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蜜蜂快速发现花朵

之谜破解
英国《自然》杂志近日发表的一篇动物

学论文表明，蜜蜂和其它传粉者之所以能
迅速发现花朵,是因为花瓣上纳米级图案产
生的蓝色光环。这项研究表明，现存大多数
开花植物群都有这种光环。

某些花朵的花瓣上有条纹，这些条纹
通过散射光线而产生结构色，形成传粉者
能见的信号。这些纳米级的条纹并不规
则，也就是说，同一朵花中花瓣图案的大
小和间隔各不同。此次，英国剑桥大学研
究人员本弗雷·格洛弗及其同事，分析了
不同开花植物的花瓣图案，结果表明，尽
管它们的纳米结构各不相同，但是都表现
出一定的相似程度，即无论它们所含的色
素是什么，这些不规则结构在遇到太阳光
线照射时，都产生颜色为紫外光到蓝光的
光环。

研究显示，蜜蜂被蓝色吸引，因此为了
确定蓝色光环是不是吸引蜜蜂的视觉标
志，研究团队制造了一些带有天然花朵的
纳米表面图案和不带这些图案的人工花
朵。行为实验表明，大黄蜂能更快地发现产
生蓝色光环的人造花。

论文作者总结称，虽然不同的纳米结
构可能经独立演化形成，但是它们都产生
同样的视觉标志，以吸引传粉者的目光。

（据《科技日报》）

引力波：穿透一切的时空涟漪
有没有地外生命，它或将给出答案

本报记者 王昱

“宇宙蹦床”的震颤
激起时空涟漪

关于引力波，一切的一切，
来源于爱因斯坦的一个猜想。上
世纪初，还在瑞士伯尔尼专利局
当公务员的爱因斯坦有一天突
然做了一个有趣的思维实验：他
假设太阳突然消失，然后想看看
地球上会发生什么。在牛顿的经
典力学世界观中，由于引力是一
种“超距作用”，地球将在太阳消
失的一瞬间沿着原公转轨道的
切线被甩出去，而由于当时已知
的光速有限理论，地球上的人们
依然能看到太阳原先发出的光，
需要在八分钟之后才能意识到
太阳消失。

爱因斯坦认为这个场景是
十分荒谬的，想要克服这种荒
谬，必须假设引力与光一样，是
按有限速度传播的，而这个速
度，最合理的假设莫过于光速。

这个思维实验，就是爱因斯
坦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思想发轫，
而直到广义相对论中，他才对自
己的“引力速度有限”理论做出
了系统的解释：在广义相对论
中，引力可以用时空弯曲来解
释。假设时空就是一张蹦床：一
枚小小的网球放在蹦床上，它只
会静静地停在那里；而如果此时
在蹦床上坐着一个人，蹦床就会
向下凹陷，那枚小网球则会滚向
这一凹陷处，而且离得越近，滚
得越快，网球被这处凹陷“吸引”
了。

显然，坐在蹦床上的那个人
体重越大，凹陷就越明显，网球
就越容易滚向凹陷处。同理，在
时空中，引起改变的那个物体质
量越大，时空弯曲程度就越明
显，产生的“引力”也更大。

而在那个人一屁股坐上蹦
床的那一瞬，蹦床的弯曲会从凹
陷中心处向外扩散；此时，如果
用高速摄影机观测、并回放慢镜
头，会发现这一扩散过程是以波
动的形式进行的。就好像平静的
水面上投一枚石子，会产生一圈
圈的涟漪——— 这就是引力波。

引力并非“超距作用”，而
是与电磁作用一样，是以波动
的形式向外传播的，这就解释
了它为何只能以光速——— 这种
一切波所能达到的极限速度传
播。在爱因斯坦的宇宙预言中，
引力波产生在物体加速过程
中，即物质的分布发生改变时
(有人一屁股坐上蹦床的时刻)。
按照爱因斯坦的理论，在恒星
爆炸、黑洞碰撞这类宇宙中的

“胖子”运动时，产生的引力波
会比较明显。其激起的“时空涟
漪”将被我们观测到。

从“猜到”到“捉到”
的百年时光

爱因斯坦在1916年发表广
义相对论时，就预言了引力波的
存在。并预言与声波、光波(电磁
波)不同，引力波在宇宙中的传
播不会受到任何阻挡。

虽然爱因斯坦在百年前就

用他天才的大脑“猜”到了引力
波，但人类真正捕捉到它，却是
百年后的事情。其原因就是这
种“空间震动”实在太难以观测
了，就好比我们观察蹦床弯曲
的波浪状扩散需要高速摄影
机，观测引力波也需要极端精
密的仪器。而即便是恒星爆炸、
黑洞碰撞这样的“胖子运动事
件”，抵达地球的引力波，其振
幅也大约只相当于氢原子直径
的100亿分之一。

人类真正掌握这种观测技
术，是最近几年的事情，比如这
次立了大功的LIGO(激光干涉
引力波探测器)，是由相距3000
公里的两个精密观测装置共同
组成的。每个观测装置都具有
两条相互垂直的管道，每条管
道长4000米，构成L形。管道内
安装有半透镜以及反射镜。激
光在L形管道的节点处被半透
镜分为两路，分别走向L形管道
的两端，从尽端反射回来后，重
新汇聚。如果没有引力波的影
响，重新汇聚后的激光会因为
同频干涉而相互抵消。而引力
波会极其细微地改变反射镜与
半透镜的距离，从而影响本应
相互抵消的干涉结果。

对于科学家而言，证实引力
波存在的意义十分巨大，它将彻
底改变物理学对宇宙的认知。它
不仅补上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
论实验验证的最后一块拼图，科
学家也将能由此来研究大爆炸
事件的后续影响，还能够更精确
地观察宇宙中遥远的角落。源自
大爆炸的引力波，还能帮助科学
家更好地理解宇宙的构成。

让我们造一台“宇
宙收音机”

相比之下，对于普通人来
说，引力波的证实意义似乎不那
么明显，只有氢原子直径的100
亿分之一的时空震颤对我们有
什么意义呢？

不过，如果你是个科幻迷，
你也许会对这个消息感到兴

奋。因为引力波正是很多严肃
科幻作家所幻想的宇宙通讯的
终极手段。比如当下中国最著
名的科幻作家刘慈欣，在他的
小说《三体》中，就幻想人类通
过“引力波广播装置”与外星人
达成战略威慑的平衡，而在他
的另一篇科幻小说《朝闻道》
中，引力波同样成为在宇宙间
传递信息的工具：人类接触到
的高等宇宙文明，就是通过破
译引力波，获得了宇宙终极问
题的答案。而在前些年大火的
电影《星际穿越》中，主角在高
维空间向女儿传递拯救人类关
键信息的手段，同样是引力波。

引力波之所以被科幻作家
们视为宇宙通讯的终极手段，是
因为它可以轻易地穿透任何物
体，并且不会发生任何衰变。与
电磁波的传递只是电场和磁场
两者相互干涉不同，引力波是时
空自身的震颤，因此它更为恒
定、不受干扰、可以在宇宙中永
远传递震荡。如果技术条件真的
允许智慧生命通过操纵引力波
传递信息，那么它无疑将是宇宙
间智慧生命间互相通讯的终极
手段之一。

长久以来，对于人类为何寻
找不到地外生命的问题，一直有
一个有趣的猜想：我们其实是一
个生活在荒山野岭中的孩子，通
过眼睛和耳朵(电磁波通讯)去观
测，找不到任何同类。然而，如果
我们能造一台“收音机”，用更高
级的手段倾听宇宙中的声音，我
们也许将会发现宇宙中其实非
常喧嚣，充满了各种“电台”，彼
此通讯、广播。

引力波的观测装置，其实就
是这样一台“收音机”，如今我们
已经将它初步造好，正在调试频
段，准备接收信号，我们是否真
的能听到被智慧生命有意调制
过的“引力波广播”呢？如果可
以，它将解开一个百年来的谜
题。如果，引力波层面上，宇宙依
然是一片寂静。那么我们眼前这
个浩瀚无垠的空间，也许将比我
们之前想的更加神秘。

在即将过去的一个月里，“引力波”突然成为科学界的热门词汇：先是10月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
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美国物理学家雷纳·韦斯、巴里·巴里什和基普·索恩，以表彰他们在引力
波研究方面的贡献。到了10月16日，包括我国在内的多国科学家同时宣布，人类第一次直接探测到来自
双中子星合并的引力波，并同时“看到”由这一壮观宇宙事件发出的电磁信号。

引力波，这个对普通人有些陌生的词汇，到底是什么？它的发现又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影响呢？

为什么目光接触
会让人们浑身不自在

日常生活中，许多人会讨厌和别人目光
接触，甚至会感到浑身不自在，的确，太长时
间的目光接触的确会给双方带来压力。

在日常交往中，恰当的目光接触是一
种艺术，太少显得冷淡，多一分则给人侵
略感。那么，界线到底在哪里？英国皇家学
会在《开放科学》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来自
伦敦大学学院的心理学家给出了参考答
案：3 . 3±0 . 7秒。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
盯人别超过3秒钟。这是对498名伦敦科学
博物馆访客的眼球跟踪实验得到的平均
值，它足够长所以不显得鬼鬼祟祟，也不
至于太长而令人害怕。

日报京都大学比较心理学家狩野文浩
表示，文化因素也非常重要，“西方人更直接
地把目光放在眼睛和嘴部，而东方人更喜欢
直视人脸中间、鼻子周围的部分。”另外在大
城市，人们普遍避免目光接触，但小地方的
人明显会随和许多。

英国爱丁堡大学自闭症发展研究协会
的弗莱彻·沃森说，若你觉得害怕目光接触
造成了人际交往障碍，那么除了训练自己多
接触之外没有别的好办法。如果不舒服也不
必强求自己一步到位。如果能够通过语言、
音调和肢体语言完成自我表达，只需在恰当
的时候看对方几眼就够了。

（果壳）

不同学习类型
会产生不同脑电波

骑车和下棋属于不同的学习类型。美
国一个研究团队最新发现，不同的学习类
型所产生的脑电波也不一样。

大脑的学习和记忆可以分为明确和模
糊两种类型。明确学习是可以准确描述具
体内容的学习，如背诵文章或棋类游戏等。
模糊学习又称肌肉技巧学习或肌肉记忆，
例如学骑车或者玩杂耍，越练越熟，但很难
说出具体学了什么。

这个科研团队此次通过分析动物学习
过程进一步发现，不同的学习任务可能需
要分别或同时应用明确学习和模糊学习，
比如弹钢琴就是两种学习类型都有。他们
还发现，这些不同的学习类型与不同的脑
电波图形相对应。

研究人员表示，发现和分析不同类型
的神经信号有望帮助更早诊断出阿尔茨海
默病等认知系统疾病，并帮助患者通过改
善学习技能或优化训练方法来减轻症状。
比如针对明确学习能力丧失的阿尔茨海默
病患者，可着力强化其模糊学习能力，以改
善生活质量。

（据《北京日报》）

10月16日，多国科学家探索到的引力波模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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