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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许多地方的人们

在 夏 季 面 临 蚊 子 的 滋 扰 。

但或许会令人崩溃的是，根

据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农科

院的研究人员近日发表在

《生态学》上的最新研究，在

气候变化较为显著的地方，

这些传播疾病的昆虫有朝

一日可能会成为一个常年

性的问题。

这项研究的资深作者、

佛罗里达大学野生动物生

态和保护系助理教授布雷

特·谢弗斯说 ：“在热带地

区 ，蚊 子 一 年 到 头 都 很 活

跃，但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

并非如此。在热带以外，冬

季的低气温会限制蚊子的

活动，导致其进入一种名为

‘滞育’的冬眠状态。”

随着气候变化，科学家

预计夏季会更长，冬天会更

短、更温暖。为了解这种变

化对冬眠的蚊子意味着什

么，研究人员对在盖恩斯维

尔及其周围地区收集的蚊

子进行了实验。盖恩斯维

尔是佛罗里达州中北部的

一个小城，位于亚热带和温

带气候的分界线上。

科学家们用会释放二

氧化碳气体的捕蚊器引诱

了 18 种类型的 28000 多只

蚊子，并从收集的蚊子中随

机抽取了大约 1000 只蚊子

进行了测试。每只蚊子都

被放在一个小瓶里并被放

入水中。随着时间的推移，

研究人员改变了水温，从而

提 高 或 降 低 瓶 子 内 的 温

度。科学家们监测了每只

蚊子的活动，当蚊子不再活

动时，意味着温度达到了上

限或下限。

研究发现，这些蚊子在

实验过程中能够很好地耐

受高温。研究人员表示，这

些高温往往远高于气象站

测得的平均环境温度。

通过比较一年中不同

时间收集的蚊子对温度变

化的反应后发现，这些蚊子

可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忍受

一定弹性的温度范围。在

春季，当夜间温度仍然较低

而白天温度开始回暖时，蚊

子可以忍受更大范围的温

差。到了夏天，这个范围就

会缩小。秋天开始降温时，

该范围又会扩大。这意味

着，随着气候变化使秋季和

冬季变得更温暖，更温暖地

区的蚊子已经做好了在这

段时间内活跃起来的准备。

目前，研究人员还在研

究是什么原因让蚊子能够

适应温度的快速变化。他

们说，从研究得知，气候变

化影响蚊子活动，而蚊子又

会传播影响人类和动物的

疾病。因此这项研究可帮

助人们更好地应对气候变

化带来的影响。

来源：《科技日报》

为什么飞机和鸟类飞行时没有影子
据国外媒体报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中，能够看到、观察和互动的事物，虽然看

似平常，却隐藏着大量科学信息。

你是否注意到，当你将一支铅笔放在

盛满水的玻璃杯中，它的形状就会变形，

看起来好像是弯的？或者你是否意识到

闪电总是锯齿状的？

你想过没有，为什么飞机似乎从来都

不投下阴影？这样正常吗？并且鸟类也

是如此⋯⋯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它们在地

面上的影子呢？

影子如何形成
影子形成非常简单，当一个不透明物

体（不让光线透过的物体）被放置在光的

路径上，就会产生阴影，因为光线总是沿

着直线传播（在相同介质中），当你将物体

放在光源前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阴影。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在家中即

可实现：找一个光源，用智能手机的手电

筒就行，然后在距离光源大约 1 米远的地

方放一张纸，将一支铅笔放在光源和纸张

之间，使铅笔位于光线路径的正中间。

当你将铅笔移近至纸张时，铅笔的阴

影就会变得更暗、轮廓更清晰可见，如果

你将铅笔移向光源方向（或者移开纸张），

阴影就会变得漫反射，变得模糊不清，直

到它似乎完全消失。这正是飞机和鸟类

飞行中所发生的影子效应。

为什么飞机和鸟类
不在地面上投下影子呢

任何在光源和“屏幕”（这里是指地

面）之间的不透明物体总会产生阴影，所

以，飞机和鸟类在地面上不会投下阴影的

说法是不正确的，事实上，飞机和飞行中

的鸟类都会在地面上投下阴影。

正确的提问应该是：“为什么我们在

地面上看不到飞行中的飞机影子？”有两

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看不到飞机

的影子。

解释一：飞机处于较高的飞行高度

通常商用飞机的飞行高度是 35000-

40000 英尺，在这个高度，人们甚至无法

肉眼直接观察到飞机，更不用说它在地面

上形成的阴影。即使同一架飞机飞得很

低，例如：距离地面仅有几百英尺的高度，

我们仍无法看到它投下的影子。

然而，如果飞机刚从地面起飞，仅距

离地面几十英尺，你肯定会看到它的影

子，这就是为什么飞机的阴影在起飞和降

落时都是可见的。

解释二：飞机太小了

“飞机太小”这个词听起来很奇怪，但

如果你观察一下飞机相对于光源的体积

大小，你看看飞机与光源（太阳）的大小比

例，虽然飞机长度可达几十米，但它们飞

行在数万米高空，其长度就显得微不足道

了。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鸟类，因为与飞

行高度相比，它们的身体显得太小，无法

在地面上投下清晰的影子。

然而，如果一颗巨大小行星掠过地球

上空，地面上数百万人肯定会看到小行星

在地面上形成的影子，事实上，这也是日

食和月食的形成原理，月食本质上就是月

球运行至地球本影区域所形成的。

所以，飞行中的飞机确实会在地面上

投下影子，但这些非常分散，以至于普通

人几乎看不到。

来源：新浪科技

用意念抓住一个你感觉不到的东西 有多难
在科幻剧《爱、死亡与机器人》中，

有一集是角色通过头戴式设备用意念

操控怪兽互搏，这种能让人通过意念进

行操控的设备，便是脑机接口（BCI）。

意念能操控 但没手感
现在的一些脑机接口可以让我们用

眼睛打字，让猴子看着屏幕打游戏，但如

果牵涉到更精细的操作，比如像科幻剧

中操控怪兽打架，或者哪怕只是接住一

个掉下的杯子，没有手感都很难做到。

我们对四肢和手部传来的感觉习

以为常，甚至意识不到这些感觉有多重

要。倘若你使用没有触觉反馈的脑机

接口，就好像是在操纵抓娃娃机：是不

是抓对地方了？抓得够紧吗？会不会

抓不住？会不会把娃娃戳破了？我们

都不得而知——你很难抓住一个你根

本感觉不到的东西。

因为脊椎损伤而失去运动能力的

病人，可以利用脑机接口来实现简单的

意识操控。现有的脑机接口主要是通

过视觉来控制机械手臂抓取、移动物

体，就像我们夹娃娃一样缺乏真实抓到

的感觉，因此动作会非常笨拙、缓慢。

参与脑机接口实验的病人也表示：“当

只有视觉反馈的时候，我只能看到那只

手碰到了那个物体。如果我用它来捡

东西，有时候东西就会掉下来。”

怎么才能让意识操控机械的时候，

还能有真实的感觉呢？答案就是双向

脑机接口，也就是大脑-机器-大脑。大

脑的意识操控机器后，机器还能将触觉

刺激反馈给大脑，实现实时操控。

“脑-机-脑”更胜一筹
近日，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研究团队

在《科学》上发布了最新的双向脑机接

口研究成果，可以让人用意念控制机械

臂捡拾物体时，也能向人的大脑提供直

接的触觉反馈。

参与研究的内森·科普兰在 2004 年

因为车祸成为瘫痪病人，仅有手腕、几

根手指和部分肩膀仍有知觉。他六年

前就开始参与实验室的脑机接口研究。

因为这场实验，他成了世界上第一

个同时在大脑运动皮层和躯体感觉层

中植入微电极阵列的人，躯体感觉层就

是大脑中处理来自身体的感觉信息的

区域。这样脑机接口不仅能解码他的

运动意图从而操作机械臂，还能够让他

感受到触觉反馈。

一开始科普兰参加实验的时候，接

受的是依靠视觉来操纵机械臂的传统

训练。三年后，科普兰可以非常熟练地

用意念让机械臂移动球体或抓住立方

体。然而，健全的人类只需要花费 5 秒

钟的抓握任务，科普兰通常要花费 20 秒

左右的时间来完成。

光靠视觉控制的训练已经到达了

瓶颈期，研究人员决定让科普兰接受来

自机械臂的触觉反馈，打通从机器到大

脑的双向反馈通路。

通过给机械臂的手指根部加装扭

矩传感器，来检测手指运动时产生的旋

转力，再模拟人类手指感受到压力时的

电信号，将电信号通过脑机接口传入到

植入在科普兰头皮内部的微电极阵列

里，这样科普兰就感受到了机械手臂所

触摸的物体。

科普兰因此体验到了一种奇妙的

触觉，类似压力和轻微的刺痛感。这种

触觉反馈的强度会根据手施加在物体

上的力的大小而变化，这让他的训练成

果突飞猛进。从前，他会犹豫地摸索，

试图确定自己的确抓住了东西。现在

有了触觉反馈，他要完成抓握任务，只

要10秒就够了，时间缩短了一半。

机械手臂所增加的触觉传感器，实

现了和生物体类似的“实时传导”，大脑

对手部触觉的延滞时间大约为 30 毫秒，

而传感器每 20 毫秒就向脑机接口发送

一次信号。这种实时的反馈让科普兰

觉得非常自然，“这种控制非常符合直

觉，以至于我基本上只是在想事情，但

好像是在移动我自己的手臂。”

触觉不太真实，大脑还连着线
双向脑机接口可以让人意念操控

机械臂做出完整和自然的动作，对帮助

瘫痪病人恢复运动能力来说是一大进

步。不过，这种脑机接口技术仍然受到

较多的限制，它需要依靠庞大的有线设

备与受试者的大脑进行连接。

去年马斯克曾展示了精巧轻便的

无线连接设备，类似的装备如果能投入

使用，将省去不少麻烦。

另外，触觉反馈的真实度有待提

高，现有的传感器仍无法像真实人类

的手一样来控制微妙的力道、完成更

复杂的任务。科学家们正在探索通过

在病人四肢中装入电极，再配合外骨

骼来恢复运动能力。也许有一天，瘫

患者操控的不再是机械手臂，而是自

己原本的手脚。

未来，这项技术可能让许多瘫痪的

患者实现部分自由，比如不必依赖看护

者就能给自己倒杯水，并把这杯水送到

嘴边。类似这样的“小事”，对他们来说

会是改变生活的“大事”。

来源：宇宙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