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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儿童玩平板电脑和手机的能力已超过
系鞋带

据《每日邮报》报道，最近，英国伦敦一项调
查在 2000 个子女在 2~6 岁的家庭中展开。调查
发现，越来越多的孩子更擅长玩平板电脑，而不
是系鞋带、游泳和认钟表。平均来看，每个孩子
每天使用平板电脑和手机的时间达到了 5.12 小
时。这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视力。眼科专
家指出，儿童的视力到 2岁才可以发展到能使用
这类电子产品的程度，在使用的过程中需要家长
的监管。但是只有不到半数的家长会监管孩子
使用这类设备进行各类活动。有 30%的家长指
出，孩子玩平板电脑和手机影响了他们的睡眠，
也引起了行为、动作上的一些问题。在英国西米
德兰兹的调查发现,这里的父母最倾向在自己工
作的时候塞一个平板电脑或者手机给孩子,有时
只是为了让孩子能安静一会儿。

多数孩子表示更有自信玩智能手机而不是

阅读。研究发现：59%的受访儿童会玩平板电脑，
57%的儿童会用手机；而只有 53%的儿童会系鞋
带；52%的儿童会游泳，认识钟表时间的比例最
少，只有 49%。报道用了“无助一代”来表达对孩
子过度依赖电子产品的担忧。这会不会让孩子
丧失了动手创造的机会？会不会让孩子更加缺
乏与他人的交流，陷入更加封闭孤立的境地？

造就“无助一代”，谁之错？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心理学博士陈

广耀的观点则没那么悲观。
“其实，平板电脑、智能手机这类产品只是工

具，关键是看我们怎么利用。对新技术的恐惧和
对老玩具的怀旧，很多时候是成人的自我中心造
成的。如果我们小时候也有电脑，说不定我们会
比现在的小孩子更‘沉迷’。科学技术已经发展
到了现在的阶段，不会使用电脑、手机，恐怕真的
很难生存下去。所以，现代人还是必须要掌握电
子产品等工具的应用技能。”陈广耀说，“现代人
担心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会催生‘无助一代’，我
倒觉得不是技术本身的原因，而是在技术发展与
使用的不成熟阶段必然会产生问题，但是，这些
问题终究会被解决。让这些电子产品当孩子的
保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责任来源于大人，问题
的纠正也要靠家长的积极引导，而不要一味地去
指责。”

切莫错过儿童动手能力发育黄金期
在调查中，孩子玩电子产品的自信超过了系

鞋带的自信，这是否说明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会
阻碍儿童手指精细动作的发展呢？中山大学医
学院神经科学研究中心蒋斌教授指出：“儿童的
精细运动、动手能力发育黄金期是 3~6岁。新生
儿手呈握拳式。到 3～4 个月，当物体接触手部
时，可以主动松开手掌，握住物体。5个月时，能
伸手抓住身边的物体，开始的动作缺乏准确性，
没有拇指的动作。7～8 个月，已经能用拇指和
其他指头取物，并可将物体换手。9～10 个月开
始喜欢撕纸。1 岁开始乱翻书页，乱画，可以搭
二层积木。1.5 岁可以将小丸放入小口瓶内，搭
几层积木。2 岁会画直线，一页页翻书。3 岁会
临摹圆圈，会穿珠子。4～6岁，会画简单图画和
人。在动手能力发展的黄金时期，越多样化的
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越好。玩 iPAD 会提高视
觉和运动能力的协调，可以玩，但不能走火入
魔，像系鞋带这类日常动手和生活的技能也必
须加以训练。”

对视力的负面影响需家长监管
在陈广耀看来，很多电子游戏也能激发孩子

手的精细动作，非常考验手的灵活度和大脑的反
应速度，不见得造成手指动作的退化，甚至可能
会让经常按键的大拇指发生动作上的进化。也
有研究者让老年痴呆症患者通过玩游戏来改善
症状。如果一些应用商能跟儿童发展心理学家
合作，设计出更多促进儿童手精细动作发展的游
戏，那可以说是发挥技术正面价值的最好诠释。

比如在平板电脑上弹钢琴，其实也是很精细的
动手训练。“当然，现在的很多应用软件，无法
取代系鞋带、织毛衣这类复杂精细的动作。但
是，有些动手的技能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退
出历史舞台，被新的技能取代也是很正常的事
情。当然，为了提高小孩子的精细动作能力，
织毛衣等这些技能倒是可以作为训练使用。”陈
广耀说。

蒋斌指出：“玩平板电脑对孩子的视力会有
影响，要控制使用的时间。在面对屏幕一段时间
后，要注意运动，最好是远视调节一下，望望远
处。这样才能让眼睛得到休息。”

电子产品对儿童情商的影响或可弥补
美国的心理学家曾经就电子产品对儿童情

商水平的影响做过一些实验。“社会上有一种担
心：玩平板电脑、智能手机这类电子产品会造成
儿童情商的下降。加州大学的研究者就随机挑
选了 100 多名小学生，他们每天都玩 4 个小时左
右的电子产品。一半学生进入夏令营进行 5天的
封闭训练，不再接触电子产品；另一半不参加相
应的情商训练，只正常的生活。结果发现，虽然
孩子连续玩了很久的平板电脑，但经过夏令营的
情商训练后，测试成绩仍能显著提高。”陈广耀
说，“这说明，即便玩平板电脑会对情商有所影
响，但是仍可以进行弥补和纠正。”当然，后期的
弥补与补救都不如及早的预防。

(李文)

智能电子产品催生“无助一代”？

如果有 1000 个机器人，要为它们充电，该
怎么办？一一插入各自的插座，好像挺麻烦
的。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吗？

美国哈佛大学的工程师迈克·鲁宾斯坦等
人发明了一种直径只有 25 美分硬币的小机器
人，长着 3条金属细腿，头顶伸出金属弹簧。需
要充电时，鲁宾斯坦用长棍把它们拨过来，连到
长长的充电架。只要弹簧和 2 条腿触架，立即
开始充电。

他们将小机器人称为 kilobots（Kilo 是千的
意思）。哈佛团队从 3年多前就着手研制简单、
廉价的机器人，概念是许多台这样的机器可以
组成一个群，协同工作。他们考虑的问题中就
包括如何一次为许多小机器人充电。

工程师改进了硬件，针对性地编写软件，实
现了 1024 台小机器人同时接收操作者发出的
单一命令后，机器人群集体响应，开始移位，形
成命令所要求的形状并固定。

kilobots 的位置变动都发生在集合的边缘
区域，它们像一群蜜蜂样“舞蹈”变位，需要 12
小时才能组成目标形状。这似乎还远离实际应
用，但一点也不贬低鲁宾斯坦和他团队的成
就。美国西北大学研究协同机器人的工程师凯

文·林奇认为，这确实是别人没能企及的前沿成
就。这是首次有人能直接将成千可编程机器人
连在一起，以前的努力是指挥大约 100 个小机
器人。

未来的合作机器人系统能做什么？林奇举
例说，发送单一命令，让一组无人机在倒塌街区
中搜寻幸存者。无人机们不能同时进入，然后
用自己的算法根据环境确定什么时候分散，它
们检查不同的房间，每台都知道哪些房间已检
查过。

哈佛的研究是机器人研究领域的一个热
点，比较流行的叫法是“群机器人”。群机器人
对操作者发出的一组命令做出初步响应；而以
后，小机器人的基本算法能决定各自应如何行
动，一起完成大的任务。结果是以最小人力实
现机器人的最大效率。

建立这样的系统面临的挑战是：每个机器
人的复杂程度受限，因为必须足够便宜，即使数
百数千台，让人也买得起。拿 kilobots 来说，零
件成本约 14美元。只配一个红外传感器，计算
自己与邻近同伴间的距离。这就是为什么机器
人始终粘在群的边缘移动，因为一旦走远，它们
就是瞎子，“看”不到周围环境，不能计算出自己

的位置。
群机器人还必须借助自己的简单功能，协

同实现更复杂、更大的任务。鲁宾斯坦说研究
工作有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为那些 kilobots确
定规则，包括应对故障（如机器人动力中断），实
现协同工作等。

太空项目策划者对这种群机器人的概念特
别感兴趣。他们可以将较大的卫星部件以零件
的形式释放到轨道，让零件们组装自己（这一点
像组装式家具，只是在太空组装）。要知道，将
较小零件送入太空，比发射大部件容易些，也比
较便宜。鲁宾斯坦和同事的工作发表在《科学》
杂志。

(凌启渝)

机器人做千人团体操

无论是在交通拥堵的城市，还是在景色迷
人的郊野，拥有一台能跑、能飞的两栖交通工具
是许多人的梦想。如今，这个梦想即将变成现
实。荷兰一家公司已经开始出售会飞的三轮摩
托，它既可以在公路上高速行驶，也可在百米以

下的低空中快速飞行。
这款会飞的三轮摩托名为“帕尔

夫 1 号 ”（Pal-V One），是 由 荷 兰 帕
尔夫公司开发的。这款飞行摩托在
飞行时的外观看起来像是直升机，
然而它其实是一种旋翼机。它前进
的动力必须由发动机带动尾部的螺
旋桨来提供，它顶部的旋翼则是利
用摩托前行时的相对气流吹动旋翼
自转以产生升力。因此，这款飞行
摩托并不能像许多人期盼的那样自
由起降，必须有助跑的跑道才能起
飞和降落。

不过，“帕尔夫 1号”飞行摩托对跑
道的要求比现在的各种个人飞机要求
低一些，起飞时需 165 米长的跑道，而
降落时则只需 30 米长的跑道。当然，

它并不需要特设跑道，在车流较稀的公路上就
可以起降。由于它在降落时对地形有一定要
求，因此需要预先找到降落地点。如果在油耗
尽前还没有找到合适降落地点，则很可能会发
生“机毁人亡”的惨剧。降落到地面之后，司机

关闭飞行模式进入到行驶模式，此时顶部旋翼
和尾部螺旋桨会自动折叠缩回，减小摩托车行
驶时的风阻。

“帕尔夫 1号”飞行摩托较轻，净重只有 680
公斤，车体材料为强度大、密度小的碳纤维、钛
合金及铝合金。由于飞行摩托的油箱容积有
122升，因此续航里程较大，加满油后在地面上
可以持续行驶 1200公里，或是在空中持续飞行
350 公里。飞行摩托安装了 230 马力的四缸汽
油发动机，无论在地面行驶还是在空中飞行，都
可以达到 180 公里的时速，从起步加速到 70 公
里时速只需 8秒钟。

这款会飞的三轮摩托现在开始预售，售价
为 39.5万美元，在 2016年开始正式交货。厂家
认为，飞行摩托将会像特斯拉电动车那样引发
一场较大的交通变革。研究人员认为，开发在
地面、低空、水上、沙漠等多种环境中前行的多
栖交通工具，是未来交通研究的一个重要领
域。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飞行汽车或飞行摩
托的售价会越来越低，地空两栖交通工具将越
来越普及。

(阿碧)

会飞的三轮摩托

失歌症从先天因素来讲，遗传（基因）等方面
的原因会导致“音乐脑”产生对于音高的识别障
碍，且这种识别障碍在现实音乐环境下会被放
大，进而出现音乐相关的记忆障碍。从后天发育
来说，当大脑产生病变后，易致使患者部分或全
部丧失本有的认知音符、歌唱节奏以及欣赏乐曲
的能力。

唱歌不着调，又称为“失歌症”，是一种对音
调把握不准，有乐感缺陷的异常表现，常伴随着
对音乐记忆和识别上的问题。

有统计表明，有 10%的人先天五音不全，唱
歌跑调。其中的 4%是先天性对音调精细识别的
失敏。2002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科研人员
对失歌症者的脑部进行了全面的扫描，发现有大
约一半的失歌症者在韵律认识方面有问题，且找
到了一个与辨别音高和记忆旋律有关的大脑区
域的脑白质与普通人的细微不同。他们推测，人
脑中应该是存在有一个专门处理音乐的“模块”，

当此部分发育不全就易导致失歌症症状。
人为什么会患上失歌症呢？目前还没有确

切的研究结果。不过从理论上来讲，它应该是先
天的遗传因素和后天的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先天因素来讲，人类大脑的右半球主管着人的
想象、颜色、音乐、节奏等，遗传（基因）等方面的
原因会导致“音乐脑”产生对于音高的识别障碍，
且这种识别障碍在现实音乐情境下会被放大，进
而出现音乐相关的记忆障碍。就像色弱者无法
分清波长相近的颜色一样，失歌症者无法区别出
音高相近的音符。当然，也有研究表明，失歌症
与大脑左侧额叶的发育有关。左半脑额叶区的
运动性语言中枢，管理语言、性格、判断力、注意
力、书写等功能，与情感的清晰表达，声音的精准
模仿等都密切相关。当大脑左半球颞叶前部产
生病变后，易致使患者部分或全部丧失本有的认
知音符、歌唱演奏以及欣赏乐曲的能力，进而表
现出其唱歌跑调。

2009年，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科研人员对 53
例脑卒中患者的左或右半球大脑中动脉进行了
长期的跟踪研究。结果表明，失歌症组的左、右
半球与正常人群并无太大差异，只是失歌症组常
有着较多的额叶和听觉皮层病变。试验结果表
明，后天失歌症的产生与一系列的认知功能、注
意集中力、大脑运行功能，以及记忆能力相关。

当然，许多关于失歌症的研究也同样支持诸
如初级听觉皮层、次级听觉皮层，以及边缘系统
等多个皮层区域在音乐的处理中的重要性。研
究者认为，其它皮层区域的病变，以及皮质厚度
的异常，神经连接及大脑可塑性的缺陷等，也都
与失歌症的发生有关。

另有一些研究表明，音调的处理一般是由大
脑右颞区控制的（此区域有区分旋律、音调及间
隔信息的功能），正常的次级听觉皮层会处理音
调的变化并操控正确的语音语调。而最近的节
奏分辨的试验提示，双颞区和神经运动区的互联

动缺乏极可能是致使先天或后天失歌症产生的
重要原因。

此外，记忆是有关识别和记录曲调的内部呈
现，有助于识别熟悉的歌曲和将演唱歌曲的能力
进入到脑中，故记忆的损伤也会很大程度造就失
歌症的产生。 (夏志)

为什么有人唱歌不着调？

新华社东京9月21日电（记者蓝建中）日
本京都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
日前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黑猩猩天生具有攻
击性，它们会剥夺其他同类的生命，这是为了
夺得更多食物和配偶而进化出来的天性。

黑猩猩存在杀害同类的行为，但其原因一
直没有确定。曾有一种假说认为，黑猩猩的攻
击性是由于人类破坏森林和偷猎等导致的精
神压力引发的，不过并没有得到证实。

日美研究人员在新一期英国《自然》杂志
上报告说，他们调查了从上世纪 60年代开始在
非洲观察到的 152 起黑猩猩杀害同类事件，发
现在很多情况下，雄性黑猩猩会集体参与杀害
行为，而被杀害的一般都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其
他群体的黑猩猩。

研究人员指出，黑猩猩杀害其他群体的同
类之后，有时会占有受害者的地盘和那里的雌
性黑猩猩。而在同一群体内，也存在与雌性交
配特别多的雄性黑猩猩被杀害的现象。

研究人员还注意到，乌干达境内受人类活
动影响很少的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反而发生
了更多黑猩猩杀害同类的行为。他们由此认
为，为增加将来的繁殖机会，雄性黑猩猩进化
出了杀害“潜在情敌”的倾向性，以免对方成为
自己的竞争对手。

黑猩猩为什么会攻击同类

你可能不会想到，在剧烈运动后，你的运
动短裤会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臭味。

刊登在《应用与环境微生物学》期刊上的
一项新研究显示，这种臭气是真实存在的，并
且是有原因的。

研究人员要求志愿者闻健康人在持续 1小
时剧烈运动中穿的棉质和聚酯T恤，但不是已
经“发酵”28 小时后的多汗衬衫。（让闷热的衬
衫有时间将汗水中的脂肪酸分解成更小的、能
在空气中传播的分子，从而让人们闻到臭味。）

反馈结果显示，聚酯T恤的气味确实比纯
棉 T 恤更难闻，研究人员用显微镜观察了织
物，以便找出原因。他们发现，微球菌——将
汗水变臭的罪魁祸首，在聚酯T恤中的生长速
度比在棉质衣物中更快。

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人造纤维不能吸收水
汽，而是将它们储存起来。现在，该研究小组
正试着精确判断为何聚酯纤维是此类微球菌
的庇护所。

(唐凤）

研究证明臭气真实存在且有原因

你的球衣为何发臭？

绝大多数灵长类动物都生长发育得比较
缓慢，而人类尤其突出，人类在婴幼儿时期的
生长速度更像爬行动物而不是哺乳动物。美
国一项新研究表明，这是因为能量一开始主要
供给大脑，延长了身体的生长发育期。

研究人员近日在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
学报》上报告说，人类儿童的大脑有着巨大的
能量需求，5 岁时消耗的能量大约是成年人时
期的两倍。这或许可以解释人类为什么有着
漫长的婴幼儿期。

“我们发现，人类身体在婴幼儿时期长不
快，是因为大量资源都用来发育大脑，”论文第
一作者、美国西北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夫·库扎
瓦在一份声明中说，“作为人类，我们有太多的
知识需要学习，而学习需要一个复杂且渴求能
量的大脑。”

在新研究中，研究人员估计了 36人的大脑
葡萄糖消耗水平，并测量了402人从出生到成年
的大脑容量变化。结果证实，大脑对能量需求
最大的时期，也是身体生长发育最缓慢的时期。

4 岁时，人类大脑所消耗的能量约占人体
总消耗量的 40％，此时每克大脑组织的葡萄糖
消耗水平是出生时的 2.5 倍。5 岁时人类大脑
对葡萄糖的需求达到峰值，成年人大脑对葡萄
糖的需求只有此时的一半。总体而言，4到 5岁
时，人类身体的生长速度降至最慢。

由于人类出生时头部占身体的比例最大，
此前曾有研究认为，新生儿时期大脑所消耗能
量占人体总消耗量的比例是人类一生中最大
的时期。

研究人员还猜测说，人类大脑在婴幼儿期
中期阶段能量需求达到最大，而大脑中连接神
经元的突触数量也在这个年龄段达到最大值，
这说明大脑消耗的能量可能用来生长突触。

（林小春）

人类的婴幼儿期缘何漫长

贻贝（海虹）和藤壶等贝类能够分泌出粘
性很高的蛋白，借助这种物质它们能够牢牢地
附着在岩石或船体上，任凭风吹浪打都不会脱
落。受到这种天然“胶水”的启发，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的一组科学家日前开发出一种能够修
复船只、帮助术后伤口愈合的新型粘合剂。

这种粘合剂的神奇之处在于，即便在水下
使用，效果也丝毫不会受到影响。据称是目前
能够在水下使用的、粘合强度最好的粘合剂。
相关论文发表在 9 月 21 日出版的《自然·纳米
技术》杂志上。

为了制造这种新型防水粘合剂，研究人员
培养出了一种细菌，能够将贻贝分泌出的蛋白
质胶水与其自身生物膜分泌出的蛋白结合在
一起。这种混合蛋白具有比贝类分泌的天然
蛋白胶水更好的粘性。贻贝所分泌的这种能
够帮助其在水下附着在物体表面的物质，由多
种蛋白质组成。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9月 22日报道，通过用
细菌对这些蛋白质进行纯化，研究人员将它们
培育成了一种致密的纤维网。最终得到的材
料具有规则、柔软的结构，能够紧密附着在干
燥或潮湿的表面。研究人员用原子力显微镜
对这种粘合剂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这种粘
合剂能够将二氧化硅、黄金和聚苯乙烯三种不
同的材料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研究人员称，这
种粘合剂的粘合强度要好于天然的贻贝胶粘
剂，是目前能够在水下直接使用的强度最好的
粘合剂。

（王小龙）

科学家开发出
水下强力“万能胶”

新华社东京9月23日电（记者蓝建中）肿
瘤为了获得营养，会不断产生新血管作为补充
营养的通道。日本研究人员日前宣布，他们发
现了一个能促使肿瘤产生新血管的基因。这
一成果将有助今后开发出新的癌症治疗药物。

研究人员曾发现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基因
与肿瘤新生血管有关，且已开发出数种阻碍这
种基因发挥作用的药物，不过有时患者会产生
抗药性，有时还会出现副作用。

日本三重大学教授田中利男率领的研究
小组利用自己开发的斑马鱼改良品种“三重小
町”展开实验。斑马鱼是一种小型热带鱼，但
是基因序列约有 80%与人类基因组相同，所以
经常被用于科学实验。

研究人员将前列腺癌细胞植入斑马鱼体
内后，发现一种名为“ZMYND8”的基因表达增
强后，肿瘤就容易生成新的血管。而利用药物
遏制这种基因的功能后，新血管的生成也随之
受到遏制。研究人员随后利用人脐带静脉血
管内皮细胞展开实验，也获得了同样效果。

田中利男说：“今后科学界有望通过遏制
这一基因的功能，开发出新的癌症治疗药物。”

日本发现与肿瘤生长
有关的新基因

会 飞 的
三轮摩托，它
既 可 以 在 公
路 上 高 速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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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中 快 速 飞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