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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2 从客机上掉落，
人在落地前就已死了吗？

此原 来 如

0101

喷气式客机以830千米/小时的速度在1万
米的高度巡航，除了飞行中舱门自动锁定外，该
高度的压差超过 5吨/平方米，所以飞机门上就
像是坐着一头大象一样，凭人力极难打开。如果
人从这样一架飞机上坠落，说明飞机可能遭受
了严重破坏。

假设在飞机遭受破坏之后人还活着，并且
掉出飞机时没有撞上机翼或者机尾，那么掉出
飞机之后，人将处于低于正常海平面压力四分
之一的环境中，那里的气温大约为零下48℃。不
过，这种情况下，人也不一定会死。20世纪 60年
代的一项研究显示，黑猩猩可以在接近真空的
环境中存活约 3分钟，而且不会因此留下健康
问题。其他的一些研究则显示，人在温度过低，
接近冰冻状态时，对氧气和能量的需求会减
少，所以人在这种状态下不容易因为缺氧而引
起脑损伤。当人渐渐暖和起来后，仍有生还的可
能。

因此，人从飞行中的客机上掉落，在落地前
大概率还是活着的。但是如果没有降落伞，那人
将以大约 200千米/小时的速度撞向地面，必死
无疑。

为什么智齿
在人成年后才长？

相比于其他灵长类动物，人类智齿萌出的
时间更晚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与我们的脸型和
下颌发育有关。

与我们的灵长类表亲不同，人类的脸是偏
平且短的。对比一下黑猩猩或者大猩猩，我们就
会发现，它们的下颚向外凸出，所以它们的最大
部分牙齿都向前凸起。而我们的嘴则大致与额
头在一个平面上，这意味着我们口腔中能容下
的牙齿更少。

再者，人类的下颌发育得非常慢，一直到我
们成年，它还在发育。如果智齿长早了，那么它
就会对下颌造成损伤。只有当下颌发育到有足
够空间时，智齿才可能会萌出。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的智齿都能顺利萌出，
有些人的智齿会横卧在牙床上或者斜着长出，
这有可能会损坏相邻的牙齿，这种情况就需要
咨询专业医生，及时做处理。

0303
为什么一个人
发烧的时候常做噩梦？

这是因为体温过高会影响大脑的工作方
式。

在 2013年的一项调查人们发烧症状的小
型研究中，几个人提到了“奇怪”的梦。一个人
提到了一个梦，这个梦在他的青春期反复出
现，最近又出现了。另一个人描述的梦境似乎
是在愉快和烦恼的情况之间相互切换。

2016年的一项研究记录了一些人在过去
发烧时做的梦的类型，然后将这些梦与人们身
体健康时做的梦进行比较。科学家发现，与正
常的梦相比，发烧时候做的梦更加怪异，更加
消极。

梦境中会有大型手脚生物、巨型昆虫，以
及“慢慢蔓延到全身的黑色”……

为什么发烧会做奇怪的噩梦？科学家推
测，大脑温度升高可能会扰乱大脑的正常认知
过程。做梦的过程往往都是在快速眼动期，而
快速眼动睡眠对于温度控制至关重要，发烧会
抑制快速眼动睡眠。如果发烧扰乱了快速眼动
睡眠过程，那便改变了一个人的梦的性质，所
以才有了噩梦。

宗合

近日，五邑大学陈智明博士、罗坚义教
授课题组开发了一款具有触觉断层扫描成
像功能的仿生手指，不仅能感知物体表面
信息，还能检测物体内部结构并重构出其
3D轮廓图，打破了触觉技术停留于检测物
体表面信息的困境。

从人类手指获得灵感
“灵感来自人类手指。”罗坚义说，“当

人们用手指触摸自己的身体时，不仅能感
觉到皮肤的质地，还能感觉到皮肤下骨骼
的轮廓。”

触觉感知对人类获取环境信息起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它甚至可以使人类在缺失
视觉的情况下通过触摸来感知环境中复杂
的信息。人体手指覆盖着最密集的感受器，
具有高灵敏度的触觉感知，不仅可以感知
物体表面信息，如表面轮廓、表面纹理及软
硬度等，还可以粗略地感知物体表层下的
内部结构。

罗坚义表示，为模拟人类手指的触觉
感知，研究者开发出了各种各样的触觉传
感器，并将其应用在仿生机器人上以获取
外界信息。但此前的触觉感知技术还停留

在获取物体表面的信息的阶段，没能实现
对物体表层下内部结构进行检测。

未来或可用于仿生机器人
陈智明介绍，这项研究目的是想开发

出既可以检测纺织面料的表面纹理，也可
以检测人体内部硬块的仿生手指。

该仿生手指通过内置课题组自主研发
的碳纤维基触觉传感器和触觉反馈系统，
实现对外力的定量响应，使其可以识别物
理接触并做出相应的反应。同时，通过仿生
手指对物体进行恒力扫描，获取恒定压力
下对应的位置数据，并基于位置数据重构
物体内部的三维轮廓图。

陈智明介绍，这项技术未来可以分两
个方向发展：一是断层扫描成像技术方向，
通过不断提升其检测灵敏度和分辨率，使
其可以媲美于光学检测技术；另一个方向
是智能仿生机器人技术，将该仿生手指进
一步与仿生机器人结合，开发出具有和人
类相似机动性和感知功能的仿生机器人，
并尝试将仿生手指与人的假肢结合，帮助
残疾人恢复对外界环境的感知功能。

据《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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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御河新城西区自住房一套，108.28平方米，全阳
三室两厅一卫，精装全屋木地板。紧邻运河区实验小学、
育红小学、二医院，生活便利。带车位储藏室售13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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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刻实验

3月7日，看见迪亚斯在美国物理
学会会议上的报告结果后，闻海虎火
速安排重复实验，“我们的初步样品很
快出来了，后来又作了一些调整”。

为何效率如此之高？闻海虎称，这
是他们团队加班加点共同努力的结
果。事实上，这个复刻实验“难度不是
很大”，但是“测量起来还是有难度
的”，因为需要精细的信号，而数据分
析也是有难度的，幸好他们“平时有很
好的积累”。

实验并非完全复刻。闻海虎发现，
迪亚斯给的制备样品方案几乎不可
行，于是他们结合自己的条件，完全以
新的方式进行合成并得到了镥氮氢材
料。X射线衍射仪技术检查显示，该材
料结构与迪亚斯的样品几乎一致，且
能量色散X射线光谱仪分析也发现了
氮元素。

闻海虎团队随即在6万个大气压
以下的不同压力中，对该材料电阻进
行了测量，发现低至 10K都没有超导
发生。同时，他们也进行了仔细的磁化
测量，发现没有超导所需的抗磁信号。
闻海虎说，这些发现足以否定迪亚斯
的常温低压下的超导结论。

因为迪亚斯没有说明其研究材料
中的氮含量，目前只能以材料结构来
讨论。闻海虎说，尽管样品中氮含量或
许有所不同，但是材料结构一样、3种
元素兼具，这个情况下要有超导就应
该产生了，“不能说那一点成分的改变
会决定超导或不超导”。

为什么迪亚斯的制备样品方案不
可行呢？迪亚斯的方案是，用两个小金
刚石对微腔中的镥、氮气和氢气在 65
摄氏度下加压到 1万个大气压。闻海
虎分析说，迪亚斯的材料制备方法存
在明显的不合理性，65摄氏度太低，
这个温度下能产生金属和氮气、氢气
的反应是不可思议的。

闻海虎说，迪亚斯可能给了一个
错误的条件，或许是温度少了一个

“0”，“除非用激光加热，否则很难做出
来”，然而迪亚斯并没有提到激光。闻
海虎团队采用了高温高压炉来烧，很
快就得到了镥氮氢材料。

闻海虎考虑得更严谨。他说，这个
材料在几十万个大气压下是否会出现
高温超导还不能下结论，“我们也正在
做”。

需要更多的验证

从1968年到今天，物理学家一直
在研究与氢有关的超导属性，硫化氢、
稀土氢化物和碱土氢化物可以在超过
200K的温度下转变为超导态。

迪亚斯团队这次将氢化镥中的
部分氢换成氮，并宣称在 1GPa、20摄
氏度的最高转变温度下测量到了超
导。如果被证实，这将是史无前例的

一大进步。
此前，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靳常青提及迪亚斯这次研究的几个存
疑细节，包括合成样品结构不清楚、氢
的含量太低（与之前发现的富氢超导
体迥异）。

为何氢的含量如此重要？这与学
界对超导的一种固有认识有关。一般
而言，超导材料中氢含量越高，其超导
转变温度越高。

计算化学家、美国加州州立大学
北岭分校副教授苗茂生说，富氢超导
体和低氢超导体二者是“完全不同的
系统”，迪亚斯的结论颠覆了已有的认
识。比如十氢化镧超导转变温度为零
下 13摄氏度，已经很高了；而迪亚斯
的镥氮氢材料中，镥：氢摩尔比不到
3，远远低于十氢化镧，其超导转变温
度却高于十氢化镧。

苗茂生说，很难想象迪亚斯的镥
氮氢材料会成为一个电声子耦合超
导。基于电声子耦合理论计算得出，这
个材料的超导转变温度应该在十几
K。

他提示，高压实验是非常难做的
实验，样品特别小，合成条件又很难达
到非常均匀，加上信号测量的噪声非
常大，这些都是容易产生误判的因素。

除了闻海虎团队的论文外，近期
还有数篇有关氢镥材料的类似研究发
表。

更早的研究来自靳常青团队。3
月9日，他们在发表研究称，多氢化镥
在 218GPa的压力下超导转变温度为
71K（约-202摄氏度）；当压力释放到
181GPa时，超导转变温度降低到 65K
（约-208摄氏度）。这些超导转变温度
都远远低于室温。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程金光
团队于 3月 12日在发布了另一项研
究。尽管他们的材料没有添加氮元素，
但他们在高达 7.7GPa的压力下对二
氢化镥的测量表明，温度低至 1.5K
（约-272摄氏度）时没有超导性。

值得关注的是，迪亚斯的两次“前
科”让人无法对其研究放心。可测试、
可重复和透明度是科学研究具有可
信度的重要因素。迪亚斯此前的两次
重要研究，包括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的金属氢研究和发表在《自然》杂志
上的碳氢硫超导研究，均未具备这些
因素。

《自然》杂志也注意到了迪亚斯的
过往。靳常青和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
槟分校的 DavidCeperley 在该期刊发
表评论文章称，因为迪亚斯关于碳硫
氢化物高温超导的论文被撤回，对其
最新研究的独立测量数据将有助于消
除疑虑。

苗茂生也提醒说，既然《自然》杂
志接受了迪亚斯的工作，那么就要严肃
地讨论它。如果要否定他的工作，那么
就需要更多的证据和重复性验证，后续
应该会有多个验证论文很快发表。

据《中国科学报》

“这个结论肯定是推翻了，毋
庸置疑。”南京大学超导物理和材
料研究中心主任闻海虎说出这句
话的时候，语气足够坚决。

“这个结论”，指的就是当下
大火的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兰
加·迪亚斯团队的室温超导研
究。他们宣称自己研发的一种镥
氮氢材料在近 1 万个大气压
（1GPa）下实现了室温超导。

近日，闻海虎团队提交了一
篇包括9名作者、长达16页的研
究论文，直截了当否定了迪亚斯
的研究结论。论文结论称：“我们
的实验清楚地表明，从环境压力
到 6.3GPa，温 度 低 至 10K
（约-263 摄氏度），镥氮氢材料
LuH2±xNy中不存在超导性。”

这距离迪亚斯的研究发布只
有8天，如果实锤，迪亚斯将会再
次被打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