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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效率逐渐成
为人们重点考虑的问题。有效地疏导和
提高十字路口的通行效率显得越来越重
要。在普通的交通灯设计系统中，显示时
间是固定的，这样就无法有效地利用道
路交通资源。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引入了车
流量监测，通过车流量的大小，来自动调
节红绿灯的显示时间。

最常见的有感应回路系统和视频摄
像系统。前者在地面铺设了环形线圈传
感器，当有车辆通过线圈时，车的铁外壳
使得磁感线圈电感发生变化，从而监测
车辆。感应回路系统由于其简单性而被
广泛使用。

后者是我们在交通信号灯中看到的

最复杂的系统。杆上安装的视频监测摄
像机依靠视频技术来监测汽车，并与多
个交通站点联网。不仅能识别车辆，并实
时计算停靠点的车辆数量，还可以区分
汽车和行人。

那么，我们开头说到的“遇到一个红
灯，就会一路红灯”的现象难道是因为交
通信号灯在监测汽车流量这块儿出了
问题？其实，这并非偶然现象，而是道路
设计师们花了几十年特地研究出来，防
止交通拥堵的手段。

交通控制系统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
在最短的时间让最多的车辆通过路段。
原则就是如果前方路况好，就让新来的
车快走；如果前方路况不好，就让新来
的车慢点走。于是，人们想出了一个办

法叫作：绿波带，即车辆匀速行驶，进入
绿波带区域时第一个信号灯为绿灯，那
么下一个路口也能遇到绿灯。最大限度
地保证车流到达路口都是绿灯，尽可能
减少停车时间。

绿波带道路上的路口信号灯通常会
设有绿波速度提示牌，保持 50—55km/h
的速度最容易赶上绿波带。但是，如果
碰上极端路况、车祸，或有人闯红灯等
事件，无法保持绿波速度的情况下，你
可能会遇到绿波带的“死对头”——红
波带，让你走一路，停一路，减缓你的通
行速度。

当然，不是所有路段都可以设置绿
波带。一条适合设计绿波带的路段需要
满足许多条件，比如：不是主干道（主干

道车流量过于饱和，车辆排队过长无法
在有效绿灯内通过路口）、干扰因素少
（无乱穿马路的行人和非机动车辆）、道
路条件相近（车流量情况相近）等。

2011年，一项研究表明，绿波带可以
减少汽车二氧化碳排放、减少燃油消耗、
减少车辆部件磨损以及制造过程中的间
接能源消耗。

所以，绿波带控制一般使用在中心
城区到外围城区的主干道上，目的是让
中心区的车辆尽快驶出核心区。而相对
应地驶入中心城区的方向，往往不会设
置绿波带。相反，有的地方会设置红波
带，就是让进入核心区的车辆多等几次
红灯，以减缓市中心的交通压力。

据《科普中国》

开车时遇到一个

为什么就会一路

红灯
红灯

开车或骑自行车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如果碰
到一个绿灯顺利通过，就能一路绿灯；相反，只要有一个红灯拦你，
接下来遇到的都是红灯……这背后有什么科学原理吗？

被停用的煤气灯被停用的煤气灯??

交通信号灯俗称红绿灯，是
以红、黄、绿三色（欧洲一些国家
还可能会使用带有橙色的琥珀
黄）灯或辅以声音讯号，指示车辆
及行人停止、注意与前进。世界上
第一盏交通信号灯诞生于 1868
年 12月，而它被发明的主要原因
是伦敦威斯敏斯特桥前有大量的

马匹经过，数以千计的行人被迫
行走在威斯敏斯特宫旁，导致经
常发生人与马匹堵塞。

该交通信号灯高 6.7米，由两
个连接到旋转臂上的移动标志，
以及夜晚使用的柱顶上的煤气灯
组成。当时，并没有“自动化”这一
概念，所以交通信号灯的变化全

是人为操纵的。
虽然这是一项成功管控交通

流量的发明，但它的煤气灯却在
运行了 24天后爆炸，炸伤了控制
信号灯的警察，这种交通信号灯
便被停用。直到电力的普及，第一
个电力交通信号灯才在美国克利
夫兰市投入使用。

03030101 0202 有不接触就能
演奏的乐器吗？

为了乘客们的安全。
航空业的绝大多数规则和做法都是以预防

意外情况发生为基础的。通过这些研究和考察，
制定并实施使航空更安全、更有效的规则。

当人眼从光环境移动到黑暗环境时，要经过
一段时间让视觉敏感度逐渐提高，才能看到暗处
的物体，即暗适应过程。

经研究显示，在进入暗处的最初7分钟之内，
人眼感光阈值会出现一次明显下降；在进入暗处
25分钟—30分钟之后，阈值才会下降至最低点。

在飞机起飞前 3 分钟和降落前 8 分钟时，
飞行是最危险的。民航业内有一个专业的术
语——危险11分钟，也有人将其称为“魔鬼11分
钟”。这段时间内关闭灯光可以让人们提前进行
暗适应过程。这样在出现紧急情况时，乘客能够
跟随紧急出口灯光，快速找到出口。

同时，飞行员也会将驾驶舱的灯光关闭，方
便看到指示灯信号。当然，也有说法是关闭灯光
是为了让飞机能够将能源集中在发动机上，保证
飞机平稳飞行。

宗合

1920年，苏联工程师莱昂·泰勒明创造了
一种前所未有的乐器，这种乐器被命名为泰勒
明电子琴，是世界上第一台电子乐器。泰勒明
电子琴以其古怪的音色，无接触的演奏方式应
用于科幻电影中。

泰勒明电子琴既没有键盘，也没有琴弦，
它有两条可以感知人手在周围空间运动的天
线。位于乐器右手边的是音高天线，人手和天
线的距离远近会改变音高；位于左手边的呈水
平环形的是响度天线，会受手掌上下运动的影
响，增加或减小音量。

人体有肌肉和脂肪，因为肌肉是很好的保
水器，即电的良导体，而脂肪是不好的保水器，
即电的不良导体。所以人体是一种特殊的天然
电容器。

当你的手在天线附近摇摆时，身体电容会
影响天线产生电磁波，经过泰勒明电子琴中两
个振荡器的处理变为我们可以听到的音乐。虽然
这种乐器并不好操控，但是著名音乐人克拉
拉·洛克莫尔、塞缪尔·霍夫曼、露西·毕格
罗·罗森等都是“弹奏”它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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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太空垃圾
学壁虎

在地球轨道上，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太空垃
圾，据统计，直径大于 10厘米的太空垃圾就超过
2万块。它们要是与卫星碰撞，足以摧毁卫星，并
制造出更多的碎片。

太空恶劣的环境使得我们无法用一般的方
法来清除这些垃圾。虽然也有人提出过其他一些
高科技的办法，比如用高功率的激光扫射，让碎
片汽化等。但这些技术目前都尚未成熟。

不过，美国研究人员已研制出一种可在太空
中使用的“干胶”材料，其灵感来自壁虎的脚。壁
虎之所以能够在光溜溜的墙壁上爬行，得力于它
脚趾上的肉垫。其肉垫下面，覆盖着一层富有弹
性的微小肉绒。这些小肉绒可与任何表面的分子
相互作用，从而产生吸力。此外，它们还能自由地
弯曲、伸缩。

模仿壁虎的肉垫，研究人员制成了一种吸附
力极强的薄片。他们把它固定在机器人的手上。
实验表明，仅一张长宽各0.1毫米的薄片，就能附
着在比它尺寸和重量大100倍以上的太空漂浮物
上。在空间站上，靠这样一张薄片，就能让机器人
悬挂在太空舱的壁上长达数周。

为什么飞机起飞时
要调暗灯光？

如何控制信号灯如何控制信号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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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各公司车险业务，人保，平安，太平洋，
中路，国任，紫金，华农，大家……兼办验车，24小
时道路救援，查勘定损，服务理赔一站式服务！

专 业 车 险
电话：13832738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