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 大 利 亚 的 一 位 艺 术 家
Troy Emery 脑洞大开地采用
一堆彩色流苏做出了一系列动
物雕塑 ，他把这些雕塑称为 “伪
装动物标本”。 喜欢小动物的人
不妨将这种奇特的雕塑摆件带
回家 ，摆在房间一角 ，一定会很
吸引朋友们的目光。

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这些摆
件是某个小动物 ， 但可能一下
子也说不出它们到底是什么动
物———或者又有点像顽皮的孩
子披着大毛毯在玩躲猫猫的游

戏？ 艺术家表示，这些就是一种
“无定形的艺术 ”， 它们类似一
些四足的动物朋友 ， 飘逸的流
苏是最鲜明的特征 ， 但它们又
介乎于 “现实与幻想之间 ”。 他
将这种创新实践称为 “伪装动
物标本 ”，其实是在提醒那些喜
欢真正动物标本的人应该如何
爱护动物。

艺术家 Troy Emery 其实
还有很多纺织品的雕塑作品 ，
目 前 正 通 过 网 络 进 行 在 线 展
览。 （文/CC 图/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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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卧”源于古国名
研究员徐光辉通过对云南罗

平生物群的研究， 在滇东 （云南
省曲靖市罗平县和红河州泸西
县 ）发现了 2.44 亿年前 （中三叠
世安尼期） 的这种清道夫型新鳍
鱼类化石， 并在过去十年的分支
系统学研究基础上， 建立了辐鳍
鱼亚纲的一个新目： 漏卧鱼目。
新发现的这种化石所属鱼类被命
名为小巧漏卧鱼， 它应该是漏卧
鱼目最古老的属种。 研究成果发
表在《林奈动物学报》上。

漏卧，本是古国名，又称漏卧
侯国， 是秦至西汉时的夜郎国小
邑之一，即现在的云南罗平、贵州
兴义、安龙一带。 小巧漏卧鱼化石
便发现于这一带。 漏卧鱼属名，也
正是源于此古国名。 该地区发现
有丰富的三叠纪鱼化石材料。

“清道夫型”鱼类头
骨很特别

三叠纪是新鳍鱼类辐射演化
的重要时期， 出现了适应不同生
态类型的新鳍鱼类： 有牙齿粗壮
而锋利的顶端捕食者， 有半球形

齿的食甲型鱼类， 也有牙齿细小
或无齿的食浮游生物鱼类。 生存
于此时期的小巧漏卧鱼却和这些
捕食者不同， 它是一种食腐性

“清道夫型”鱼类。
它的头骨形态很特别。 从化

石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其颅顶骨
骼几乎愈合成一整块， 前鳃盖骨
下部前倾，上颌较短、后端膨大，
下颌纤细， 口缘前半部分具有长
而尖的牙齿。 虽然其标准体长只
有三厘米左右， 但它对整个海洋
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能起到非常
重要的作用。 它可以比微生物更
快速地分解其他动物 （如大型海
生爬行动物） 的遗骸， 是典型的

“海底清洁工”。

新鳍鱼类“进化树”
得以更完整

研究人员由此在新鳍鱼类的
演化关系和分类研究上取得进
展， 重建了较完整的早期新鳍鱼
类“进化树”，提出了新的基干新
鳍鱼类分类体系。 小巧漏卧鱼、
贝氏罗平鱼和欧洲的贝洛特梳齿
鱼被归入新建立的漏卧鱼科。

该研究对于了解三叠纪海洋
生态系统食物网的营养结构以及
早期新鳍鱼类的演化、 分类和生
物地理具有重要意义。

一到夏天，空调就成了保命的
玩意儿；相应的讨论也层出不穷。
空调应该怎么清洗啊？ 如何设置
才能省点电？ 长时间吹空调会不
会引起感冒甚至空调病？等等。你
有没有想过， 同样的温度， 比如
27℃， 空调的制冷模式与制热模
式下，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同？

空调制冷或制热，
存在机制不同

空调遥控器上的设置选项
不少，有时候不小心按错，选成
制热模式， 结果空调越开越热。
但如果改成制冷模式，甚至不需
要调节温度，凉爽的感觉就遍体
而生了。 这是为什么呢？

先来回忆一下中学物理知
识。 把一杯冷水倒入一杯热水
里，我们将得到一大杯既不太热
也不太冷的水。 换句话说，热量
总是从温度较高的地方转移到温
度较低的地方，直至达到平衡。

对于空调， 如果我们选择
27℃的制热模式，它会吹出温度
大于 27℃的风，随后利用传感器
检测室内的温度，在达到 27℃时
停止工作；反过来，选择 27℃的
制冷模式，空调就必须吹出温度
小于 27℃的风。 只有这样，室温
的平衡点才能在 27℃附近。

人体感受温度也
“自有一套”

空调在制冷模式会吹出冷
风，可室温并不会一下子达到设
置温度，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凉
爽呢？ 因为人体和空调有些相似
之处。 下丘脑是我们的体温调节
中枢， 相当于空调里的电子芯
片，里面记录着一个设置好了的
温度，即 37℃，行话叫调定点；在
我们的皮肤里，藏着各种各样的
感受器，跟空调检测室温用的温
度传感器差不多，只是更复杂。

人体的温度感受器大致可
以分为三类， 有的负责冷觉，有
的负责热觉， 还有的负责温觉。
这些感受器在我们全身各处都

有，而且分布不均匀———脚上的
冷觉感受器特别多， 所以冬天容
易脚冷。 具体到每一种感受器，
又都有一个小小的核心原件，称
之 为 瞬 态 感 受 器 离 子 通 道
（TPR）。 TPR 有十几种，每一种
都只对特定的温度敏感。 举个例
子来说，TRPM8 基因是主要的
冷觉感受器核心， 它的阈值在
26℃。外周温度 30℃，它不管；外
周温度 27℃，它不在乎；空调口
吹出来的十几摄氏度的冷风撞到
它， 它才会被激活， 产生神经冲
动、向下丘脑传递：“报告，检测
到一个低于 26℃的温度。 ”下丘
脑这才会作出反应：“哟，这比我
设定的温度低啊。 ” 于是人体就
会得出结论———外界是凉爽的。

横向来说 ，TRPM8 不是人
类独有的。 研究显示，如果敲掉
老鼠的 TRPM8 基因，它们就不
会感到寒冷 。 单就人类来说 ，
TRPM8 不仅负责冷觉， 而且跟
痛觉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简单来说，过低的温度会让我们
觉得冷；反过来，冷敷可以减少
疼痛。最有意思的是，TRPM8 还
会脱敏和适应。

比如接一盆自来水，把手放
进去，一开始会感到凉爽，过一
会儿就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了，对
不对？ 这是因为 TRPM8“兴奋”
过后便会进入倦怠状态，对同样
的温度不再那么敏感。 而下丘脑
如果拿不到 TRPM8 发来的“检
测报告 ”， 就不好做出冷热判
断———这就是脱敏。

适应其实还要更复杂一些。
正如前面所说， 每一种温度感受
器都对特定的温度敏感。 近年来
的研究发现， 如果长期在低温环
境中生活， 人体为了适应外在环
境，会产生一系列的变化，收缩血
管、减少出汗、增加肌肉产热等；
与此同时， 温度感受器的阈值会
发生变化，对低温不再那么敏感。

从这个角度说， 夏天不宜把
空调温度设定太低———那会影响
人体的适应能力。 一直待在屋子
里还好，如果出门的话，可能会觉
得更加难忍。 （来源：蝌蚪五线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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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古老的“清道夫”鱼身长仅三厘米
科学家发现新鳍鱼类化石，命名为“小巧漏卧鱼”

□建平

空调制冷或制热模式下
感觉为啥不同？ □赵言昌

索尼公司最近推出一款潮
人必备之物———可穿戴式空调，
还真是给高温天气下仍要出外
打拼的人“雪中送炭”。

在了解这款名字已很炫酷
的“Wearable� Air� Condition-
er”可穿戴式空调之前，有必要
先了解一个物理名词：珀尔贴效
应。 这是 1834 年由法国钟表匠
兼科学家珀尔贴发现的一种热
电致冷和致热现象———即温差
电效应。 当有电流通过不同的导
体组成的电回路时，随着电流通
过的方向不同，便会在不同导体
的结点处产生吸热和放热现象，
这种现象即为珀尔贴效应。

这款新潮的可穿戴式空调
就是利用了珀尔贴效应来设置

热泵， 再匹配一件特殊的 T 恤，
将它固定在用户的脖子后方中
部， 用手机连接该设备并通过
APP 远程打开设备，它便开始工
作———可以令穿戴之人在户外
的炎热天气之下，一次性将体温
降低 5℃。 通过 APP 软件，也可
以开启运动传感检测功能，无需
再次手动操作，它便会自动识别
体温，并进行温度调节。

有趣的是，这款可穿戴式空
调居然还是可制冷兼制热的。 在
寒冷天气下，它也可以利用同样
原理进行加热升温。

当然，既然是空调，它的耗
电量也不会小，不过只要提前充
电两小时，它也能有 2-4 小时的
续航时间，够用了。 （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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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掌大”的可穿戴式空调

大件事？
□克莉斯汀

有报道称，执行太空行走任务的宇航员卡西迪于 6
月 26 日走出国际空间站工作时，不小心弄丢了宇航服
上的一面小镜子。各媒体对此纷纷报道称：“这是人类制
造的又一块新的太空垃圾。 ”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事后称，这面小镜子
对太空行走和空间站都未构成危险。 但 NASA 公布的
统计数据也显示，目前地球轨道上的人造物质总量已超
过 7600 吨，而人类太空活动带来的大小介于指甲盖到
保龄球之间的太空碎片，在近地轨道以接近 3 万公里时
速运行的，最少有 90 万片。 一旦它们的绕地飞行速度
达到每秒 8 公里以上， 就会产生极大的杀伤力， 对卫
星、火箭、空间站构成极大威胁。

清理这些太空垃圾成为当务之急， 也因此带来巨大
的经济利益———未来几年太空碎片监测和清除市场将迅
猛发展。英国宇航署（UK� Space� Agency）最近就刚刚
宣布，将拨款 100 万英镑用于资助太空垃圾追踪科技创
新技术。 应该说，这就是所谓的新技术带来新问题，新问
题又会刺激新领域的技术开发。

丢失镜子的这位宇航员
是国际空间站的指挥官克里
斯·卡西迪，据说当时他正和
同伴从国际空间站出来进行
太空行走， 任务是更换老旧
的电池。 结果不知道什么原
因， 他宇航服袖子上的一面
小镜子脱落了。 卡西迪只能
眼睁睁地看着它一边反射着
太阳光一边飘向黑暗之中。

报道中称，这面镜子是以
每秒约 1 英尺 （约合 0.3 米 ）
的速度飘走的。后来接受采访
时，他解释说，实施太空行走
的宇航员两个衣袖上都会各
自佩戴一块手腕镜，以便在工
作时获得更好的视野。这种镜
子只有 5 英寸 （约合 12.7 厘
米 ）长，3 英寸（约 7.62 厘米 ）
宽，加上固定带后的质量不到
0.1 磅（约合 45 克）。由于宇航

服的设计限制，宇航员的头盔
并不能随意转动，既不能左右
转，更不能低头或者抬头。 但
是，在宇航服的前胸部位有一
块显示屏，宇航员可以通过袖
子上装的镜子的反射来查看
显示屏。

卡西迪说：“我当时碰巧
往下看， 就看到有个反射阳
光的东西正消失在黑暗中 。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它。 那
对我来说真是糟糕透顶。 ”他
后来还在阳光下检查了他的
宇航服袖子， 但并没有看到
任何线索可以解释镜子是如
何脱落的。

虽然 NASA 事后称，这
面丢掉的镜子对太空行走和
空间站都未构成危险， 但这
块小镜子还是被评价为“最
匪夷所思的一块太空垃圾”。

近年来， 太空垃圾的回
收问题逐渐受到各国重视，相
应技术也不断推陈出新。

目前这方面的技术主要
分两部分：空间态势感知技术
和空间碎片清除技术。空间态
势感知是指通过雷达和光电
技术探测、跟踪、识别、编目地
球轨道上的所有人造目标，除
了监测有效运行的各种人造
太空飞行器，当然也包括监测
太空垃圾。这是实现躲避碰撞
和碎片清除的前提条件。而空
间碎片清除技术，目前主要目
的是设法使太空垃圾降低轨
道、进入大气层，借助与大气
摩擦产生的高温令其烧毁。

美国空军有一个“太空篱
笆”项目，就是利用雷达来跟
踪大约 20 万件太空垃圾 。
2017 年 12 月，国际空间站实

验舱外还连接了一个工具箱
大小的碎片感应器，随空间站
在围绕地球轨道运行，探测毫
米级碎片，以及碎片撞击所有
物质的数据，辨别撞击物是太
空陨石还是人造垃圾。

而俄罗斯方面也与巴西
签署了设置太空碎片追踪望
远镜协议。

2012 年 2 月， 瑞士科学
家启动清理太空垃圾卫星计
划，发射的“清洁太空一号”卫
星的任务就是在环绕地球运
行的过程中收集轨道上的太
空垃圾，然后携带垃圾返回地
球，返程中这些垃圾会在大气
层焚毁。

2016 年，日本发射“鹳 ”
号货运飞船，为国际空间站运
送给养的同时，也在测试清除
太空垃圾技术。他们的飞船在

太空飞行途中释放出一条金
属导索，使其吸附到太空垃圾
的表面，利用物体在磁场中通
电后会发生运动的原理，通过
金属导索的放电，让太空垃圾
减速，最后便可尽早坠入大气
层，与大气层摩擦并烧毁。

位于英国南部的萨里太
空中心也曾于 2018 年 6 月
专门发射过测试太空垃圾清
理回收可能性的卫星， 并尝
试过发射“捕捉” 太空垃圾
的“鱼叉 ”捕捉器 、磁铁和大
网等。

欧洲航天局计划在 2025
年发起首次清除地球轨道碎
片垃圾的太空任务，并表示希
望更多商业机构能参与这方
面研究的后续跟进，将各种回
收技术推陈出新，以期取得更
大成效。

———“太空垃圾”既带来威胁，也带来新市场

宇航员在太空

太空服上装面镜子干啥？

太空垃圾极可能成为“卫星杀手”

回收事业正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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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装动物标本”
雕塑摆件

丢了块镜子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最新研究发现，
一种清道夫型新鳍鱼类化石可
代表目前已知最早的“清道夫
型基干”新鳍鱼类。 研究人员将
这种鱼命名为小巧漏卧鱼。

任何一块太空垃圾都是
有可能自己落回地球的，但
这个可能要取决于它的地
面高度。 NASA 提供的专业
数据显示 ， 在离地球表面
600 公里以下的物体如果让
它“自由飞行”，在重返地球
大气层之前它至少要绕轨道
运行好几年，而 1000 公里以
上的物体则要在轨道上运行
几个世纪才可能返回地球。
而目前大部分太空垃圾都存
在于距离地球表面 2000 公
里以内的近地轨道上， 在赤
道 上 方 35786 公 里 的 地 球
静止轨道上也可以发现一
些碎片。

随着人类的太空活动频
繁， 太空垃圾正逐渐堆积成
“海”。 它们可能是一块巨大
的火箭残骸， 也可能是一小
片油漆碎片， 当然也包括宇
航员太空行走时遗失的各种
私人物品， 比如上面那块小
镜子。 美国有研究结果表明，
按照目前的碎片增长速度估
算，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约

70 年后碎片数量将达到发生
“碎片链式撞击效应”的临界
值， 之后近地空间将彻底不
可用。

而预计到 2029 年，地球
近地轨道还将部署总计约
57000 颗低轨卫星。单是美国
SpaceX 公司一家，随着他们
的“星链”计划的推行，未来
就将拥有数万颗卫星。 太空
中的人造卫星越多， 就越容
易产生新的太空垃圾。 过多
的垃圾碎片又会严重威胁目
前在太空活动着的宇航员和
航天器的安全。

相关数据显示，平均每年
都有一颗卫星被太空碎片击
毁。 据统计，航天飞机与太空
碎片发生灾难性碰撞的风险
为 1/300。 以哈勃太空望远镜
的任务为例，其轨道更高、垃
圾更多， 风险也更高， 达到
1/185。 所以不能坐等它们自
己重回地球怀抱， 除了严密
地监控它们的行踪， 人们还
在想办法主动回收这些太空
垃圾。

其实到今天为止， 关于
太空垃圾并没有达成什么国
际共识，相关法规也仍有待制
定。 但有一个趋势倒是有利
的：根据一家前瞻产业研究院
分析，近年来卫星产业产值增
幅趋稳， 产值规模稳中有升。
《2019 年卫星产业状况报告》
数据显示 ，2018 年全球卫星
产业总收入为 2774 亿美元；
2019 年全球卫星产业规模达

2860 亿美元。
这意味着，卫星发射数量

在增加，地面相应设备建设也
在增加， 太空垃圾在增加，于
是，太空垃圾清洁市场也有了
更多机会。

一家专业的航空航天与技
术咨询公司 Technavio 认为，
太空碎片监测和清除市场预计
在 2020-2024 年期间将增长
6.1047 亿美元。 新兴的 ADR

(主动清除残骸技术)概念，也是
推动未来几年太空碎片监测和
清除市场增长的主要原因之
一。 这将鼓励更多私营和科技
新创企业参与研发新技术。

太空垃圾的回收的确很艰
难，但势在必行。要找回宇航员
不小心丢失的小镜子几乎已是
不可能，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
尽可能地将类似这种太空垃圾
所带来的各种风险降到最低。

市场经济有利太空垃圾回收

小巧漏卧鱼化石标本 徐光辉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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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鱼叉 ”可以
击 碎 较 大 的 太 空 垃
圾 ， 尺寸与钢笔相仿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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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行 舱 外 活 动 的 俄
罗斯宇航员袖子上佩戴
着小镜子（资料图片）

将它装入配套的一款 T 恤的后设口袋
中即可遥控操作（视频截屏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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