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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电子隐形眼镜

多吃维生素，可能没好处

维生素对健康有损害——— 高
剂量是关键因素。许多关于维生
素的研究都指出那些因为服用某
种维生素而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
的人群，他们摄取的维生素比一
般情况下都要高出许多。可惜的
是，我们到底每天应该摄入多少
维生素才合适，至今也没有定论。

吃巧克力可防止

出现心脏病和中风

巧克力的原料——— 可可豆
中含有黄烷醇，它能增加人体血
液中的一氧化氮，改善血液的功
能。德国人类营养研究所经过8

年的研究，研究调查了近30,000

人，他们的年龄段在35岁至65岁
之间，用以证实巧克力是对健康
有利的。研究报告中说：每天在
他们的食物中增加6克的可可产
品，结果发现，每10,000人中就有
85人减少了心脏病和中风的发
作几率。所以，每天吃少量的巧
克力有助于预防心脏病。

革革身身边边科科学学

喝碳酸饮料

会增加暴力倾向

美国有一项研究，青少年如
果经常饮用碳酸饮料，他们的暴
力倾向会越加明显，出现反社会
行为。每周喝碳酸饮料持续5年的
人，易对他人发起暴力袭击。虽然
这项研究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但
总体而言，长期喝碳酸饮料的人，
其暴力倾向会增加9%~15%。碳酸
饮料是没有营养的垃圾食品，它
可能会影响饮用者的情绪，同时
会产生一些化学物质刺激大脑。

塑料大多以石油制品为原料制取，废弃后不易分解，燃烧
后还会释放大量二噁英等有害气体。最近人们发现，以植物等
生物材料制造的塑料，相对来说比较“环保”，最起码作为垃圾，
它们可在土壤中迅速分解。

隐形眼镜上面能显示出各种可
见信息———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巴芭
克·帕维兹教授现已研制出这种眼镜
的工作模型。

帕维兹教授表示，通常情况下，
只有当物体远离眼睛至少几厘米的
情况下，我们才能看清楚一个物体，
现在他已解决这个问题。他让镜片内
设的集成电路通过天线从外部电源
得到能量，然后将能量供给一个相连
的蓝色发光二极管芯片，便可在镜片
的显示器上显示图像，并方便眼睛聚
焦。目前电源和电子隐形眼镜之间的
无线传输仍存在距离问题，显示器的
像素也不高，但已经能给将来研发结
构更为复杂的产品，提供概念上的验
证。研究者表示，“我们需要改进天线
设计以及相关的匹配网络，优化传输
频率，在无线传输的范围内达到整体
改善。下一个目标是，我们要将预定
的文本储存到镜片上。”

福特汽车公司正考虑将混合蓖
麻植物油的新型尼龙应用于引擎罩
下的小部件。该公司的塑料研究技
术专家ellenlee还说，他们正考虑把环
保塑材应用推广至面向高环保意识
购车者的未来车型。其中一款车型
已采用聚丙烯和20%麦秆混合制成
的agriplas树脂，制造第三排储物箱。
新材质的储物箱比全PP材质的储物
箱轻10%，每年还能减少9071千克的
油耗和13000千克左右的二氧化碳排
放。只是玉米和大豆是食材，价格不
便宜，因此科学家们仍需采用更便
宜又环保的原材料来制取塑料。

蘑菇塑料

美国纽约易科威铁公司开发
的一种蘑菇塑料，利用不能食用的
蘑菇根部的菌丝体，以及谷物外壳

和其它废弃有机农作物如麦秆等，
制造出一种可分解的泡沫塑料，用
以替代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现已在
多个领域投入应用，其中包括包装
材料、房屋隔热材料、汽车挡板、保
险杠以及车门内的泡沫塑料及隔
热体，已使汽车实现部分程度的可
降解。相比传统塑料，蘑菇塑料不
仅成本低，而且可以防火防水，废
弃掩埋后一个月左右就能分解。

鸡毛塑料

鸡毛和头发、指甲一样，主要成
分是角蛋白，角蛋白硬度大且化学性
质稳定，制取的“鸡毛塑料”不仅强度
大、重量轻，而且不必添加聚乙烯或
是聚丙烯等石化原料，废弃后容易分
解，是一种新型“绿色塑料”。目前美
国已利用鸡毛塑料制作了第一批环

保塑料袋，很受消费者欢
迎。

土豆塑料

我国西北地区科学家已成功
地利用当地大量生产的土豆为主
原料，辅以特种黏土、少量增塑剂
及阻燃剂等，制造出可在自然环境
下、150天左右实现完全生物降解
的“土豆塑料”。

这种环保塑料主要用于农业领
域使用量极大的塑料薄膜，此外还可
用于商品包装、一次性生活用品等。

蔗糖塑料

泰国和日本合作，在盛产甘蔗
的泰国马塔府建立了一家以蔗糖
为原料制取“安全塑料”的大型企
业。这种“蔗糖塑料”可用于制作购
物袋、食品和饮料容器及软硬包装
材料、汽车部件、体育用品(如钓鱼
竿、高尔夫球杆)等等。

麦秆塑料

英国科学家利用麦秆中的纤维

和 麦 粒 中
的淀粉，制成可

降解塑料，并用于制取快餐盒，不仅
食用安全，而且保温时间特长。

木头塑料

加拿大科学家提取木材中的
木质素，制造成一种褐色颗粒状的

“木头塑料”，可方便地制取任何形
状的硬塑料，主要用于制作汽车装
饰材料、枪托、家具、电器外壳等。

海藻塑料

日本东京大学和北海道工业技
术中心组织的一个科研组，已率先在
全世界开辟了一条以海藻制作塑料
的新途径，充分利用那些在沿海疯
长、又不能食用的“垃圾藻”。他们先
用酶将海藻中的纤维素、淀粉等分
解，使其转化成葡萄糖，然后仿效日
本米酒酿造工艺，放入以葡萄糖为主
食的乳酸菌，产生独立的乳酸，最后
再利用白金等金属做触媒，结合成聚
乳酸。聚乳酸正是制取可完全降解的

“安全塑料”的最理想材料。

革革花花花花世世界界

饮食习惯决定下颌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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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革原原来来如如此此

最近，英国的人类学家发现，
生活习惯会影响我们的脸形，改
变下颌形状。科学家在考察了气
候、地理、遗传基因、生活习惯等
因素后发现，下颌骨形状的差异
跟遗传关系不大。在不同环境中
成长的孩子很可能形成了不同的
咀嚼习惯。下颌的形状不是在人
类进化意义上的长时段范畴里形
成的，而是在每个孩子个体成长
的过程里逐渐定型的。

科学家指出，不同饮食习惯
造成咀嚼方式的差异。相对农业
文明中吃粮食为生的人，生活在
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在吃东西时
咀嚼的次数会更多。农业人口食
谱中有更多淀粉类食物，食物更
为细软，而狩猎采集社会的人，
除了吃肉以外，还会接触到如坚
果类等比较坚硬的食物，这会需
要更多的咀嚼过程。

饮食习惯的变迁也是一个

因素。有些狩猎采集族群逐渐变
成农民。他们的后代也改变了饮
食习惯。这背后的机制需要更多
调查研究。相对牙齿而言，生长
中的下颌骨更容易改变形状。克
莱曼·卓博戴尔认为，人类在现
代生活中过多食用加工过的精
细食物，通常会缺少咀嚼的过
程，因而会让我们的下颌变得越
来越短小，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
我们的牙齿变得越来越拥挤。

据媒体报道，美国密歇根大学科
学家称黄蜂视觉辨认能力很强，可以
以与人类相似的方式辨认各自的面
容。实验显示，黄蜂辨认出某种物品
的正确率为75%，且速度比其他昆虫
快的多。报告称，黄锋是唯一可以识
别面容的昆虫。这种功能可能对于其
等级制度和抚养后代具有重要意义。

2 . 5微米
PM是“颗粒物质”的缩写，PM2.5意

指直径小于2 . 5微米的悬浮颗粒，也被
称为细颗粒物，灰霾天气主要是PM2 .5

造成的。对大城市而言，细颗粒物的主
要来源是日常发电、工业生产、汽车尾
气排放等过程中经过燃烧而排放的残
留物，大多含有重金属等有毒物质，而
且不易被人体排出。
7290万公顷

联合国粮农组织11月30日发表
报告说，1990年至2005年全球森林净
损失面积为7290万公顷，即每分钟近
10公顷。2005年全球森林总面积为
36 . 9亿公顷。
4人

最新的研究显示，社会化媒体时
代 ，人 际 关 系 距 离 变 得 更 近 了 。
Facebook让两个陌生人之间平均只
隔4 . 74个人。在Facebook用得更多的
美国，这个距离是4 . 37个人，“六度空
间”快降到“四度空间”了。
100万

朝鲜手机用户数有望在年底突
破100万。在朝鲜，一部手机售价大约
是350美元，而朝鲜人的月均收入是
15美元左右。使用手机的主要是平壤
的富人。不过，用户不能打电话到国
外，不能用手机上网，而且在国外也
不能接通朝鲜境内的手机。

个子矮是基因缺乏在作怪

我们通常认为，个子矮是家族遗
传的结果，但是根据科学家们的最新
发现，这只能解释10%的身高差异问
题，恐怕有超过50%以上的身高上的
遗传学问题，要从基因组缺乏或者其
他的DNA缺陷上找原因。有些基因
突变或者基因缺失在人群中很常见，
有些则只发生在少数人身上。

空间变换让我们更健忘

有没有试过，当你从一个房间
走到另一个房间之后，会忘了自己
想要干什么？科学家们发现，这不
是因为你特别健忘，而是与我们的
大脑如何处理三维空间信息的方
式有关。研究者们将它称之为“位
置变更效应”。当我们从一个空间
转移到另一个空间，会让大脑发生
类似“重启”的过程。大脑会将注意
力转移去观察新的周边环境，而在
旧环境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和经验
被自动归进了“档案库”，有时候再
回忆起这些事会变得不那么容易。

美国一项新研究发现，做梦可
能是一个治疗过程，能够消除痛苦
记忆。在最近一项实验中，参与者
首先观看可以激发情绪的图片，而
后进入梦乡。此时，研究人员对他

们的大脑进行扫描，结果发现控制
情绪的大脑区域在出现梦境的快
速眼动期活跃性降低。

参与者第二天报告称这些图
片对情绪造成的影响有所减弱，说
明快速眼动期可能帮助我们消除
生活中对不快经历的记忆。科学家
已经证明睡眠有治疗功效。数据显
示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等情绪障
碍导致睡眠异常。

研究者将34名身体健康的志
愿者分成两组，每组观看150幅图
片，而后给自己的反应打分。这些
图片每间隔12个小时展示给他们
一次，核磁共振扫描仪会在此过程
中监视他们的大脑活动。

这些图片有的展示台面上的
水壶等普通物体，有的则展示事故
中的伤者。一组志愿者早晨观看这
些图片，晚上再次观看，中间不睡

觉。另一组志愿者在晚上入睡前观
看同样的图片，第二天早上再次观
看。实验结果显示，在两次观看图
片间睡觉的志愿者，第二次观看后
反应更温和。

在志愿者快速眼动期进行的
核磁共振扫描结果显示，大脑扁桃
体的活跃性降低，可能允许额叶前
部皮层弱化图片的影响。扁桃体是
处理情绪的大脑区域。睡眠脑电图
显示，与压力有关的大脑化学物质
水平呈下降趋势。

在最初经历事件和后来回想
间，大脑耍了个小把戏，将情绪与记
忆分离，使得记忆不带情绪色彩。但
睡眠专家表示，这个研究小组的结
论可能有些草率。做梦并不能缓解
所有情绪压力。虽然它能够帮助提
高处理应激情境的能力，但快速眼
动期不可能完全驱散不良记忆。

做梦能消除痛苦回忆

1 .这是一款可以自由组合拼
接的家具产品，猜猜看它能拼出什
么？
提示：卧室、客厅

2 .记录你每天的社交网络生
活和琐事，做你的贴身小秘书。猜
猜它是做什么的？
提示：办公

3 .它采用光感技术，在没有桌
面的情况下可以自由操作。
提示：办公 输入

读者可拨打互动热线：0535-6905532参与竞猜。每期我们将抽取十十位答对的读者发放纪念奖。
读者可到本报领取奖品，外地读者不负责邮寄。地址：芝罘区环山路润利大厦1606室。领奖时间：每
周日到周四下午。 本期奖品：近期上市精品图书一本

上期答案：
1 .牙签盒 2 .变温水龙头 3 .泡茶
定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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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蜂也可以识别面容

新型汽车可能会用到麦
秆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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