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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者”号
■ 贾 飞

近日，一种极其富有弹性的可穿戴显示器“抻
面”问世，它具有很好的明亮度和机械稳定性。该
设计将成为实现高性能可拉伸显示器和电子皮肤
的重要进展。

即时展示信息是面向许多用途的“人—电子
界面”的核心功能，这些不同用途包括成像、治疗
以及对身体健康和早发疾病的监测。贴合在皮肤
上的理想发光二极管显示器（或称LED显示器），
需要摸起来柔软，可拉伸且明亮度好。

研究团队认为，此次新问世的显示器或为将
来的电子皮肤和人—电子应用打下基础。尽管现
在似乎很流行柔性显示器，但真正具有“可重复拉
伸性”的设备依然非常匮乏。而为了将普通刚性
显示器转变为可拉伸的架构，一些此前报道的柔
性显示屏策略，包括兼具刚性的纳米复合材料，或
者嵌入弹性聚合物基质中的纳米结构，都或多或
少在设备性能、拉伸性或分辨率上有所牺牲。正
因如此，新“抻面”显示器展示出的拉伸性和稳定
性才弥足珍贵，其标志着柔性显示器领域一个相
当大的进步。

在我国载人潜水器的行列中，“奋斗者”号是排头
兵，是我国载人深潜二十年来的发展结晶。从“蛟龙”
号、“深海勇士”号到“奋斗者”号，我国从零开始，攻克
一个又一个难关，最终成功建造核心部件国产化率超
过96.5%的“奋斗者”号！2020年11月10日，“奋斗者”
号刷新了中国载人深潜纪录，在马里亚纳海沟坐底深
度达到了10909米。

绿白色的“奋斗者”号外形敦实，像头抹香鲸，三
个观察窗就像三只眼睛，随时注意窗外的动静。“奋斗
者”号要保证载客量，载人舱不能小；但为了潜水更
深，潜水器自身的负重要小，球舱要轻。不过如此矛
盾的问题难不倒我国科学家，他们进行了上千次测
试，不断优化，首次提出并使用增强增韧合金的设计
方案，抗击下潜时潜水器的保载疲劳。还发明了高强
度高韧性的钛合金新材料，这种材料具有良好的热加
工成形以及焊接成形工艺性能，建成国际上第一个可
容纳3人的深海潜水器球舱。“奋斗者”号的载人球舱
最终直径为1.8米，是目前世界上最大、搭载人数最多
的潜水器载人舱球壳。

“奋斗者”号做一次万米深潜来回需耗费14个小
时，在海底持续作业时间可达6小时以上。在万米深
渊的高压之下，除了潜水器的材料质量过硬，还要使
用能够有效避免因温度过高而引发自燃隐患的电池
系统。“奋斗者”号用一百多块单体锂电池组成了潜水
器的能量包。它们经历了多次抗打击训练，经受得住

撞击、针刺、海水浸泡、短路、过充、过放等意外情况，
保证使用的安全可靠。光有能量包还不行，电池在使
用过程中还需要散热。散热使用的是填充模块间隙
的油。当其中某个电池温度升高，热量首先会传递给
周围的油，这些油再通过电池的箱体将热量传递给外
部的海水，达到降温散热的作用。

“奋斗者”号使用的固体浮力材料是成千上万个
纳米级大小的玻璃微珠。这些玻璃珠子兼具密度小
和抗压强度高两个相对立的特性，是潜水器获取水下
净浮“奋斗者”号力、实现无动力上浮和悬浮定位的核
心结构部件，不仅在提高装备载荷、减小外形尺寸上
发挥重要作用，还能有效保障系统结构在深海高压环
境下的稳定性。

物理学家发现了一种新方法，可以给软体机器人
覆盖一些材料，使它们能以更有目的性的方式移动和
运转。

研究报告的作者认为，他们使用“活性物质”进行
的突破性建模可能标志着机器人设计的一个转折点。

普通软性材料的表面总会缩成一个球体。比如，
水珠的出现是因为液体和其他软性物质的表面会自然
收缩到尽可能小的表面积——即球体。但活性物质
可以设计成能够对抗这一趋势。一个例子是包裹在一
层纳米机器人中的橡皮球，通过编程，这些机器人可以
协同工作，把这个球变为一个预先确定的新形状。

人们希望，活性物质将带来能自下而上运转的新
一代机器。这些新机器不是由中央控制器来控制，而
是由许多活性单位制成，这些单位会相互合作，以决
定机器的运动和功能。这类似于人体生物组织的运
转，如心肌中的纤维。

通过在纳米粒子表面覆盖响应型活性材料，还可
以按需定制药物胶囊的大小和形状。这可能对药物
与人体细胞相互作用的方式产生巨大影响。

研究报告的通讯作者安东·苏斯洛夫博士说：“这项研
究具有许多实用意义。例如，未来的技术可能制造出更
软、能够更好地操作精密材料的软体机器人。”（本报综合）

可穿戴显示器“抻面”问世
■ 张梦然下一代机器人将有变形能力

插图 苏盼盼

防范形势严峻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古文物建筑中木制建筑占比
相当高，火灾风险叠加，消防安全工作任重道远。一
方面，古文物建筑具有不可再生性，宝贵而脆弱，一旦
发生火灾，极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另一方
面，相比其他火灾类型，古文物建筑消防难度更大。
往往存在以下难点：其一，古建筑历史悠久，消防设施
陈旧甚至失灵，缺乏有效保护；其二，古建筑多位于偏
远地区，道路狭窄，防火间距不足，易引发相连或相邻
的建筑着火，也不利于消防救援；其三，古建筑群里存
有大量商业区域，用电设备较多，超负荷运行现象严
重，极易引发电气火灾。

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物防技防措施优势日益
凸显，综合运用智慧消防、物联网技术防范化解文物
建筑火灾风险势在必行。

多模物联技术优化人力物力

文博消防作为安防领域的一大重要板块，消除火
灾隐患，守护历史文化瑰宝，安防企业必当责无旁
贷。引发文物建筑火灾的原因有很多，电气火灾则是
其中一大主要原因。根据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发
布的数据，近十年来，全国文物古建筑火灾超30%为

电气原因引起。针对电气原因引起的文物建筑火灾，
安防技术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基于文物安全监管预测消防安全趋势，海康威视
全新推出的智慧文博平台，全天候24小时的双光谱
智能巡视，高点监控重载云台热成像技术能对防盗、
防火感知监测，大大提升文物保护能力，还采用多模
物联技术，突破传统文博消防系统存在的数据无法互
通、共享，业务无法联动等难题，优化人力、物力资源
配置，提升文物安全防火能力。

热成像预知风险实现“救早灭小”

针对文物古建筑，大华股份推出文物智慧消防解
决方案，通过热成像及时发现火情，运用可见光智能
算法、视频火焰图像复合识别实现对视频画面范围内
的火焰进行监测，提高火情处理效率，减少误报、漏
报，缩短核实时间，助力实现“救早灭小”的目标。

针对古建筑电气火灾特性，阿古电务推出Alesp
小电羊智慧安全用电解决方案，在利用自主研发的

智慧安全用电测控终端等物联网设备基础上，结
合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帮助文
博单位实现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管理，提高整个建
筑群的配用电安全及可靠性，消除电气火灾隐患。

（本报综合）

“智慧消防”助力文物建筑防范火灾
由于饱经历史风

霜，文物建筑及博物馆
耐火等级低、扑救困难，
备受火灾威胁，防范形
势较为严峻。近年来，
巴西博物馆、巴黎圣母
院等多起国际重大火灾
悲剧，一次次敲响文
博消防警钟，引发了
我国对文物古建筑及
博物馆火灾安全
防范的高度重视。

知多少知多少科技热词、新词
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主办

近日，戴森正式发布了Dyson Zone™空气
净化耳机。据悉，这是一款搭配主动降噪技术的
高保真头戴式耳机，佩戴者可同时享受沉浸式音
频体验并呼吸洁净空气。这款空气净化耳机具备
双重净化系统，能够有效过滤空气中的污染物和
有害气体，同时还支持主动降噪技术。

据介绍，空气净化耳机已经花费了6年时间
进行研发，它搭载高性能滤网和两个小型气泵，可
以在不接触面部的情况下输送洁净空气。该设备
支持4种空气净化模式：低速模式、中速模式、高
速模式和自动模式。

由于不同的运动水平会产生不同的呼吸模
式，这款空气净化耳机搭载了加速度检测器，在自
动模式下，其净化速度可以在高速、中速、低速之
间自动调节。

在净化方面，该设备里装有富钾碳过滤器，使
用静电过滤器来清洁空气（每12个月左右需更
换）。官方消息称这足以捕捉99%小至0.1微米的
微粒污染，包括灰尘、花粉、细菌等。

另外在面罩拆卸后，该设备也可以作为普通
的主动降噪耳机进行使用。 （本报综合）

直接戴在头上的
“空气净化器”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