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讯
博士后从垃圾中找到灵感

44个废弃口罩“造”台发电机

跳虫可跳出
80个自己之外

高速摄像机捕捉到了跳虫如何将自己翻转到空
中的生动细节。8月29日，一项发表于《整合有机
生物学》的研究表明，跳虫的旋转速度比任何有记
录的动物都要快。

跳虫是一种与昆虫有亲缘关系的节肢动物，体
长几毫米，在地球上大多数地方都有发现。正如它
们的名字一样，这种动物利用一种叫做“弹器”的
尾巴状附属物从地面弹起。弹器在其身体下方折
叠，会在一瞬间展开，将跳虫弹射到空中，躲避捕
食者。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Adrian Smith在
自家后院的落叶中筛选出橙棕混色的圆形跳虫。

Smith与佐治亚理工学院的Jacob Harrison合
作，用高速摄像机拍摄了几十只跳虫。为了促使其
翻转，研究人员把它们放在明亮的光线下，有时用
小画笔刺激它们。

每次跳跃都会将这些小身板的“杂技演员”沿
着一个弧形的向后轨迹抛到80个身体长度之外。
跳虫的旋转速度高达每秒368转，超过了所有其他
被研究的动物。

科学家将继续探索弹虫的跳跃机制，以获得工
程灵感。

来源：科技日报

跳虫弹跳的合成图像。

真菌和计算机组合机器人问世
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人员成功开发出一

种由真菌和计算机组成的“生物混合机器
人”。这种机器人能够将真菌的电信号转化
为数字指令，为构建更加可持续的机器人开
辟了新途径。相关论文发表在最新一期《科
学机器人》杂志上。

“生物混合机器人”是一个新兴的研究
领域，它涉及将植物、动物和真菌细胞与合
成材料相结合来制造机器人。然而，使用动
物细胞的成本高昂及其带来的伦理问题，以
及植物细胞对于外部刺激反应缓慢的特性，
一直是该领域面临的挑战。最新研究显示，
真菌可能是解决这些难题的关键。

此次，研究人员首先从杏鲍菇中培育出
菌丝体，并引导其在布满电极的3D打印支
架上生长。相互连接的菌丝体会对环境变化
产生电脉冲，类似于大脑中神经元交流时所
产生的信号。由于菌丝体网络与电极相连，
因此其电脉冲能与计算机接口进行通信。接
着，计算机将这些电脉冲转换为数字指令，

并传送到机器人的阀门和电机等部位，指示
它们执行前进等操作。

真菌-计算机接口实现了菌丝体与机器
人之间的有效通信。当研究人员对菌丝体进
行光照时，它们会产生电脉冲以驱动机器人
移动。研究人员发现，由于真菌不喜光，因
此当向接口照射更多紫外线时，真菌产生的
电信号响应更强烈，从而使机器人移动得更
快。

真菌对环境极为敏感，与传统的合成机
器人相比，新的真菌“生物混合机器人”在
检测农田中的化学污染物、毒药或病原体方
面表现更出色。真菌能在极咸的水或严寒环
境中生存，这使得这类机器人在极端环境中
比动物或植物“生物混合机器人”更具优
势。真菌“生物混合机器人”还可在危险环
境中协助检测辐射。另外，这些机器人完成
任务后，需要的清理工作较少，遗留的有害
物质也较少。

来源：科技日报 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真菌“生物混合机器人”。图片来源：美国康奈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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啮齿动物
在黑暗中如何自如穿行

在漆黑的地铁隧道或是其他暗不见光的环境
中，啮齿动物可自如穿行，仿佛拥有“看不见的指
南针”一般，这是生物界一个未解之谜。现在，以
色列巴伊兰大学科学家通过一项创新研究，利用新
型运动模拟器揭开了这一自然界奥秘的面纱。

原来，啮齿动物（如老鼠）是利用身体周围的
气流变化与自身的平衡感相结合，精准地感知并控
制身体在空间中的运动。这项研究8月29日发表在
《当代生物学》杂志上，首次揭示了小动物在黑暗
中展现出惊人敏捷性背后的科学原理。

为了破解动物在完全黑暗的管道、隧道中也能
迅速转弯、穿越障碍，并准确地抵达目的地的秘
密，科学家们设计了一种独特的运动模拟器。该模
拟器采用同步的工业机械臂来模拟不同的运动状
态。实验中，老鼠被放在模拟器中接受各种运动刺
激，仪器同时报告它们感知到的运动方向。结果显
示，老鼠对极其微小的气流变化都异常敏感，它们
确实能够利用这种气流信息，增强自身对运动的感
知和判断力。

现在，科学家首次将气流确定为啮齿动物自我
运动感知的关键线索，挑战了传统上对于动物“导
航”机制的认知。它不仅扩宽了人们对生物导航能
力的理解，还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大脑如何处理
复杂感官信息的独特窗口。

来源：科技日报

新型运动模拟器由两个工业机械臂构
成。图片来源：以色列巴伊兰大学

有统计分析指出，2020年全球共生产约
520亿个口罩，其中约15.6亿个口罩因处理
不善流入海洋。

梁茜说，“目前一次性口罩的回收方法
主要有机械回收、化学改性和化学降解。这
些方法没有考虑口罩的结构和材料特性，而
且其过程附加值低、能耗高、可控性差。”

“将废弃材料回收利用与零碳能源转化
技术有机结合起来，可为清洁与可持续的
能源供应提供新思路。”蒋涛说，“因此，
该研究有望在大规模海洋蓝色能源开发领
域发挥重要作用，为‘双碳’目标实现作
出贡献。”

目前，基于废弃口罩的摩擦纳米发电研

究还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实验中，单个摩
擦纳米发电机已经可以点亮温度计、液晶屏
幕。如果将多组摩擦纳米发电机并联，有点
亮海上航标灯的潜力。

“这种材料（废弃口罩）的发电性能虽
然没有达到特别理想，但使用废弃材料的造
价非常低，同时还解决了一个环境难题。”

梁茜说，“目前，一个摩擦纳米发电机中约
90%的材料由回收口罩制成。下一步，我们
考虑将口罩中的金属‘鼻梁条’制成电
极、电线等，进一步提高口罩的回收利用
率。”

来源：中国科学报

“动了！”
看到电流表的数字跳动了

一下，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
与系统研究所博士后（现为首都
师范大学教师）梁茜放下心来。
尽管最初只有几微安的微弱电
流，但梁茜确信，以废弃口罩为
原 料 制 造 摩 擦 纳 米 发 电 机
（TENG）的思路可行。

两年前，中国科学院纳米能
源所王中林院士、蒋涛青年研究
员团队开始废弃口罩材料摩擦
发电性能测试，通过高压脉冲杀
菌和材料改性技术，他们用44个
废弃口罩，制备出完整的摩擦纳
米发电机，在波浪驱动下实现了
18.22瓦每立方米的峰值功率密
度，并成功点亮LCD屏幕。

近日，相关研究在《先进功
能材料》上线。

2022年，梁茜在中国科学院纳米能源所
进行博士后研究。

一天，她听到办公楼保洁员抱怨：现在
垃圾真多啊，都是口罩。

她环视办公室一圈，可不是么：桌上、
柜角、垃圾桶里，一次性口罩随处可见。

“我们一直在做TENG相关研究，经常测
试不同材料，看哪种材料发电效果更好。”

梁茜说，“我当时就想，口罩也是一种高分
子材料，能不能把它用到摩擦纳米发电中
来？”

脑袋中冒出这样想法时，梁茜对口罩的
了解并不多。为此她特意查了一下资料，发
现口罩的主要材料是聚丙烯（PP）。但在摩
擦纳米发电机中，此前多以市售或合成聚合
物，如聚二甲基硅氧烷、聚对苯二甲酸乙二

醇酯、聚丙烯、聚四氟乙烯等为主，很少涉
及聚丙烯材料。

“因为聚丙烯的‘摩擦电负性’并不
好，但我们还是想先测一下，看看这种材料
到底怎样。”梁茜说。

于是研究人员把口罩进行拆解分类，发
现其中主要部件是3层聚丙烯纤维薄膜。摩
擦纳米发电测试结果显示，3层薄膜都有电

流输出。
进一步研究发现，废弃口罩材料还有许

多独特的性能，如良好的疏水性，具有较高
的表面电阻和较大的表面积，通过摩擦极易
产生大量静电荷。

“这些特性与TENG材料选择规则不谋而
合。”梁茜说，“因此我们决定深入研究一
下，看能不能进行材料改性优化。”

“用废弃一次性医用口罩为原料制造摩
擦纳米发电机，既有效地回收口罩材料，降
低环境污染，又实现了环境可再生能源的收
集。”中国科学院纳米能源所青年研究员蒋
涛说。

“废物利用”的创意虽好，但口罩并非
理想的发电材料，真正实现起来还有很多棘
手问题。

口罩使用过程中会受到污染，有可能沾
染病毒和口腔细菌。而制成的摩擦纳米发电
机要投放在大海中使用，如果杀灭病菌不彻
底，后续可能会带来环境问题。

刚开始，研究人员并未想好用什么方法
杀菌。团队成员刘志荣博士主修生物技术，
对生物材料和器械消毒灭菌非常熟悉，她提

议试试用高电压杀菌。
虽然制造“脉冲高压”费了一些周折，

但团队最终通过串联耐高压晶体管等方式，
研制出6000伏脉冲高压的消杀装置，顺利完
成了杀菌任务。

旧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接踵而至。
摩擦纳米发电器件外壳要求具有一定强

度，利用口罩制作“板材”需要将口罩“支
棱”起来。于是，研究人员将十几层口罩叠
放一起，通过液压机冲压方式增加板材厚度
和硬度。但对摩擦纳米发电机的核心“介电
层”来说，单层口罩薄膜的厚度却过厚。如
何将单层口罩薄膜变薄就成为一个新问题。

“单层口罩薄膜其实已经很薄了，再将
其‘撕’成两三层想起来容易，但操作起来

效果并不理想。”梁茜说。
这时，用液压机冲压“板材”的过程给

梁茜新的启示：如果将单层口罩薄膜放液压
机下冲压，是不是就能将口罩薄膜“压成”
理想的厚度。这个“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
果然有效，实验结果表明，冲压能降低薄膜
厚度，显著提升摩擦纳米发电机的输出性能。

最终，团队用44个废弃口罩制造出一台
摩擦纳米发电机。该发电机为边长7厘米的
立方体，内部并联64个发电单元，外形和魔
方类似。

目前，该研究人员通过实验室的“造波
装置”，在波浪驱动下实现了18.22瓦每立方
米的峰值功率密度，并实现了为LCD屏幕和
温度计供电。

6000伏脉冲高压杀菌22

用废弃口罩制成的摩擦纳米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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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材料来自口罩33

研究团队合影。

谣言内容：很多人睡不着觉时，觉得睡前喝点
酒才能放松下来，微醺的状态更安神助眠。

真相解读：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喝酒助眠有损
健康。不少人相信“喝酒助眠”，主要是认为饮酒
后神经系统被酒精麻痹，会进入一种反应迟缓、困
乏疲倦的状态，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被“助眠”
了。然而，一方面，喝酒使我们容易入睡，但却更
容易早醒，而且醒来后更难睡着。另一方面，酒精
的“助眠”效果会逐渐递减，靠喝酒助眠容易越喝
越多。也就是说，越是习惯喝酒助眠，助眠效果会
越差。而为了持续获得酒精带来的助眠效果，人们
往往会越喝越多。一旦喝太多酒，反过来又会引发
各种不适而影响睡眠质量，如增加起夜次数、头
痛、胃部不舒服等。 来源：科学辟谣

睡前饮酒有助睡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