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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视觉环卫机器人
实现对垃圾分类投放

科学家研发最硬玻璃 兼备硬度和韧性

新型整流罩
给卫星提供更大可用结构空间

■ 董佳莹 刘峣

近日，长征二号丙遥五十一运载火箭（简称长
二丙火箭）搭档远征一号S遥二上面级，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以“一箭三星”方式，将3颗通信技术
试验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本次任务是长二丙火箭新型整流罩的首飞。
据长二丙火箭总体主任设计师李君介绍，本次发射
的长二丙火箭首次应用4.2米直径整流罩。就像大
房间能放更多家具，4.2米直径整流罩的直径变大，
能给卫星提供更大的可用结构空间，有利于多星发
射布局的优化。未来，4.2米直径整流罩将逐步成
为长二丙火箭发射任务的常态配置。

据介绍，4.2米整流罩的气动面积较3.35直径
整流罩大40%，气动载荷同步增加，保障飞行时的
气动载荷安全成为发射的关键环节之一。与此同
时，4.2米直径整流罩的卸车、转运、吊装均需采用
新方式和新工装。

金刚石虽硬却脆

在150千米深的地球内部，部分坚硬的岩石早已
在高温高压下熔化。这里的温度超过1000℃，压力更
是相当于地表的5万倍。在犹如炼炉的环境中，经过
数亿年的时间，平淡无奇的六边形石墨晶体逐渐转变
成了晶莹剔透的天然金刚石（钻石）——自然界最坚
硬的物质。

金刚石极其坚硬的原因在于其分子结构。它牢
固而紧密的立体结构，赋予了金刚石极高的硬度。并
且，由于金刚石中没有自由电子，这种特殊的晶体结
构使得金刚石不具导电性。

虽然金刚石的硬度在自然界可谓无敌，但却有可
能在遇到硬物撞击时出现碎裂。事实上，对于超硬晶
体材料来说，硬度和韧性往往不可兼得。

在材料领域，一个与“晶体”相对应的概念是“玻
璃”。与有序的晶体相反，玻璃态即非晶体材料，与晶
体不同，它具有相对无序的结构，这不禁让科学家们

开始思考：这种具有一定秩序的混乱结构会呈现什么
意想不到的性能？

最近，来自燕山大学的研究团队就以此研制出了
一种全新的玻璃材料，它的硬度不仅超过金刚石，还
具备金刚石不具备的韧性，以及半导体特性。

最强最硬的玻璃

其实，研究人员早在2013年就已经合成出一种硬
度超过金刚石的纳米孪晶立方氮化硼。而在最新的
研究中，研究团队使用的原材料是富勒烯（C60）。富
勒烯的碳原子结构规整，具有高度的对称性。因此，
在800℃下，5GPa的压力就足以破坏富勒烯高度对称

的结构。
研究团队利用了富勒烯的这一性质，他们希望在合

适的高温高压条件下瓦解富勒烯的晶体结构，而将其解
构的目的就是要再次重建，以得到结构无序、不“完美”
的玻璃态。为此，他们选择在25GPa的高压条件下不断
升高温度。随着温度的升高，规整的晶体结构逐步瓦
解，在800℃时就可以由晶体结构完全转变为玻璃态。

此后，伴随着温度的进一步升高，意想不到的变
化出现了。在1000℃时，材料在X射线衍射光谱中不
再显现出类似于石墨的结构特征峰，而是出现了对应
于金刚石晶面的宽衍射峰。这一点完全不同于以往
合成的玻璃态碳材料。

研究团队持续升高反应温度，在1000℃、1100℃
和1200℃时，根据电子能量损失谱证实，温度越高，得
到的材料密度也越大。在高分辨率透射电镜下，平均

“粒径”也越来越小，分布趋于均匀。对于玻璃态来
说，这衡量了整体混乱结构中的秩序性，意味着逐渐
降低的混乱度与随之升高的秩序性。

科学家们将1200℃时形成的玻璃态称为“AM-
III”，并对AM-III进行力学性质测定，显示其维氏硬度
（HV）高达113GPa，可以刻画维氏硬度为103GPa。并
且，除了超高的硬度之外，AM-III的表面还能承受高
达70GPa的压力。

事实证明，AM-III已成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硬、
最强的玻璃，能完美解决超硬晶体韧性不足的问题。
并且，AM-III除了拥有出色的力学性质外，也是半导
体，而这种结合了优越力学性能与半导体性能的新型

“玻璃”还有望在光伏（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领域大
显身手。 （本报综合）

在位于中国科学院北京新技术基地的可持续
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科研人员在“可持续发
展大数据平台系统”监测平台运行情况。

全球首个以大数据服务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的国际科研机构——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

研究中心于近日在北京成立。该平台是国内首个面
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大数据云服务基础平台，可为公
众、科研人员及决策者等不同用户提供“一站式”数据
计算、分析、展示、共享服务等可持续发展目标服务和
数据公共产品。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王钊）近日，据科学家的一
项最新研究指出：气候变化不仅是人类的问题，动物也
必须适应它。随着地球变得更热，一些“温血”动物正
在变形，长出更大的喙、腿和耳朵来更好地调节体温。

澳大利亚迪金大学的鸟类研究人员萨拉·莱丁表
示，气候变化是一个复杂和多层面的现象，而且是逐步
发生的，因此很难仅仅指出动物变形的单个原因。但
这些变化发生在广大的地理区域以及各种不同物种之
中，除了气候变化因素之外它们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鸟类的变形尤其突出。1871年以来，澳大利亚几
种鹦鹉的喙大小平均增加了4%至10%，这与每年的
夏季气温呈正相关。北美的暗眼灯草鹀是一种小型
鸣禽，其喙的增大与寒冷环境中的短期温度极值之间
有联系。

有报告说哺乳动物也发生了变化。研究人员报
告说，林鼠的尾巴长度增加，而花面鼩鼱的尾巴和腿
变大了。

“我们目前看到附肢的增幅很小，不到10%，因此
这些变化不太会立即引起注意。”莱丁说。

接下来，莱丁打算通过三维扫描博物馆中过去
100年澳大利亚的鸟类标本来对这种变化进行第一
手的研究。这将使她的团队更好地了解哪些鸟类因
气候变化而出现了附肢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原因。

“变形并不意味着动物适应了气候变化，并不意
味着一切都很‘好’，”莱丁说，“这只是意味着它们在
进化以便生存下去。但我们不确定这些变化带来的
其他生态后果是什么，还有是不是所有物种都有能力
改变并生存下去。”

“智能视觉环卫机器人是一款能够智能自主
巡逻的垃圾分拣机器人，它能在巡视中自主识别
20多种垃圾，大到可乐瓶，小到烟头、餐巾纸，都可
以抓取并准确分类。”研发团队浙江博城机器人科
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张少波介绍说。

智能视觉环卫机器人具有视觉学习和导航定
位等技术，能够在巡视中自主识别多种垃圾，对垃
圾种类识别精度可达到98%，从而实现对垃圾分
类投放。

智能视觉环卫机器人可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等
非机动车行使场地自如穿梭，并可模仿环卫工人
拾取垃圾、分类投放等行为。每天可工作时间约8
个小时，可代替4~6个环卫工人的基本工作。

同时，机器人具有智能语音系统能与人们进
行无障碍交流，并提供便捷的咨询服务。目前，杭
州钱江新城的森林公园、市民中心一带的部分区
域已经由智能视觉环卫机器人代替人工进行环卫
保洁工作。 （本报综合）

新研究：气候变化正促使动物“变形”

说起最硬的物质，大家脑海里会浮现出什么
呢？大概率会是昂贵的钻石吧。规律性排列的晶体
结构赋予了钻石坚硬的品质，但它在硬物撞击下也容
易发生碎裂。而看似没有规律的玻璃态则在小范围
内具有独特的秩序性。利用可调变的秩序性，中国科
学家创造出了最硬的玻璃，它甚至可以划伤钻石，还
不易碎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