一旦打开开关，材料变色后，就

不需要能量来维持新状态。不管现在的状态是

透明还是不透明，在转换状态前，不需要再打开

电源提供能量。而许多现有电致变色材料却需

要持续电压才能维持状态。

丁加表示，除了智能窗玻璃以外，这种材料

还能用来制造低功耗显示器，就像用电子墨水屏

一样（用在类似于 Kindle 一类的设备中，它们用

的也是 MIT 研发的技术），只不过使用的是完全

不同的方法。 （徐寒易译）

按下电源开关，玻璃瞬间从透明变成全黑

在“欢迎返回地球”的欢呼声下，当地时间 8

月 28日早 9点，来自美、德、法三国的 6位科学家

走出“密封舱”，结束了在夏威夷莫纳罗亚火山为

期一年的模拟居住火星实验。

这些科学家的“封闭”实验生活什么样？他们“重

返”地球感受如何？人类距离登上火星还有多远？

模拟生存模拟生存365365天天，，
火星旅行指日可待火星旅行指日可待？？

为了实现把人类送上火星的目标，NASA

想搞清楚长期隔离地球的生活给宇航员心理

造成的影响。

在 这 个 模 拟 实 验 过 程 中 ，研 究 人 员 会 利

用摄像头，身体运动追踪器等方式来监测志

愿者们的生活。透过这些数据，研究人员希

望能研究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的团

队 凝 聚 力 情 况 以 及 可 能 影 响 团 队 表 现 的 社

交、情感等因素。

研究者还为志愿者们提供了定制的虚拟

现实游戏，用来缓解他们因长时间隔离地球而

带来的孤独感。

当然真实的火星生存一定会面临很多挑

战，因此研究人员也设计了很多突发事件来考

验他们的团队凝聚力。

比如，突然告知这些志愿者们，生存所在

地将马上遭遇致命辐射冲击，这样他们可能需

要在穹顶之外利用冷却的熔岩洞临时充当庇

护所；此外，他们还会处理像停电或工具损坏

等突发状况。

此外，在这一阶段的实验中，他们还会模

拟外太空环境进行一些药物治疗，比如治疗流

感或者骨折等。

目前研究人员已经开始对这次实验收集

来的数据跟此前几次模拟生存实验数据做对

比。他们希望这些研究能帮助未来进入太空

的宇航员们在遭遇类似问题时，有办法尽快解

决它。

而这个项目也没有就此停止，它将在明年

1 月启动下一阶段的实验。在这个阶段中，研

究人员将着重关注如何挑选合适的宇航员以

及团队组建等问题。

应急处理人为突发事件

美国航天局打算在 2030 年左右可能把宇航

员送入火星轨道，2039 年派人登上火星。凭借

现有技术，将人类送上火星耗时预计长达 1年到

3 年，而目前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通常仅停留 6

个月。

因此，美国航天局开始在地球上模拟太空旅

行，为火星之旅做先期准备。这项名为“夏威夷

太空探索类比和模拟”的实验此前已经实施三

场，第一场实验内容为如何在火星上做饭，后两

场则为隔离环境下人类共处实验，时长分别为 4

个月和 8个月。

而刚刚结束的正是时间最长的第四次模拟

生存实验。这次实验中一共有 6名志愿者参与，

他们中有天体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建筑师、航天

工程师、医生以及土壤科学家。实验基地位于夏

威夷莫纳罗亚火山贫瘠的北坡，这个地区是地球

上最接近火星环境的地方。

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这些志愿者被置于在

一个模拟火星环境的圆顶屋之下，生活在无法接

触新鲜空气的“密封舱”中。他们的生活范围可

以离开那个圆屋顶，但出去必须穿上氧气有限的

沉重的宇航服。

他们吃的是粉状奶酪、鱼罐头等食物。食物

是定期配给的，而且非常有限。每两个月他们才

会获得一次水的补给，而食物补给则是每四个月

一次。

在这个模拟环境中，他们与外界联络仅限电

子邮件，而且人为延迟20分钟，以模拟太空通信。

外出要穿太空服

在电影《火星救援》里，马特·达蒙饰演的科学

家被留在了火星上，度过549天的漫长时光，为人

类生活在火星的未来畅想开启的一扇接近现实的

大门。此次项目就上演了现实版的《火星救援》。

海尼克说，实验的一大成功在于，他们在干

燥环境中找到水。

她说：“实验证明，我们能从看似干枯的土地

中获得水源。这意味着，人类未来在火星上也能

利用小型温室结构获得水。”

参与实验的法国生物学家西普里安·维瑟认

为，模拟实验成功，真正的火星之旅现实可行。

“我的个人感受是，在不远的将来，火星旅行

可以成为现实。技术和心理上的障碍都能被克

服。”他说。

跨越技术和心理双重障碍

专家认为，人类登陆火星的一大挑战是旅途

耗时漫长、活动范围狭小，人际冲突几乎无法避

免。而这可能直接影响火星旅行时团队的表现。

为此，在这次为期一年的模拟实验中，参与

者除了各有一间能放下小床和桌子的小房间，

几乎没有个人隐私空间。研究人员通过摄像

头、人体运动跟踪器和电子问卷调查的方式，了

解参与者在漫长隔离生活中心理变化和精神压

力，为未来真实火星飞行提供经验。

巴辛思韦特说，他有时感觉“无聊得要命”，

而这种感觉会让人变得极其敏感、情绪化。

“别人做的一些小事，放在平时你根本就不

会留意到，但在这儿，你会想把他们绊倒在楼梯

上。”巴辛思韦特在实验期间接受美国《赫芬顿

邮报》电子邮件采访时说。

来自德国的参与者克里斯蒂亚娜·海尼克

也说，由于与世隔绝，他们面临的“最大敌人之

一就是无聊”。“你必须要有意愿、有能力适应他

人，做出妥协。”她说。

为了克服这些问题，实验参与者们力争让

自己忙碌起来，避免情绪低落影响人际关系。

他们合理利用有限资源，完成研究任务，或是专

注于兴趣爱好。

巴辛思韦特喜欢阅读，在实验期间还兼顾

攻读建筑学博士学位、学习烹饪；同样来自美国

的参与者谢伊娜·吉福德则撰写发表了多篇网

络报道。

“无论是好是坏，你在与世隔绝环境中学到

的一切都是经验。”美国参与者卡梅尔·约翰斯

顿说。

人际关系备受考验

在一个直径 11米、高 6米的圆顶屋中封闭生

活 365 天，是什么感觉？恐怕只有刚“出舱”的 6

名科学家才清楚个中滋味。

美联社 8月 28日报道，对模拟火星生存实验

的参与者而言，在火山坡上的密封舱里生活一

年后，他们十分渴望阳光、空气和可口食物。“想

要跳进海里畅游，享用新鲜食物”——这样普普

通通的生活成了最大的愿望。

来自美国的参与者特里斯坦·巴辛思韦特

说，他迫切想要住进一处有窗户的地方。“我的

天哪，想想看，一整扇窗户都是我一个人的？我

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他说，“过去一年我

们共享的那一扇窗户只有一块中号比萨饼那么

大。”

与世隔绝寂寞难耐

火星能否成为人类的新家园？对此，果壳网

科学人主笔、宇宙学博士虞骏认为，火星是一个

长期来说有可能会去移民的星球。火星的温度

白天最高可以到十几度，但其他时间段温度很低

的；火星大气是不适合我们呼吸的，二氧化碳比

较多，几乎没有氧气。

“人类想要去火星生存，比如电影《火星救

援》，首 先 要 解 决 的 就 是 食 物 、水 和 空 气 ，

NASA2020 年将要发射的下一代火星车，一项任

务就是通过一个实验装置，就地取材能不能从它

的土壤或者是土块里面给提取出氧气出来。水

已经搞定了，NASA 的凤凰号探测器已经在火星

的高纬度地区发现地表下有大量冰。”虞骏说，

“很有可能在 2030 年前后，不到 20 年的时间，人

类真的踏足到火星上。”

（本报综合报道）

20年内有望实现梦想

归来谈感受

在重返地球后，参与模拟火星
实验的法国科学家维瑟表示，人类
在不久将来前往火星是“可以实现
的”“技术和心理障碍都可克服”。

火星旅行有多远

图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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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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