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于梅君 美编：马秀霞 组版：侯波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在宇宙中，因为缺少定位标，有时航天器会偏
离航向，飞上错误的轨道，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科
学家注意到苍蝇不用跑道“就能直接起飞”，经过
研究发现，苍蝇后面一对翅膀已退化，并形成了哑
铃状的一对小棒，这就是楫翅。

楫翅是苍蝇飞行时的天然导航仪，当苍蝇在
飞行时，楫翅迅速振动，每秒频率为330次。一旦苍
蝇的身体发生倾斜或偏离航向，楫翅就会扭转振
动，并向苍蝇的大脑发出信号，大脑会即刻调整有
关肌肉，纠正偏离的航向，保持身体平衡。

科学家利用苍蝇楫翅的导航原理，成功研制
出一种音叉式振动的陀螺仪，把它安装在高速飞
行的火箭、飞机或其他一些航天器上，可以自动纠
正偏转的航向，保持正确的轨道运行。

苍蝇的复眼包含4000只可以独立成像的单
眼，几乎可以360度看到物体。受其启发，由1300多
个小镜头组成的“飞眼”相机，一次可拍摄1300多
张高分辨率照片，在航天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飞机高速飞行时，常会剧烈震动，有时甚至会
因折断机翼而发生事故。而蜻蜓每个翅膀前沿，都
有一块加厚的深色角质层或色素斑，依靠加重的
翅痣，在高速飞行时安然无恙，于是人们效仿蜻
蜓，在飞机两翼加上了长方形金属板，作为抗震颤
装置，解决了高速飞行引起振动这个棘手问题。

 太空导航，灵感来自苍蝇

航天服和小龙虾，你能想到这两个看似相差
十万八千里的东西也存在联系吗？

众所周知，航天员能顺利出舱完成各项任务，
全靠航天服的保护，航天服相当于一个小型载人
航天器，能为航天员提供一个类似地球的环境，防
止真空、高低温、太阳辐射和微流星等环境因素的
危害。

航天服除了要求安全系数高，还需要拥有很
好的灵活度。关节部位是航天服设计中的一大难
点，关节如果太硬，宇航员难以活动，如果太软，又
无法达到防护效果。为了让航天员有一件既牢固
又灵活自如的航天服，科学家费尽了心思。

在设计新一代“飞天”航天服时，我国航天工
程师在吃小龙虾时，从虾尾既坚硬又灵活的鳞片
结构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灵感。

小龙虾全身大部分都是坚硬的外壳，却不影
响它任意弯曲，而且在水中也十分灵活。原来它身
上有一种鳞片层叠的结构，将坚硬的躯壳和柔软
的组织完美结合在一起，才让它如此灵活。

工程师汲取灵感，经过反复设计和实验，“飞
天”舱外服关节处，设计了类似虾尾鳞片的层叠结
构，同时使用气密轴承，让航天服严格保证气密性
的同时，使关节活动自如。

此外，航天器升空时，速度非常快，是人体根
本无法承受的压力。而科学家研究发现，长颈鹿血
液通过长长的颈部输送到头部时，却不会发生脑
溢血。通过对长颈鹿的研究，科学家研制出适合航
天飞行的“抗荷服”。当飞船飞行速度增加时，抗荷
服可以充入一定量的气体，从而对血管产生一定
压力，这样可以让宇航员的血压保持正常。同时宇
航员腹部以下部位，要套入抽去空气的密封装置
中，这样可以减小腿部的血压，有利于身体上部血
液向下输送。

航天服“学师”小龙虾、长颈鹿  卫星调温原理来自蝴蝶

科学家对蝴蝶研究发现，蝴蝶
的鳞片具有巧妙调节体温的作用。

在炎热的盛夏，当太阳光直
射到蝴蝶身上时，它的鳞片会自
动张开，以减小太阳光的辐射角
度，从而减少对阳光热能的吸收；
当气温下降时，鳞片又会自动闭
合，紧贴体表，使阳光直射到身上，
以便吸收更多太阳光的热量。

正是由于鳞片自动张开和闭
合，蝴蝶能将自己的体温始终控
制在正常范围内。

人造地球卫星在太空飞行
时，会受到太阳光的强烈辐射，使
向阳一面的温度高达200℃，而背
阴一面却会降到零下200℃，这样
卫星装备上的各种精密仪器、仪
表很容易被烧坏或冻裂，由于温
差极大，很多仪器测量也不很准
确。

科学家模仿蝴蝶鳞片的功

能，为人造地球卫星设计出一种
高效率的调控温度装置，使卫星
部分表面也有和蝴蝶一样的鳞
片，当太阳直射而使其温度很高
时，鳞片便会自动打开，并转换一
个角度，这样就大大减少了对太阳
能的吸收，使卫星温度不会太高。

当外界气温下降时，鳞片便会
自动闭合紧贴体表，以吸收更多太
阳能，使卫星温度不会降得太低。

此外，蝴蝶翅膀上柔软的外
模和血管时紧时松，使其能在任
何飞行阶段收放自如。工程师效
仿蝴蝶的这一结构特征，尝试在
机翼设计中，采用小型可移动表
面及灵活的内部组件，从而提高
飞行效率。

此前，科学家早就利用蝙蝠
发送超声波视物捕食，以及在飞
行时躲避障碍物的特性，给飞机
装上了雷达系统。

 蜜蜂与导航偏光罗盘

蜜蜂在无数花朵上采蜜，从
来不会迷路，这是为啥？原来，它
会利用偏振光来定向。

在各个方向振动的太阳光，被
大气层折射和反射后，会变成某个
方向占优势的偏振光，蜜蜂就是利
用偏振光来确定太阳方位的。

蜜蜂有一双复眼，每只眼睛
都由6300个小眼组成，由于复眼
的特殊构造和特殊功能，才使它
对太阳偏振光有特殊的敏感，即
使乌云密布，它们也能根据太阳
方位的变化，进行时间校正。

因此，它们外出采蜜和回
巢，从来不会迷失方向。在蜜蜂
偏光定向本领的启示下，科学家
研制成功了偏光罗盘，应用于航
海和航空技术。无论是烟雾弥漫
的白天，还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
夜，无论是白茫茫的海面上，还
是一望无边漆黑的夜空中，这种

罗盘都能使轮船和一些航天器
保持正确的航向。

蜂窝是由一个个排列整齐
的六角形小蜂房组成的。事实
上，蜂巢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六棱
镜，而是一个底部由三个菱形组
成的“尖顶六棱柱形”。

为了使航天器能达到足够
的速度，运载火箭必须提供相当
大的推力。航天器重量越轻，运
载火箭的“负担”就越轻，航天器
就可以飞得越高越远。为了减轻
航天器的重量，科学家从蜂窝结
构中得到了灵感。

在制造飞船时，人们首先将
金属材料做成蜂窝状，然后用两
块金属板夹住，形成蜂窝状结
构。这种结构的飞机容量大、强
度高、重量轻，不易传导声音和
热量。因此，当今的航天器和其
他飞行器都采用这种蜂窝结构。

食欲旺盛

可能是蛋白质没吃够

有这么一些人，明明刚吃完饭，就开始盼
着下一顿饭，食欲仿佛永远无法得到满足。近
日，一项刊登在美国《肥胖》期刊的研究发现，
食欲旺盛可能是身体里缺少蛋白质了。

悉尼大学研究人员分析了9341名平均年
龄为46 . 3岁的成年人营养和身体活动调查数
据，结果发现：在一天的第一顿饭中摄入较低
蛋白质的人，会在随后的几顿饭中继续增加
总摄入量，而那些摄入了推荐量蛋白质的人
则没有。事实上，后者一整天都在减少食物摄
入量。

到一天的第三顿饭时，那些在一天开始时
蛋白质能量比例较高的人，一天的总能量摄入
要低得多。与此同时，那些在一天开始时吃低
蛋白质食物的人，开始增加摄入量，表明他们
正在寻求通过消耗更多的总能量来弥补。

现代饮食中，很多食物由高度加工和精
制的食物组成，蛋白质含量低，人们被迫食用
更多高能量食物，直到满足对蛋白质的需求。

悉尼大学的科学家认为，尽管有许多因
素导致体重过度增加，包括饮食习惯、身体活
动水平和睡眠习惯，但人体对蛋白质的强烈
需求，是能量过度消耗和肥胖的主要原因。

马斯克让猴子

“学会”意念打字

在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最新的发布会
上，马斯克展示了“猴子意念打字”的新成果。
研究团队在猴子的大脑里植入芯片，捕捉脑
电活动的信号，然后将信号翻译为电脑中的
指令，实现打字操作。一只名叫Sake的猴子，
通过这种方式输出了“welcome to show and
tell”以及“can i please have snacks”两句话。
当然，马斯克也澄清说，猴子并不会拼写。它
只是用自己的大脑活动，将光标移动到特定
的按键上，拼出计算机程序需要的句子。

2021年，Neuralink曾展示过大脑被植入
芯片的猴子学会打乒乓球游戏的成果，当猴
子用意念熟练操控屏幕里的“球拍”接住“乒
乓球”，面前的管子就会输出果汁供它饮用。

这一次的意念打字，对猴子来说也是相
似的活动，当猴子配合人类进行演示，就会获
得水果作为奖励。

其实，高准确率的意念打字在人类大脑
中已经实现，研究成果也曾在去年登上《自
然》封面。马斯克表示，猴子打字视频只是希
望展现Neuralink的植入物将如何帮助瘫痪者
使用手机。他还透露，公司已向FDA递交申
请，预计6个月后可以在人类身上进行试验。

英国男子钓起

30公斤巨型锦鲤

近日，在法国东北部，一处名为蓝水湖的
垂钓场所，一名英国垂钓者经过25分钟的拉
锯战，钓起一条重达30公斤的锦鲤。它被认为
是革鲤和锦鲤的杂交品种。场地经营者表示，
这条鱼在被捕获的同类当中，是有史以来第
二大的。

家养的锦鲤如果被释放到野外，拥有适
当的空间、饮食与水质，它们就可能长得更
大。这条30公斤重的鱼，其实是20年前被放进
那片垂钓场所，之后逐渐增大到如今的体型。
巨型锦鲤被钓起并称重后，已被重新放回那
片湖中。也许下次被钓起时，它会拥有更大的
体型。 据环球科学、科技日报

航天服灵感来自小龙虾？
——— 揭秘航空航天技术中的仿生学

在火箭制造生产以及发射前
的准备工作中，如何对狭小区域
内的多余物、设备状态进行查看，
一直是个难题。我国科学家发明
一款尺蠖仿生机器人，有望解决
这一难题。

“尺蠖”就是我们所说的“毛
毛虫”。由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
院打造的这款机器人，通过电能
驱动机械运动，模拟毛毛虫“收
缩—展开”的爬行动作，实现弯

曲、扭转等大幅变形。这种连续不
断的变形，让它具备更强的环境
适应性，后续通过改进，还能通过
陡峭或上下起伏的路径，完成各
种角度的转弯、掉头等动作。

未来，这款机器人还可搭
载微型摄像头、红外线等传感
设备，在管道、发动机内部等狭
小或有毒危险环境下，完成检
测、废墟救援等工作，应用前景
十分广阔。

 航天技术打造仿生“毛毛虫”

人类很多创造灵感都来自大自然，不少航空航天技术也是如此。人们通过学
习动物的能力，并且把它们应用在生产生活中，这就是仿生学。在航空航天事业发
展中，很多发明其实都“学师”于各种自然生物。

记者 于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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