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上得了天，也下得了海，不过在“上天”和
“下海”这两件事情上，人类明显更偏向于“上天”。

时至今日，人类已经向外太空发射了大量的探
测设备，甚至在遥远的火星上，也有人类的火星车在
四处张望。尽管人类对地球附近的宇宙空间还称不
上“了如指掌”，但至少也算得上是比较熟悉了。

相对探索太空而言，人类对地球海洋的研究却
远远不够，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人类所探索过的海
洋区域，也仅占到了地球海洋的5%左右，并且这
些区域绝大多数都是浅海，至于深海，人类则几乎
是一无所知。为什么人类宁愿探索太空，也不去研
究深海呢？

B 为啥不使用无人设备
或者用远距离探测手段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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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率过快
会使寿命缩短

03030101 “毅力号”火星车
录下了火星尘卷风的声音

0202 在空间站
能用收音机听广播吗

通 常 清 醒 、安 静 状 态 下 ，婴 儿 心 脏 跳 动 为
120-140次/分钟，幼儿 90-100次/分钟，学龄期儿童
80-90次/分钟，成年人70-80次/分钟。但心率并非一
成不变，它与情绪、饮食、疾病、运动等因素都相关。
一般来说，静息状态下，60-100次/分钟都属于正常
范围。

中国医药大学教授温启邦研究了近200万份体
检资料发现：除去吸烟、高血压、高胆固醇、糖尿病等
容易造成心血管疾病的高风险因素，健康人平躺 5
分钟后的心跳应在60次/分钟左右。

超过 70次/分钟属于偏快，心跳每多 1次，平均
寿命就可能减少4个月。心跳70-89次/分钟的人，平
均减寿 3 年 6 个月；90-99 次/分钟，减寿 8 年；超过
100次/分钟，可能会缩短 13年寿命。这项研究首度
证实，心率快是造成寿命缩短的重要因素。

据《科技日报》

尘卷风是指充满尘埃的旋风，在火星上很常
见。它们是大气湍流的指标，是火星表面尘埃圈
的重要提升机制，但此前从未记录到尘卷风的声
音。

近日，一项发表于《自然·通讯》的研究中，来
自法国国立高等航空航天学院的研究人员，用

“毅力号”火星车搭载的麦克风记录到了尘卷风
的声音，而这场尘卷风直接经过了火星车。

研究人员描述了这场火星尘卷风的特征:尘
卷风约 25米宽（近 10 倍于火星车），至少 118米
高。这些发现或可改善我们对火星表面变化、
尘暴和气候多样性的认识，也可能会影响太空
探索。

未来，随着“毅力号”任务的继续，更多麦克
风记录或能提供更丰富的信息，从而可以对不同
地理位置的不同涡旋进行比较、研究。

理论上可以。
收音机的工作原理，就是把通过天线接收

到的信号，经检波（解调）还原成音频信号，送
到耳机或喇叭变成音波。至于在空间站打开收
音机能否听到广播，就在于能不能接收到信
号，这个信号就是电磁波。

波可以分成机械波、电磁波、引力波和物
质波。其中电磁波是不依靠介质传播的横波，
所以空间站的收音机也能接收到来自地面的
广播（电磁波）。

但有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那就是电磁波
的衰减。

各种波长的电磁波在传播时，会受到大气
中气体分子、水汽凝结物、悬浮微粒的吸收和
散射作用以及地形遮蔽，因此一般的广播信号
在空间站是搜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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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最直观的可怕之处就
是黑暗。随着深度的增加，海洋
中的能见度也会越来越低，通常
来讲，当水深超过 200米时，海
洋中的能见度就已经很低了；当
水深达到千米级别时，我们就可
以真切地体会到什么叫无边无
际的黑暗。

然而深海中真正可怕的，其
实是深海中的高压。要知道水深
每增加 10米，海洋中的压强就
会增加差不多1个大气压，而地
球海洋的平均深度大约为 3700
米，这种深度的压强可以达到
370个大气压，这大概相当于 1

平方厘米的面积承受 370公斤
的重量。

如此极端的高压环境，极大
地限制了人类在深海中的行动
能力，即使是乘坐特制的潜水器
潜入深海，人类也会面临着较大
的风险。

当然了，虽然深海对于人类
来讲确实是很可怕的，但是人类
对深海的研究，并不是一定要亲
自去深海进行“实地考察”，毕竟
在人类探索太空的过程中，通常
使用的也只是无人设备或者远
距离探测手段。

在远距离使用无人设备时，我
们需要一种载体来与其建立起无线
通信，以便即时控制它们的行动以
及获取它们传回的数据。而在进行
远距离探测时，我们也需要一种载
体才能获取到探测目标的信息。

正如我们所知，人类探索太空
时所利用的载体其实就是电磁波。
实际上，人类对地球表面的了解，主
要也是借助电磁波来完成的，比如
说在近地轨道上运行的卫星，就可
以利用电磁波在极短的时间内覆盖
地球表面的很大一片区域，从而进
行大范围、高精度、高效率地探测。

然而在深海中，电磁波却没有
了“用武之地”。为什么呢？因为电磁
波在水中传播时会剧烈地衰减，也
正是因为如此，深海中才会是一片
可怕的黑暗，毕竟可见光其实就是
一种电磁波。

没有了电磁波的“帮助”，人
类就只能想办法利用另一种载
体——声波，其原因就是声波是一
种机械波，其在水中的传播衰减远
远小于电磁波，可以在海水中进行
远距离的传播。

尽管声波也可以像电磁波那样
与无人设备建立起无线通信（这也
被称为“水声通信”），或者获取到探
测目标的信息，但在深海中利用声
波却存在着诸多的难题，主要有以
下五点：

1.在传播过程中，声波会因为
海水介质的不均匀分布，海面、海底
界面的影响等多种因素出现随机的

散射、折射、反射等，这样就会造成
不同时刻、不同强度的声波信号互
相混叠，进而产生类似混响的效果。

2.海洋表面的海浪波动以及深
海中的暗流，很容易导致声波出现
快速变化。

3.海洋中的环境噪声，如海洋
生物或者人类的船舶发出的声音，
会大幅增加利用声波的通信难度。

4.声波在海水中传播时也是有
衰减的，并且频率越高衰减就越严
重，这就造成了能够使用的信号带
宽非常有限。

5.与电磁波相比，声波的传播
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就算声波在水
中的传播速度比空气中快得多，也
只能达到每秒钟1500米左右。在这
种情况下，如果水面或水下的设备
发生了相对运动（这很常见），就可
以产生非常明显的多普勒效应，进
而导致接收端无法正确识别出其携
带的信息。

这些难题叠加之后的效果就
是：只要距离远一点，或者海洋中的
自然条件差一点，就会严重影响到
相关设备的通信距离或者探测精
度，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人类很难
利用声波去深入地研究深海。

综上所述，人类之所以宁愿探
索太空，也不去研究深海，其实并不
是因为深海有多可怕，而是因为以
人类目前的科技实力，暂时还无法
做到对深海进行大范围、高精度、高
效率地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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