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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
工程学院柏浩教授团队模仿北
极熊毛发结构，研制出了一种有
序多孔的隔热保温织物，可令生
物体在红外线成像设备中实现
“热隐身”。 该成果日前发表于
《先进材料》杂志。

北极熊的毛发是一种绝佳
的保温纤维，因为它具有中空多
孔结构。 为模仿北极熊毛的结
构，柏浩课题组研发出一种冷冻
纺丝技术。 他们将蚕丝溶解于水
中，制成含水量达 95%的纺丝溶
液，用注射器将纺丝溶液慢慢挤
入冷冻装置，形成直径约为 200
微米的单丝纤维，再通过冷冻干
燥令纤维中的冰晶升华，留下众
多有序的片层孔。

课题组发现，这种仿生纤维
的导热系数比北极熊毛更低，保
暖性能更优于北极熊毛。

为了进一步证实该种仿生
纤维的性能，课题组将仿生材料
编织成一小块仿生织物，覆盖在
一只兔子身上。 实验显示，在
-10℃到 40℃的环境中，红外线
相机几乎观测不到被仿生织物
覆盖的生物体的热量，因此成功
实现“隐身”。

此外， 课题组还将碳纳米管
加入仿生纤维， 制造出电加热织
物。 在 5 伏的电压下，电加热织物
的温度可以在 1 分钟内从 24℃
升高至 36℃， 也就是说， 这种多
功能可穿戴织物既可以实现被动
隔热，也可以实现主动生热。

“这些特性意味着这种材料
在工业、 军事领域都有较为广阔
的应用前景。 ”柏浩表示，课题组
下一步将对仿生材料的强度进行
提升，并融合多种材料拓展功能。

（朱涵）

铁西瓜为紫葳科葫芦树属
常绿小乔木 ， 通常高 5-18 米 ，
为典型的热带雨林 “老茎生花 ”
植物，春夏开花。 盛果期，一个个
倒挂枝头的果实直径有 20 多厘
米，极像一个个绿色的大西瓜。

至果熟季节 ， 人们却通常
要绕开这种果实走 ， 因为成熟
后的铁西瓜会爆开 ， 其威力可
以将飞过的小鸟炸死 、炸残 ，有
些 炸 飞 的 碎 片 甚 至 能 飞 出 20
米远 。 因此人们又形象地称之
为 “炮弹果 ”。

这种铁西瓜最早生长在南
美洲亚马逊河流域 ，其实并不能
食用，它果皮坚硬 ，果肉黏稠 ，有
异味 ，口感不良 。 而且这种树分

泌出的汁液含有大量烃类化合
物 ，如果有火源接近 ，甚至能够
燃烧 。 所以它不仅果实像炸弹 ，
当地人还会取这种树的汁液当
汽油使用 ，只需要在树身上钻个
小孔 ， 一次就能取到 15-20 升
的汁液。

铁西瓜虽然 “危名在外 ”，依
然成为一种著名的热带观果植
物 ，其观果期可达 6~7 个月 ，果
实外观青绿光亮 。 在我国广东 、
福建 、海南 、台湾等地如今已有
栽培 ，因外壳坚硬 ，成熟果实也
常被挖空来做成水瓢。

近期在广州华南植物园的
温室区内就可见到这种神奇的
植物果实。

艺术家罗伯特·布拉德
福曾尝试用被孩子们丢弃的
玩具重新再利用， 设计出一
些全新的玩具， 比如一些机
器人或小动物。 这一组作品
则是狗。

布拉德福的最初灵感来
源于他自己的孩子， 因为孩
子们每年丢弃的玩具都成了
一件让人最头疼的事情，于
是他立志要将这些丢弃的玩
具重新再利用。 当他发现用
这些旧玩具做出的各种摆件
十分有趣及受欢迎， 而自家
孩子的废旧玩具已不够他使
用， 便开始在各个旧货店里
搜罗旧玩具， 拿回家继续拼
装， 于是就有了这些让人难
以置信的艺术品。

仿北极熊毛，研制“热隐身”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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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会收集你所有的情感数据

可以说， 如今大多数人都已成为智能手
机的“俘虏”，或者说智能手机已经成为大多
数人的“第五肢”———人们“上瘾”一样地离
不开手机了。 智能手机的“魔力”不仅仅是移
动支付、移动办公等带来的极大便利，还是
让人舍弃不下的多元娱乐方式，等等。 随着
技术的发展，我们甚至发现，智能手机上的
APP，经常还在“揣测”我们的情绪与喜好，
下一步，或许它们还将要开始直接影响我们
的情绪。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
室的研究人员曾提到，如果能了解
一个人的情绪状态，可能会给这个
人带来更多的好处。 他们表示：“如
果一个人的情绪数据显示他们会
从以下建议中受益最多：‘与朋友
散步’、‘给你的好友打电话’、‘今
天不看 Facebook’或‘今天要在半
夜 2 点前上床睡觉’， 那么这些都
应该优先被考虑。 ”如果能够了解
并收集到足够的信息，无疑能帮助
人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并作
出更积极的引导，进而让人们的生
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近期，一款由中国南京大学李
文忠和他的同事们共同研发、设计
的手机应用 MoodExplorer，甚至
能够“计算”出使用者目前情绪如
何，并推荐系统为使用者给出一个
与当下情绪相对应的建议。 比如当
你正处于甜蜜的恋情之中，且情绪
非常愉悦的时候，它会推荐给你一
部温馨的爱情电影，而不会是一部

恐怖电影或者重金属音乐专辑。
研究者表示， 实时评估某人

的心情一直是个性化推荐引擎所
缺少的一个关键因素。 因为不能
进行实时且精准的判定， 通常会
导致手机给人们提出不恰当的建
议。或者说，个性化推荐引擎一直
很难做到真正的“个性化”，还是
千篇一律地进行大同小异的“群
推荐”。 因此，要让推荐系统变得
更“聪明”，就需要让它考虑到人
们的情绪。 而智能手机是这种情
绪系统的理想载体， 它们搭载了
能够检测光、声音、运动和位置等
方面的传感器， 所有这些传感器
都可能有助于推断人们情绪状态
的数据，收集并猜测情绪。 比如，
你选择使用哪个手机应用或使用
手机应用的方式都可以很容易透
露出你当下的心情。

此前已经有手机应用能够
借助这种推测，帮助人们抑制抑
郁症。

了解情绪，有助于更积极的引导 事实上， 如今手机上的各
种 APP 应用可能已成为当之
无愧的“心理分析师”。 比如它
推荐的各种娱乐方式都往往让
人“上瘾”，欲罢不能；它推荐你
放入购物车的东西也往往是你
刚好想要的……这些应用变得
更具有主动性。 从结果上来看，
这固然会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
加方便快捷， 但显然最开心的
还是广告商， 因为这些应用能
够帮助他们更加精准地“进入”
到客户的生活。

眼下李文忠和他的同事们
正在设计一个更加充满情感的
手机应用“调色板”，希望在借
力 AI(人工智能 )的情况下，“情
绪审计”能变得更加聪明，且能
够深度影响人们的生活。

为了创建出一个更优秀的
应用程序，团队训练了一个基于
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系统。 数
据目前来自于 30 名学生，情绪
涉及的范围包括高兴、 悲伤、愤
怒、惊讶、害怕或厌恶。 这些学
生每天都会被问及三次情绪感

受，且持续一个月的时间。 在测
试中，AI 可以在 76%的时间内
从他们所使用的智能手机数据
中正确地猜测到参与者的情绪。

研 发 者 认 为 ，MoodEx-
plorer 也可以帮助人类与机器
人互动。 例如，瑞典的一个团队
正在为机器人设计触摸敏感的
服装， 让机器人通过触摸来揣
测人类的心情。 当然， 除此之
外，MoodExplorer 所收集的信
息， 也能够给机器人带来更多
额外的参考。

但智能手机这种能读懂人
类情绪与喜好的功能就像一把
“双刃剑”。

当手机应用能够猜测、收
集情绪并进行反馈， 或许手机
应用将比现在的心理分析师更
加“懂”我们。 我们也不得不看
到， 手机应用在能够感知并收

集人们情绪后， 就会给出非常
重要的指标， 用于调整广告商
的广告策略， 并更加精确地帮
助他们去“干扰”我们的生活或
者引导我们的情绪。 在金钱的
利诱下， 这一技术或有可能成
为“万恶之源”，全面“入侵”我
们的生活。 在不知不觉间，让人

们的生活有可能被广告商所
“操控”。

智能手机在处理人类情绪
方面的技术进步， 的确会彻底
打乱我们现有的生活， 进而开
启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往的新生
活。 只是这究竟是好是坏，还有
待时间的判定。

借力 AI，“情绪审计”正变得更加聪明

“懂你”，不一定完全是好事

这些“脑力特技”，让人

手机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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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冷的确不该吃冰激
凌，但有人却将冰激凌做
成辣味的，保证你吃得全
身冒汗。

英国一家冰激凌店推出的
一款辣味冰激凌 ，取名 “魔鬼的
气息”。 其原料有货真价实的辣
椒，辣度还超过 150 万斯科维尔
辣度单位———一定量的辣椒素
放入一定量的水中再用舌尖尝
试其辣得到的辣度就是斯科维
尔指数单位 ， 指数越高的辣椒
越辣 。 最先使用该辣度单位的
是美国药剂师韦尔伯·斯科维
尔， 他于 1912 年提出了这个单
位 ， 于是人们便用他的名字来
命名了这个单位。

店家推出试吃活 动 时 ，出
于安全考虑 ， 要求试吃的人必
须年满 18 岁， 而且必须签署法
律豁免书 。 店家还在免责声明
里提到 ，辣味冰淇淋 “可能带来
人身伤害 、 疾病和生命损失等
风险”。

辣椒冰激凌是墨西哥独有的口
味 ，在街头小贩那里就能品尝到 。 这
种冰激凌最主要的辣味来源于装冰
激凌的杯子 ，卖家会在杯壁上涂得满
满都是辣椒酱 ，然后再往杯里装上各
种正常口味的冰激凌球。 而这种红色
的辣椒酱 ，一般由辣椒面 、盐 、醋和糖
调制而成 ，酸甜辣咸各种味道已融为
一体。

最后 ，卖家还会在装满冰激凌的
杯子里插上一个辣椒棒棒糖 ，一来可
以增加口味 ，二来还能当勺用 。 如果
你还觉得不够味 ，一些小摊上还摆着
自助调料台 ，你可以继续往冰激凌上
再 加 些 辣 椒 酱 、 辣 椒 盐 或 是 柠 檬
汁———这口味不是一般的重啊！

在中国也出现了一种
带包装的辣味冰激凌 。 这
种冰激凌拆开包装后看上
去一半咖啡色一半白色 ，
好像是巧克力加牛奶口味
的 ， 但据说吃起来感觉是
巧克力味或奶味 ， 咽下去
后才会感觉它是辣的。

好在这种辣味冰激凌
的辣味并不重 ， 可能是考
虑到大多数人的味蕾 ，而
且这种辣味从咖啡色到奶
白色 ，只会越来越淡 ，基本
上雪糕在嘴里融化后 ，嘴
里 就 只 剩 下 单 纯 的 甜 味
了，并不算太刺激。

香 港 某 餐 厅 里 一 位 西
班牙大厨学四川人的口味
做出一道 “酒醉天椒朱古力
雪糕”，让人吃过即难忘。

这 款 甜 品 口 感 相 当 丰
富 ，大厨在雪糕上加上几个
非常辣的指天椒 ，据说这种
指天椒提前用泸州老窖大
曲酒浸过 ， 配上朱古力雪
糕，味道倒是香醇浓郁。

还 有 一 款 配 上 花 椒 的
云呢拿雪糕 ， 有麻辣香 ，却
一点也不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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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为观止
你会不会因为自己能记住

跟牙医预约的时间而洋洋得
意，自认为记忆力很不错；又或
者当你把购物清单落在家里，
还能在超市里顺利地买齐全部
所需物品时， 你就认为自己已
很了不起？ 但当你看到那些真
正擅长记忆的人， 那些震惊世
界的有关记忆的事迹记录，你
或许就会怀疑自己应该回到幼
儿园重新开始学习。

事实上，有一种记忆就叫
做“别人的记忆”。 虽然这种
拥有超强记忆力的人尚属少
数，但你不能不对以下这几种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脑力特
技”叹服。

蒙眼同时进行48场
国际象棋比赛

2016年12月4日，帖木尔·加
利耶夫大师结束了一场蒙上眼
睛同时下48盘棋局的挑战，创下
了一个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击
败了以前的纪录保持者———同
下46盘棋局的盲棋比赛。

根据国际象棋网站记录，
这场棋赛总共花了19个小时，
而帖木尔只睡了6个小时。 他当
时还是一边骑着一辆自行车，
一边进行比赛的。 他的对手们
虽然都还年轻， 但也都是经验
丰富、精通国际象棋的棋手。 为
了区分棋局， 他事先与对手一
一聊天， 试图记住他们的声音
特征，此外，他还用一种“记忆
宫殿法”来跟踪他的所有棋盘。
最终，他的战绩是35胜7平6负，
可以说已是非常厉害了。

如同电脑记住整个公
司的商业记录

什么是“记忆商业记录”？
它其实是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
项目之一。 也许你会有些困惑，
这的确有些难懂， 其实它就是
将一个公司所有的商业运作流
程数据都一一记住，当然，这个
目的并不是像某些人记住苹果
和谷歌的商业记录， 试图将其
纳入“独家经商秘籍”。 事实上，
也没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只用
大脑就记住一个公司几年甚至
更长时间内的所有商业记录，
这个记录到目前为止， 只有一
个人持有， 而且这个记录已大
约有180年的历史了，可能短时
间内都不会被打破。 虽然那时
候还没有吉尼斯审判员， 但是
这件事已被列入吉尼斯纪录大
全，说明他们相信这是真的。

这个人就是巴塞洛缪·比
德， 他在1838年成为皇家交易
担保公司的精算师。 同年，整个

公司因一场大火， 所有相关记
录均化为乌有， 但是比德认为
他可以用自己的大脑重建被烧
毁的所有记录，六个月后，他确
实做到了。 虽然并没有办法证
明他重建内容的对错， 不过既
然记录在册， 说明还是得到了
认可。

两小时学会德语
对于很多人来说，学习一门

外语已经够难了，更别提多种语
言了。 但是，如果大家都能像记
忆冠军雷蒙·坎帕约一样， 也许
我们个个都会说多种语言。

据报道 ，2003年 ， 一个西
班牙人在赶往参加在慕尼黑
举行的世界记忆锦标赛时，在
飞机上闲来没事，想到如果能
够以与会者的母语发表演讲
可能很有趣，于是就打开了一
本书，并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
内 （按照后来他纠正的说法实
际上是 1小时 40分钟 ） 学习一
种全新的语言。 十多年以后，
他在德国度假，他称还记得当
时学到的所有东西。 他说他的
诀窍是记住词典中的所有重
要词汇，并将其与脑海中的视
觉图像联系起来。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对吧？
没错， 坎帕约就是习惯于用记
忆力来做疯狂的事情。 根据吉
尼斯世界纪录，2009年他能在
只看3秒钟的情况下记住68个
二进制数， 这意味着每秒钟要
记住超过22个数字。 所以不得
不承认，有些人就是太有才了。

世界上最快的阅读速度
你有可能听说过霍华德·

伯格，他自称是1990年“阅读最
快”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
根据他在《教程》网站上的个人
简历， 他能够每分钟读25000
字，写100字。 这项惊人的能力
显然来自他发明的“尖端加速

学习法”，现在他愿意把这些方
法卖给你， 并表示你可以像他
一样阅读速度变快。 但也要小
心，曾有报道称，联邦贸易委员
会（FTC）在1990年起诉他做虚
假广告， 因为有人用了他的方
法并没有加快阅读速度。

但与此同时， 菲律宾也有
报道称，有一位名叫苔丝·卡尔
德隆的博士，1971年，在她15岁
时，就在“大英百科全书”中被
记载“大学散文阅读速度为每
页1秒”。在实验室条件下，她每
分钟可以读取80000字。

可惜的是，吉尼斯官方网站
并没有列出这些人中的任何一
个作为“最快阅读者”。 这些都
是一些来自各方媒体的报道。

根据记忆描绘城市
斯蒂芬·威尔特希尔在三岁

时被诊断为“自闭症患者”，不过
目前他却是英国最有名的艺术
家之一，虽然并没有被任何正式
的记录认可，但你可能在看过他
的作品后也会信服———威尔特
的天赋在于他可以在短时间内
看一些东西，然后全凭记忆几乎
完美地绘制出来。

他的专长是城市景观，他
曾经乘坐20分钟的直升机飞过
纽约市， 之后在一张19英寸长
的纸上重现了他看到的所有东
西。 他的图纸非常准确，精确到
窗口的数量和位置。

尽管在5岁之前他还没有
说出第一个字， 而且在上学期
间他的老师也不知道如何跟他
沟通交流。 不过他的惊人记忆
却让他小有名气。 8岁时，他为
总理作画；13岁时，他出版了自
己的书。 目前，他有时在网络上
播放他的艺术马拉松， 经常被
疯狂传播。 2006年，他被授予英
帝国勋章 (MBE)，这是只有非
常棒的英国人才能得到的荣
誉。 （来源：蝌蚪五线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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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艺术家斯蒂芬·威尔特希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