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媒称，城市规划长期以来依赖
矩形路网——城市规划者说，这种路网
简单可以减少拥堵。但事实证明，把街
道连成六边形而不是矩形更有可能减
少交通堵塞。

哥伦比亚国立大学的路易斯·爱德华
多·奥尔莫斯等研究人员在一项研究中发
现：如果在城市规划中使任何路口都只有
三条街道交汇，将有助于避免交通拥堵。

研究小组建立了简单的数学模型，
模仿交通高峰时段的情形，让所有汽车
向同一个对角线方向行驶。在像曼哈顿
这样的正方形路网，想象中的汽车会朝
东和朝北行驶。只有几辆车时，车流畅

行；而当太多车辆出现时，就开始堵车
了。当研究人员把创建的模型应用于蜂
窝形街道时，他们发现情况完全不同。

研究人员增加了一些红绿灯来打断
车流，结果发现：沿着蜂窝形街道行驶的
汽车可以保持密集行驶，不出现拥堵；而
同样多的车辆会导致矩形路网严重堵塞。

这个模型只是大体接近现实，它不
包括行人、地形或建筑因素。因此，研究
人员计划创建一个更详细的街道模型。

但是，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埃兰·
本·约瑟夫所言：“陌生人如何在六边形
都市的街道上穿行呢？”他说，即使有了
这项新研究，六边形城市规划仍“是理

论上可行但实际上行不通的概念”。
研究报告的作者认为，即使蜂窝街

道模型在真实城市中不可行，但同样的
概念仍可以应用到其他情形中，比如互
联网信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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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巴士”搭载小卫星一一前往
不同的轨道，探索浩瀚无尽的星空；“天
眼”导航卫星在空中将地上乃至地下小
小变动都悉心掌握，守卫居民的安全；从

“海马”到“海象”，海底的世界正在变得
触手可及。11 月 1 日到 5 日举行的第十
八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新科技未
来将这样改变我们的生活。

上天：小卫星坐上“太空巴士”
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展台上，

我国“太空巴士”远征三号模型推动“航
天热”持续升温。模型看上去小巧玲珑，
上部悬挂了很多长方体，下部搭载了几
个球体，外形与生活中的公交“巴士”截
然不同。

上海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工程师贡
鑫介绍，“太空巴士”是一种介于卫星与
火箭之间的具有自主轨道机动能力的新
型运输工具，一次可搭载 10 颗或更多卫
星，到达不同高度的预定轨道后，再把这
些卫星逐一放下，不同的小卫星将被送
到不同的轨道。显著提升我国基础级运
载火箭的任务适应能力。

看地：“北斗”透视地面地下
你知道吗？一颗颗在天空中运行的

北斗导航卫星不仅能掌握地面上的动向，
定位人员、传递信号、监测车流、追溯食品
来源、实时导航，甚至地下的窨井盖和污
水管等地下管道的情况也能实时掌握。

从外观看，上海北斗卫星导航平台

有限公司研发的北斗司法手表与现在市
场上备受追捧的智能手表似乎没有太大
的差异，这是一款被用于社区矫正人员

“定时签到”和接收社区矫正管理人通知
信息的新型定位装置。据介绍，北斗司
法手表背面的螺丝一旦被旋紧带上之
后，企图撬开手表表盘或者剪断表带等
破坏性的行为，以及在定位期间离开规
定区域，手表会自动将预警信息发送至
监管者，同时显示越界时间和地点。

北斗的用途十分广泛。例如，已经
升级到第二代的北斗井盖智能监测终端
不仅能实时实现对井盖网络的状态监
控、实时报警和及时处置，还能有效避免
因井盖异常移位和偷盗而引起的伤人、

吞人事件。
下海：“海象”护航深海油气田
4500 米级的“海马”号无人遥控潜水

器（ROV）是我国近年研发的一款先进
水下机器人。现在，它有了一个“兄弟”：
上海交通大学展出了 1500 米级的“海象”
号重载作业级 ROV。

“海象”是作业级的水下机器人，体
型较“海马”大得多，长约 3.3 米，高近 2.2
米，重达 4.5 吨，不仅能自动定向、定高、
定深，还配置有 2 套多功能机械手，可携
带 各 类 大 功 率 作 业 工 具 。 海 象 －
1500ROV 是针对南海深水油气田水下设
施应急维修作业要求的海洋工程技术装
备。 新华社2016.11.5文/周蕊 孙青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的科学家最新发表在《自然·材料》杂
志上的报告显示，科学家可以利用向植物
植入纳米级微型碳管的方式探测周围的物
质成分。利用这个方法，科学家可以把菠
菜变成探雷器。

研究人员把纳米级微碳管植入菠菜的
叶子，菠菜叶子在吸收水分时就会吸收地雷
等地下爆炸物中所含的硝基芳香剂。

试验显示，菠菜需要大约 10 分钟时间
把水分吸收到叶子里。

研究人员随后通过非接触的方式测取
数据，具体为使用激光照射叶子，激发植入
叶子的微型管发出近红外荧光。

研究人员同时用和小型计算机相连的
小型红外摄像机来探测荧光。

参与这项研究工作的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教授斯特拉诺说：“我们的报告表明，用
这 样 的 方 法 操 控 植 物 ，可 以 探 测 任 何 东
西。”

他解释道，植物可以被用来探测来自
地下炸药或含有硝基芳香剂废料的地下水
渗漏。

斯特拉诺教授还指出，此类植物探测可
以用于国防目的，也可以监控公共空间，防
止恐怖主义及类似活动。

目前，研究人员可以捕捉距离植物一米
之内的信息，他们正在试图扩大这个距离。
因此这项研究成果真正用于扫雷可能还需
时日。 《中国日报》2016.11.1

当 机 器 人 开 始 以 有 机 生 物 为 食
物，人类是不是感到一丝寒意？据俄罗
斯卫星网报道，英国布里斯托机器人实
验室的工程师制造了一个可以“吞噬”
生命体，并从中获取能量的机器人。

据报道，这个机器人的“嘴巴”是一
个软聚合体薄膜。通过这个薄膜，食物
或者含有生物体的水都可以被注入机
器人的“胃”里，而“胃”里面是充满了
细菌的微生物燃料细胞。这种细菌可
以分解生物体，并为机器人生产能量。

机器人的背部还有一个特殊的通风口
或者管道来排除废物。

专家指出，这种方式产出的能量不
大。但是，开发者指出，他们能通过特
殊的聚合体成功地减少机器人的能量
消耗。他们还指出增加微生物燃料细
胞的数量能提高效率。

因为机器人能够长时间地独立运
转，科学家们指出，这种机器人可以使
用于有水的环境中，例如，含有放射性
或有毒物质的水中环境。

实际上，早在今年 3 月，科学家就
开发出一种采用厨余垃圾中典型成分
作为有效催化剂的新型微生物燃料电
池，体积小，价格低，但性能却更强大。

该微生物燃料电池是利用某些细
菌将有机物转化为电能的装置。研究
人员使用由厨余垃圾中糖、卵白蛋白、
蛋清蛋白等成分制成一种有效的催化
剂。优化后的电池设计使电极长度倍
增，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农村提供
能源。 《科技日报》2016.11.3

制作出颠覆式的服装并非时尚
界才有的梦想，如今，科技界人士也
在为此绞尽脑汁。倘若细心留意，科
技界已将触角延伸至时尚领域，只要
花上一笔不菲的费用，你就能立刻拥
有可以播放音乐的外套，或是能测量
脉搏、血压的运动衣。

谷歌等互联网大佬曾放出豪言，
称未来将把“兼具美观与功能性的智
能时装”塞进每个人的衣橱。然而，
现实是时尚迷大多对程序员设计出
的“功能性时装”并不买账。

当“智能”遇上“服装”
在著名牛仔品牌李维斯闷热的

新装实验室里，保罗·迪林格正兴奋
地试穿最新的牛仔夹克样装。

这件充满“魔力”的夹克是李维
斯专为自行车运动员打造的。它特
殊的后摆剪裁能防止运动员骑行时

露背。最为神奇之处是内置于袖口
的芯片，有了它，你可以随时欣赏音
乐、接听电话，甚至获取导航信息。

耐克公司也在研发能自动系鞋
带的运动鞋。这种鞋两侧鞋带孔处
装有通过电池供电的小型马达，并在
鞋底安装了传感器，以记录使用者的
体重、身体重心等关键数据，当传感
器发回“系紧鞋带”需要的数据，马达
会像鱼竿的绕线轴一样将鞋带绕紧。

这两家公司的尝试，不过是当今
时尚界拥抱科技风潮的缩影，当“智
能”遇上“服装”，难免不擦出各种火
花。眼下，研究者正不遗余力地将时
装与大数据、无线连接、GPS 定位、云
技术等科技界新风尚联系到一起。

智能服饰美感不足
英国广播公司认为，科技、互联

网融入服装，拓展了人们对时尚的
想象，也满足了人们对个性化服装
的 期 待 ，然 而 ，时 尚 与 科 技 的 合 作
愈加紧密，但这不意味着二者水乳
交融。

今年年初，当超模卡罗莱娜·库

科娃身着由 IBM 通过 Watson 人工智
能系统设计的可变色“Marchesa”裙亮
相时，时尚迷瞬间感受到了科技带来
的流行魅力。但与自己购买相比，他
们似乎更习惯看着高科技服装停留
在舞台上。

与功能性相比，大多数时尚迷最
感兴趣的仍然是款式，而智能服装的
设计者往往忽视了这一点。消费科
技分析师米拉内茜认为，“可穿戴产
品在时尚化方面差强人意，只有一小
撮人——通常都是男人——乐意为
此类新鲜事物埋单。”

想要进一步发展，智能服装需要
在技术和材料开发上有更多作为。
英特尔公司新技术部副总裁桑德拉·
洛佩兹坦言，“程序员往往痴迷于技
术突破，那是他们的癖好，他们无一
例外地希望科技元素的运用多多益
善。而在为 18～35 岁的年轻女士设
计产品时，时尚设计师更注重产品与
她们的关联度，毕竟消费者的需求才
是第一位的。”

《青年参考》2016.11.2编译/贾晓静

指纹识别系统如今广泛应用于全球警方系
统、机场入境检查、银行，甚至不少主题公园和娱乐
场所。如同其他光学设备一样，指纹扫描设备也需
要校准。此前这类系统多用２Ｄ模型校准，但随着
针对指纹识别系统的“欺骗技术”的提升，２Ｄ模型
校准已无法修正现有识别设备的“安全漏洞”。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阿尼尔·贾因带领的
团队报告说，今年７月，他们曾在２Ｄ层面用数字增
强技术复制犯罪嫌疑人指纹，并解锁了嫌疑人手机。

为了研发新的指纹识别系统程序、进一步提
高对指纹识别系统校准的水平，在美国国家标准
与技术研究所资助下，上述团队用３Ｄ打印技术
制造出一种带有真人指纹的模型手。它采用了与
真人皮肤高度相似的材料，１０个手指均携带用
类似手套的模子复制出的真人指纹，指纹的脊线
和谷线均由高分辨率３Ｄ打印机制造而成。

研究人员认为，这项研究表明犯罪分子完全
有可能利用携带真人指纹的３Ｄ模型手绕过安全
系统，进行非法活动，例如窃取他人身份侵入金
库，破坏犯罪现场或非法入境等。

《揭阳日报》2016.11.6文/郭爽

上天 看地 下海：新科技将这样改变生活

蜂窝形街道避拥堵可行吗？

3D 模型手可带真人指纹犯事

英国研发以有机生物为食的机器人

让菠菜变成探雷器

“人们更习惯看着高科技服装停留在舞台上”

智 能 服 饰 叫 好 不 叫 座

李维斯最新的智能牛仔夹克

六角形的街区布局可以缓解交通拥堵

用一只携带人类指纹的复制３Ｄ手绕过安
全系统，侵入他人金库……这听起来像是００７
系列电影中才会出现的情节。不过，美国一项最
新研究显示，这种技术近在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