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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 Google 之前提出的纳米级磁性癌
症诊断粒子的研发计划吗？尽管后来遭到了科
学家的质疑，但是至少是医学的一个新方向。
近日，来自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智能系
统科学家团队开发了一个能在人体内游动的微
型扇贝机器人。

据悉，这个微型机器人凭肉眼勉强可见，可
在血液，眼球液，以及其他体液中游泳。研发团
队认为，模仿扇贝是最佳的表现方式。

首先，体液跟水不一样，它需要维持一定的
黏稠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前后移动是最好的游
泳方式。其次，微型扇贝移动起来不需要太多
动力，在动力方面不用考虑电池和马达，只需要
外部磁场提供能量。这样一来，机器人在体积
方面可以制作得尽可能小。

科学家表示，这款机器人目前没有特定的用
途，他们希望能够为开发高级医疗科技的其他团
队和公司提供一定的设计参考，比如修复损伤细
胞、输送药物等。目前，大家可以在《自然》杂志上
查看他们最新发布的论文信息。 （克达）

扇贝机器人
可在人体内游泳

在医院做 CT 检查时，人们希望尽少接受
辐射剂量但又不影响图像清晰度。西北工业大
学介万奇教授团队使之成为可能。

该团队经过多年攻关，在我国首次解决了
碲锌镉晶体从原料合成到生成技术以及工艺流
程等多项难题，开发出高性能的碲锌镉晶体及
高效率、低成本单晶制备技术和关键设备。使
用该成果，做CT检查时，只需接受辐射剂量的
三分之一，就可得到同等清晰度的图像。

除了医学成像，该成果可广泛应用于航空、
航天、核能、工业、农业等诸多领域。近日，该团
队发明出“土壤CT”。这是一台婴儿推车大小
的“集成实验室”，可实现对土壤质量的就地检
测，只需十几分钟，土壤中放射性物质、重金属
污染、农药残余以及各种有机物污染等土壤质
量情况便可悉数掌握。

在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国家重点实验
室，一部手机大小的以碲锌镉晶体材料为核心
的γ辐射剂量仪，能快速精准地捕捉到放射源
信息。随着仪器的启动，屏幕上很快显示出

“0.18μSv/h”的单位数字。介万奇介绍，这是
宇宙本底射线的辐射量，是在没有放射源时的
背景剂量。碲锌镉晶体材料的灵敏度可以达到
极限，连微弱到几乎没有的宇宙本底射线也能
清晰捕捉到，其研发应用技术含量高、难度大，
单是晶体纯度就要求达到“7 个 9”以上。该晶
体经英国卢瑟福国家实验室等国内外多家权威
机构测定表明其性能优异，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目前，该团队正与某公司合作开发新型安
检设备，可准确分辨出所携带物品是否属违禁
品。未来或许乘客可以随身带着液态物品等乘
坐飞机。 （马爱平）

神秘晶体让CT辐射量
减少三分之二

不远未来的地球，沙尘暴肆虐，生命遭到威胁，文
明面临生死存亡，人类不得不迁徙……一切问题的解
被指向浩瀚的宇宙。本月 12日，“烧脑”大片《星际穿
越》在中国上映，票房一路飙红，口碑爆表，并引发影迷

“恶补”物理知识的热潮。
与此前同样由诺兰执导的《盗梦空间》相比，《星际

穿越》并没有沿袭上一部电影的爆棚想象力，而是专门
聘请来霍金的好友、天体物理学领域权威——基普·S·
索恩作为编剧之一兼科学指导，这也着实让太空科幻
迷们有了讨论不完的科学话题……

穿越黑洞 能否与死神擦肩而过？

“黑洞由大质量的恒星在引力塌缩后形
成，科学家们认为由于重力的强劲拉力，坍塌
的恒星中的所有物质都被压缩成一个极小的
点，这个点就是电影中提到的‘奇点’。”陈学雷
说，“奇点的质量和密度大得惊人，你离这个高
密度的点越近，引力对你的拉力就越大，当近
到一个叫作‘事件视界’的临近点时，过了这个
界限哪怕是宇宙中速度最快的东西——光，也
逃不掉奇点的引力。”

“如果一个人的头朝上、脚朝下接近奇
点，脚会比头受到更强的引力拉力，这个引力
差非常大，以至于人被拉成‘面条’，每块肉体
会继续被拉伸和断裂，直到面目全非，物理学
把这样的‘死法’叫作‘意大利面条化’。”虞骏
说，“但是黑洞是个比较奇怪的东西，电影中
交代：它的质量越大，就越‘温柔’。”

按照索恩为这部电影撰写的配套书中的
设定，电影中的黑洞质量相当于一亿个太阳。

“如此之大的质量令这个黑洞非常‘温柔’，根
据计算，在它的‘事件视界’附近，一个人的头
和脚带来的引力差要比人站在地球上头和脚
受到的重力差还小。正因如此，按照电影设定
的前提，我们至少可以相信库珀在接近黑洞边

缘时依然毫发无损，不过他进到黑洞之后是什么
样子，能不能从中走出来，我们就无法判断了，毕
竟到目前为止，科学家还没有完全了解黑洞里面
的世界。”虞骏说。

神秘方程 如何拯救全人类？

老布兰德教授以及库珀的女儿墨菲用尽一
生寻找一个方程，希望完成电影中的 A 计划
——将人类带入太空中的另一个宜居星球。是
什么方程拥有如此神奇的力量，虞骏表示，这应
该是一个引力方程。“电影中应该是想找到一个
方法控制引力，创造出反引力装置，从而将处于
水深火热中的地球人送往外太空。”

“影片中飞行器升空时仍需借助类似火箭
燃料的能量将航天飞船送往外太空，根据这一
短暂的镜头可以大致判断，即便科技发展到电
影中所处的时代，燃料问题仍然困扰着科学
家。”陈学雷说，“事实上，借助现有的观测及探
测技术，我们一直在寻找人类宜居的行星，并
在其他星系中看到了希望，但要实现‘星际移
民’的计划，动力问题依然是最大的困难之一，
而电影中老布兰德教授及墨菲正是倾其一生
在寻找这样一个引力方程。”他同时还指出，电
影中说“解”（solve）方程的确存在歧义，“应该
是缺少这个方程中的一些关键项，因此用‘找’

到方程更合适一些，如果方程中的所有要素都
搞明白了，剩下的事情只要用数学去求解就可
以了”。

五维空间 时间可碰可触？

电影中最为科幻的镜头莫过于库珀穿越黑
洞来到五维空间，发现时间变成了实物且就在
墨菲房间的书架后面。“提到多维度时空，大家
通常感到很神秘，事实上科学家一直在利用维
度来描述世界。”虞骏介绍，比如，物理学家在描
述一个质点的运动状态时已经用到六维——位
置坐标（x，y，z）、速度坐标（vx，vy，vz），如果考虑
加速度或者其他因素，就更多了。

“人类进入黑洞会看到怎样的景象，在多维
空间里时间会以怎样的形态出现，利用引力穿
越维度空间能否将数据传输出来，电影中有关
这些问题都只是一种理论猜想，虽然现在的科
学水平还不能给我们明确的答案，但应该也不
像电影中所呈现的那样在一个书架后面。”陈学
雷说，“比起穿越剧来我们之所以更愿意去讨论
这部电影的科学性，正是因为它试图不去违反
我们已知的物理学规律。但归根结底它仍然是
一部科幻电影，当主人公进入到黑洞里面，也就
走出了目前科学研究所熟悉的范围，接下来的
事就应该交给想象力了。” （刘晓莹）

《《星际穿越星际穿越》》穿越了哪些穿越了哪些““烧脑烧脑””科学科学
面对年幼的孩子，很多家长都会习惯“手把

手”式地陪玩。作为父母，珍惜与孩子在一起的时
间是应该的，但如果想让宝贝儿变得更有能力、更
独立，为人父母者就必须更体贴地给孩子留出一
点“个人时间”。

“非建构性活动”更能帮助孩子掌握生
活技能

对于孩子的“呼唤”不采取行动、把孩子“交
还”给玩具……这些并不是狠心母亲的错误行为，
近日有国外研究者发布论文，正好强调了这一
点。该研究报告发表在最近的《前沿心理学》上，
研究者认为，花更多时间在非建构性活动上的孩
子可能会更好地掌握一些重要的生活技能。

研究人员把孩子的行为分为非建构性活动和
建构性活动两种，前者包括儿童发起的活动，如独
自一人或与朋友一起唱歌、骑车露营等；后者包括
足球训练、钢琴学习、做家务和做作业等。研究发
现，有更多非建构性时间的七八岁的小孩在执行
能力和复杂的认知能力上的得分较高，其中包括
在任务之间无缝对接、抵制诱惑、专注等，所有这
些都能帮助人们融入这个世界。

父母对孩子干涉得越少，孩子的创造
性越高

研究人员通过分析由父母填写的活动细节记
录发现，在词语测试中最成功的孩子，就是父母对
其“个人”时间干涉得最少的孩子。因此研究人员
认为，执行能力就像肌肉，必须通过训练才能更加
精准，而只有当他们没有被成人干预的时候，才能
实行自给自足。把时间花在非建构性、自我指导
的游戏上可以让孩子们领会到如何进行自我调
节，允许他们设定目标、制订计划——作为父母，
不应该过多地布置和干涉孩子的任务和行为，让
他们多一点主见地去完成自己想干的事情，要比
手把手地教育效果好得多。

由于一些公共场所的游乐设施存在一定安全
隐患，不少家长都以“保镖”的姿态守护在孩子身
边。然而研究人员认为，父母对孩子的过分保护
会压制孩子的独立、冒险精神和创新能力。不懂
得制造“恶作剧”的孩子，并非那么令人放心和欣
喜，若想提高孩子的智力水平，就必须放手让孩子
进行更多勇敢的尝试。 （黄岚 彭苑菁）

“独处”有益孩子提升智力

电影中，飞行员库珀和女
科学家布兰德降落在绕着黑洞
转的星球上，星球上的 1 小时
相当于地球上的7年。“根据爱
因斯坦相对论的解释，因为黑
洞的引力场很强，会导致时空
扭曲，时空被‘拉’得非常长，就
好像时间被‘稀释’了一样。”果
壳网“科学人”主笔虞骏说。

我国神话中有“天上一日、
地下一年”的说法，如果按照这
部电影所诠释的那样，神话真
的可能成为现实？中国科学院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宇宙暗物
质暗能量团组首席科学家陈学

雷认为，电影中的这一设定的
确有它的理论依据。“除了引力
场造成时间变缓或者说‘稀释’
外，依照狭义相对论，物体运动
时质量会随着物体运动速度增
大而增加，同时，空间和时间也
会随着物体运动速度的变化而
变化，发生尺缩效应和钟慢效
应，影片中飞船飞往黑洞附近
快速转动的行星的过程中可能
也有一点影响。”陈学雷说，“不
过电影中 1 小时抵 7 年属于比
较极端的情况，虽然有相关的
理论依据，但能否真正找到这
样的星球尚不知晓。”

时空扭曲 1小时抵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