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7月28日 星期五 编辑：张攀峰 美编：王宁 21Knowledge新知

涨知识

谣言粉碎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
王娜娜和清华大学研究生黄爽
研发出一种专门为听障人士设
计的“翻译臂环”，可以直接将
手语转化成语音。

这款臂环通过采集、识别手
臂运动时产生的肌电信号来识
别手势。这款臂环有八个传感
器，其中有六个是肌电传感器，
还有一个陀螺仪、一个重力感应
器。肌电感应就相当于肌肉运动
的时候有一个振幅，通过这个采
集的频率，我们就可以分析出是
哪块肌肉或者哪个位置的振幅，
找到相对应的手势，再通过陀螺
仪和重力感应器来判定位置，最
终确定手势。当系统再次遇见同
一个手势时，就能完成识别并将
信息转化成语音。

团队在建立了手势动作的
数据库之后，搭建了一个7层BP
神经网络对数据速度进行训
练。BP神经网络是一种按误差
逆传播算法训练的多层前馈网
络，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神经
网络模型之一。经过深度学习，
臂环的识别准确度已经达到
95%，未来它还可能会实现和听
障人士对话、写手语字幕、完成
手语教学等功能。

据人民网科普

流言:网络上流传苦瓜性寒，
鸡蛋也是寒凉之物，所以两者不
能一起吃。另外，鸡蛋里的钙与
苦瓜中的草酸产生化学反应，生
成草酸钙，影响人体健康。

真相：苦瓜和鸡蛋的性味
本身在中医当中的说法也各不
相同，两者炒在一起后寒性是
会增强还是减弱，也无法得出
准确的定论。

在翻炒过程中，苦瓜中的
草酸与鸡蛋中的钙确实会反应
生成草酸钙，但草酸钙不溶于
水，很难被肠道吸收，会直接排
出体外了。如果做菜时将苦瓜
在热水中焯烫后，草酸溶于水，
留在菜中的草酸含量就更少
了，不足为虑。

如果苦瓜中的草酸没有在
炒菜时与钙反应，而是直接被
人体吸收后，又在血液中遇到
钙，反应生成了草酸钙。特别是
在肾脏里，尿液浓缩的情况下，
就很可能会引起肾结石、膀胱
结石或尿道结石。不过大家也
不必太担心，蔬菜里的草酸，未
必一定会跑到肾脏里面去。它
可能在烹调中被除去，也可能
在胃肠道中与其他物质结合，
最后没有被吸收到血液当中，
自然也就不一定会带来结石的
麻烦。 据蝌蚪五线谱网

7 月 21 日，《科学》杂志刊
登了斯坦福大学张首晟团队领
导的一项重要研究，他们发现
了物理学家马约拉纳 80 年前提
出的一类神秘粒子。

神秘的马约拉纳费米子

物理学中有一份表单，囊
括了那些人类梦寐以求的神秘
粒子，其中就有希格斯波色字，
也就是最近在欧洲粒子加速器
中被发现的“上帝粒子”，表单
中还有引力子、磁单极、暗物质
和马约拉纳费米子，相较其他
粒子而言，马约拉纳费米子或
许更加神秘。

1928 年，伟大的理论物理
学家狄拉克作出惊人的预言：
宇宙中每一个基本粒子必然有
相对应的反粒子。几年之后，正
电子果然在宇宙射线中被发
现，验证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
理论预言之一。目前，正电子被
广泛应用到人类生活之中，医
学影像技术 PET 就是其中之
一，现在已经用于早期老年痴
呆症的检测。

当一个粒子遇上它的反粒
子时，根据爱因斯坦 E=mc2 的
质能公式，它们会相互湮灭从
而将所有质量释放成能量。丹·
布朗的小说及其电影《天使与
魔鬼》就描述过这样的正反粒
子湮灭爆炸的场景。张首晟十
分喜欢这本小说，也是“天使粒
子”命名的灵感来源。

从此以后，宇宙中有粒子
必有其反粒子被认为是永恒不
变的真理。但是会不会有这样
一类没有反粒子的粒子，或者
说它们自身就是自己的反粒
子？1937 年，也就是整整八十年
前，伟大而神秘的意大利理论

物理学家埃托雷·马约拉纳猜
测有这种神奇粒子的存在，这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马约拉
纳费米子。

从那时起，寻找这一神奇
粒子也就成了物理学中许多领
域研究工作的崇高目标。

量子计算机成为可能

2010 到 2015 年期间，张首
晟与其团队连续发表三篇论
文，精准预言了在哪里能够找
到马约拉纳费米子，继而指出
哪些实验信号能够作为铁证如
山的证据。

根据这一理论预言，来自
UCLA（由何庆林、王康隆教授
领导）和 UCIrvine（由夏晶教授
领导）的两个实验团队与斯坦
福大学张首晟教授的理论团队
紧密合作，最终在所提出的器
件中实验上发现了手性马约拉
纳费米子。

马约拉纳费米子能够用于
构造稳固的拓扑量子计算机。量
子世界本质上是并行的，一个量
子粒子能够同时穿过两个狭缝。
所以量子计算机能够进行高度
并行的量子计算，远比经典计算
机有效。然而，一个量子比特的
信息非常难以存储，微弱的环境
噪声都能够引起退相干（波函数
坍缩效应）从而毁灭其量子特
性。马约拉纳费米子没有反粒
子，或者说相当于半个传统粒
子，便提供了一种绝妙的可能
性：一个量子比特能够存储在两
个距离十分遥远的马约拉纳费
米子上。如此一来，传统的噪声
极其难以同时以同样的方式影
响这两个马约拉纳费米子，毁灭
所存储的量子信息，使通常非常
脆弱的量子比特变为稳固。

相较于传统的存储方式，
这样存储本质上极其稳固。张
首晟团队所提出的器件同时还
是二维体系，从而允许马约拉
纳费米子的纠缠和编辫，使得
有效的量子计算成为可能，天
使粒子可使已经被认为是最小
单位的量子拆成两半，让量子
变得更稳定，该项研究已经可
以开始应用，张首晟表示微软
和谷歌已经提供了支持，未来
在国内也会开始进行应用。

从基本科学发现到技术应
用往往需要多年时间，张首晟
教授表示：“基本科学的发现最
终总会造福人类，需要有足够
的耐心。探寻宇宙、自然深刻规
律时，对于天使粒子巡游的量
子天堂充满了兴奋与期待，拓
扑量子计算能够解决当下人类
面对最艰难的一些问题，从而
迎来一个完美世界。

仅是科学的一小步

但也有专家指出，这次马
约拉纳的实验，所测量到的是
在超导体与拓扑绝缘体接触面
上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出现了一
个半整数现象，而且发现左右
不对称。虚拟的马约拉纳是一
个可能，但是也可能是其他未
知的机制。本次实验在国际上
基本亦是一种跟进流行的延伸
性研究，而找到一个可能左右
行为不同的马约拉纳的虚拟粒
子，也是有前人（较早做出理论
建议的，也包括一个中国人）研
究过的一个特例。

长远看来，这些虚拟的马
约拉纳倒是可能被用在量子计
算上，但是这条路还很漫长，这
个研究只算是很小的一步。

据《环球科学》

苦瓜和鸡蛋
不能同吃

“翻译臂环”
让人“听”见手语

“转身就忘事”是大脑正常表现！

现在，我们又有一个理由
用一杯咖啡开始新的一天了。
科学家发现，喝咖啡的人似乎
活得更久。

研究者在对美国非裔、美
国日裔、拉美裔及白种人的调
查研究中发现，喝咖啡与因心
脏病、癌症、中风、糖尿病和呼
吸及肾脏等疾病死亡的风险降
低具有相关性。相较于不喝咖
啡的人，每天喝一杯咖啡的人
死亡几率降低了12%。这种相关
性在每天喝2-3杯咖啡的人中
表现得更加明显——— 死亡率可
降低18%。

这一研究的南加利佛尼亚
大学凯克医学院预防医学副教
授韦罗妮卡·W·塞蒂亚万表示：

“无论被试者喝普通咖啡还是无
咖啡因的咖啡，死亡率都更低，
表明这一相关性并不依赖咖啡
因而存在。尽管我们不能说喝咖
啡可以延长寿命，但我们看到了
这种相关性。 据《环球科学》

很多人以为楼层高就不会
有蚊子，因为蚊子飞不了那么
高。你有没有想过，蚊子也会爬
电梯呢?

普通蚊虫一次性飞行的高
度 100 米已经是极限，也就是
20 多层楼高的地方。这个高度
空气比地面要稀薄，温度也更
低，蚊虫飞行会变得很吃力，甚
至无法飞行。简言之，蚊虫一般
靠自己飞是无法达到30层以上
高度的。

但随着高楼越建越多，蚊
虫也在慢慢适应。如在6楼安家
的蚊虫经过繁衍其后代就很容
易以6楼为基础继续攀升，这样
蚊子就能一步一步、一代一代
地“爬”上高楼。不过楼层越高，
蚊子出现的几率会越小。

高层有蚊子是正常情况，
大部分蚊子是通过电梯和楼道
飞到高层的。天气很冷或很热
时，蚊子都比较少，一般天气冷
暖变化的时候蚊子会变多。而
且，小区的各种生活垃圾、绿
化、水景等，都是造成蚊虫滋生
的温床。 据科普中国

奶牛比人类
更抗艾滋病

喝咖啡，
可以让人更长寿

美国科学家最新研究指
出，奶牛在免疫接种后可快速
产生对抗艾滋病病毒(HIV)的
广泛中和抗体。新发现不仅有
助于HIV疫苗的设计，也为开
发新的艾滋病防治手段提供了
思路。

在 H I V 携带者中，约有
10% 到 20% 的人会自然产生
针对这种病毒的广泛中和抗
体，但其通常只在感染两年后
才会出现。但迄今为止，科学
家还无法促使人类免疫系统
产生这类抗体。

而新研究表明，奶牛能在
极短时间内产生广泛中和抗
体，并在与HIV的对抗中获得
优势。虽然目前奶牛抗体还不
太适合在人类中临床使用，但
弄清楚这种快速产生抗体的机
制，有助于开发新的艾滋病防
治手段。 据蝌蚪五线谱网

蚊子也会“爬”电梯

苦苦寻寻8800年年的的
““天天使使粒粒子子””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有
这样的体会：要走进房间拿东
西，进门后却忘了要做什么；打
开冰箱想找一只雪糕，开着冰
箱的门却忘了要吃什么。这种
现象并不是失忆症的表现，而
是一种常见的记忆机制。科学
家将这种“出门就忘事”的情况
称为“门口效应”。

是高效记忆的表现

工作时，既动用了如何使
用电脑的记忆，又要仰仗之前
积累的经验，还需要考虑要达
到的实际目的熟练工可以更专
注于工作的目的，而不需要时
刻回忆操作技巧。而技巧生疏
会影响到整体工作的完成，是
因为我们在一个特定层面的记
忆是有限制的，如果频繁回忆
具体的细节，就会影响到宏观
计划的实施。

人类需要利用有限的记忆
完成更多的任务，合理的组织
记忆对人类十分重要。“门口

效应”就是一种高效率记忆的
具体表现。一组来自法国的研
究团队曾经对“门口效应”进
行了具体的测试。研究者搭建
了相同的测试环境，被试者的
任务是在不同的桌子上搬运
物体，物体被装在了一个不透
明的背包中，而被搬运的过程
中，被试者被频繁地询问是否
还记得装进背包中的是什么。
统计发现，变换房间使得被试
者的记忆变差。进一步的实验
显示，即使让被试者回到原来
的房间，他们的记忆还是变差
的，这说明“出门”可能是诱发
遗忘的重要条件。

具有重要的进化意义

尽管目前的研究成果还不
能解释“门口效应”的具体机
制，但毫无疑问的是，“门口效
应”具有重要的进化意义。它使
我们可以快速忘记上一个环境
中的信息，为新环境腾出有限
的记忆空间，这构成了一种高

效率的记忆形式，如果不能快
速忘记次要的信息，大脑需要
具备更多的空间并消耗多余的
能量。记忆太多多余信息的个
体，在有限的资源下是不具备
生存优势的。

除“门口效应”之外，神经
系统还存在着其他有效的遗忘
机制，例如极端情绪的逐渐消
退，使得个体在生活中可以维
持相对稳定的状态。杏仁核在
情绪相关的神经活动中起到了
重要作用，在小动物实验中表
明，如果杏仁核传导的神经活
动出现了异常，小动物会出现
无法消退的恐惧记忆。在经历
极端痛苦或恐惧的人类中出现
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可能和
恐惧记忆的无法消退有关。

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生
活中的小小遗忘而烦恼，这正
是人脑在发挥正常功能的表
现，有的时候，“忘不了”才真正
让我们头疼。

据科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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