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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态金属
■ 孟佳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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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导航 北斗还能做什么

未来或可用呼吸解锁手机
■ 张梦然

本报讯（见习记者 王寅寅）据《2022年第1季度中
国城市交通报告》数据显示：重庆城市拥堵指数实现持
续下降，2021年通勤高峰拥堵指数下降11.25%，2022年
Q1拥堵指数环比下降7.12%。近年来，重庆加速构建新
型智能交通，推动交通发展由单点信息化向场景智能
化、全面智慧化转变。

近日，在永川区智慧城市数字指挥大厅，AI科技正
在协助交警“治乱疏堵”。在永川区智能交通系统覆盖
范围内，AI每3分钟自动进行一次配时优化释放交通压
力，区域内主要道路平均车速提升11%，平峰停车次数
平均减少59.5%，高峰时段拥堵里程下降36%。智能交
通正与一线交警们一起，让城市交通越来越便捷。

西部自动驾驶开放测试和示范运营基地是重庆市
近年来打造的智慧交通样板项目之一。依托政策和地
区优势，该项目已建设成为西部地区应用场景最丰富、
自动驾驶车辆规模最大的测试和示范基地，创造了国
内三个“首个”：一是打造了国内首个L4级自动驾驶开
放测试基地；二是形成了国内首个面向汽车行业提供
全链条试验检测服务能力的基地；三是创造了国内首
个自动驾驶中巴车示范运营线路。

日前，永川区政府、招商检测、百度智行（重庆）三

方就基地建设运营达成进一步合作共识，成立合资公
司，推动该项目为重庆发展智能网联产业提供“技术支
持、牌照发放、实验测试、数据服务、试商用环境”等全
方位支持。

技术、市场和政策的支持和深入融合，为重庆的智
能交通落地和实践探索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未来，相
信重庆数字交通影响力将不断向外界扩散，作为智慧
交通发展样板辐射全国。

高空助力巡检保障地下燃气管网安全

北斗精准定位、北斗短报文通信服务已成熟应用
于燃气管网日常运营管理中，保障城市燃气安全稳
定运行。比如北斗高精准燃气泄漏检测系统结合北
斗精准服务网，采用第四代激光分析技术，从设备、系
统到云实现数字化集成，实时检测甲烷和乙烷，快速
判断燃气泄漏、准确定位疑似漏点，实现燃气管网高
精准快速体检。

“5G+北斗”带来自动驾驶变革

由武汉大学刘经南团队提供自主核心技术和算
法的“5G+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能提供全天候、全天
时、高精度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以实现毫秒级时
延和厘米级定位。

加速实现交通智能化进程

在手机上打开“嵌入”北斗的电子地图、约车软
件，出行更加便利。共享单车乱停乱放、长途运营疲

劳驾驶、超速越线违章行车等现象，运用北斗都可识
别、可定位、可监管、可处罚。

守护渔民平安归来

出海的渔民们能够利用北斗系统与家人联络，增
进感情；与国内市场联络，提前通知预售；与周边渔船
联络，遇险时及时自救和互救。

北斗科技助力战“疫”

北斗高精度定位设备可在环境复杂的场地实现
高精度定位、精确标绘，为医院迅速施工争取宝贵时
间。同时还能够助力无人机按照系统生成的航点以
及飞行路径，实现精准喷洒等防疫作业。

“解锁”种地新姿势

无人驾驶拖拉机的自动驾驶系统连接着方向盘
上的电机，并通过北斗导航系统控制拖拉机的行进路
线。不仅节省人力，还降低粮食损耗，提高了耕作效
率和效益。

珠峰高程测量的“黑科技”

中国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登顶后，测量登
山队员在峰顶树立起测量觇标，峰顶GNSS测量首次
依托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使用雪深雷达探测仪探测峰
顶雪深，并使用重力仪进行重力测量。

（本报综合）

液态金属，是正离子流体和电子流体组成的混合
物。研究发现，室温液态金属会像“变形金刚”般在极
短的时间内发生极大的形态或运动状态的变化。例如
在外电场的作用下，水中的一大块液态金属薄膜可以
在数秒内收缩为一个液态小球。其次，通过控制电场
的强度和方向，在变化电场的“指导”下，液态金属中离
子的排列会发生变化，在水中发生自旋或进行快速的
定向运动。从理论上来说，这种可变形的能力能够使
液态金属机器人快速变成适应环境要求的外形，并且
完成各种复杂的运动，为液体机器的设计与制造开辟
了全新途径。

但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液态金属的变形需要借
助外界电场的控制，那么按此原理制造的机器人必
须要依靠电力来维持运动。现在科学家们发现液态
金属在“吞食”少量“物质”后便可长时间地高速运
动，不再需要电力即可实现自主运动，是由于液态金
属和溶液发生化学反应时会产生电场，造成液态金

属表面各部分的受力分布不均匀，从而形成推力。
其次，发生的反应生成氢气增强了推力，在两者产生
的推力共同作用下，液态金属就能够“自给自足”实
现自主运动。

现如今，液态金属机器的一系列习性甚至已经相
当接近自然界一些简单的软体生物，能“吃食物”，自主
运动，可变形，具备一定代谢功能——化学反应……因
此有人将其命名为“液态金属软体动物”。

生物识别技术发展迅速，从常见的指纹、掌
纹、声音和面部识别，到不太常见的耳朵和手指
静脉，机器可以使用各种生物识别方法来识别
一个人。

现在，科学家又为生物识别开发了新“选
项”——呼吸。近日《化学通讯》杂志上发表的
一份报告显示，日本九州大学与东京大学合
作开发的一种嗅觉传感器，能够通过分析呼吸
中的化合物来识别个体。与机器学习相结合，
这种由16通道传感器阵列构建的“人造鼻子”
能够对多达20个人进行身份验证，平均准确
率超过97%。也就是说，未来，我们或许可以
用呼吸解锁手机了。

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是我国自主建设、
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如今北斗
系统已在许
多领域大展

身手，那么，除了导航，北
斗还能做什么呢？

插图 苏盼盼

近日，澳大利亚科研团队在一项全球首
创的随机临床试验中发现，定期献血或血浆
可显著降低血液中的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化
合物（PFAS）水平，且捐献血浆更有效。这是
首次发现可以有效降低血液中PFAS水平的
干预措施。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输血科主任孙
佳丽介绍，PFAS是一系列合成有机氟化物的总
称，可能来自我们日常使用的不粘炊具、油漆、
清洁产品、食品包装以及消防泡沫中，日积月累
地沉积在人体的血液中。研究表明，当血液中
的PFAS达到一定浓度，就会引发包括免疫功
能受损、甲状腺功能异常、肥胖、肝功能改变等
一系列健康问题，甚至增加癌症风险。

孙佳丽介绍，PFAS很难靠人体自发清除，
目前也尚无有效手段预防PFAS累积或相关并
发症产生。

现在这项为期52周的随机临床试验表明，
定期献全血或血浆可显著降低PFAS水平，且
血浆捐献比全血捐献降低得更明显。

“血浆中PFAS水平大约是血液PFAS水平
的两倍，因此献血频率更高的血浆组可能会更
有效地减轻PFAS对机体的负担。”孙佳丽表
示，通过献血可以刺激骨髓的造血功能，促进新
鲜血液的生成，这些新鲜血液是不含PFAS的，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体内的PFAS水平。让
我们在奉献爱心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收获
一份健康。

研究发现献血
可降低血液中的氟化物水平

■ 陈 曦

永川：智慧交通缓解重庆拥堵

西部自动驾驶开放测试和示范运营基地。王寅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