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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前沿

在精彩的北京冬奥会赛事背后，无
线电的身影无处不在。直播转播、计时
记分、调度指挥……这些重要的无线电
应用，为落实冬奥会“简约·安全·精
彩”办赛要求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保
障。

为提升观众体验，本次奥林匹克广
播服务公司（OBS）及其合作伙伴实现
了赛事全程4K转播、开幕式及部分重要
赛事的8K超高清转播，这也是全球首次
规模化应用8K技术进行开幕式直播和赛
事报道。为了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本
届冬奥会投入了大量移动摄像设备，借
助其灵活移动的特性捕捉更多的精彩瞬
间，这些设备都需要使用专用的无线电
频率。

“猎豹”轨道摄像机系统：
高速运动捕捉更多生动瞬间

“冰丝带”的“猎豹”是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历时五年研发的超高速4K轨道摄
像机系统，专门用于冬奥会速度滑冰赛
事的转播。在速度滑冰比赛中，一般运
动员的时速可达50公里/小时，顶尖运动
员甚至可达70公里/小时，而“猎豹”的
最高时速可达90公里/小时，无愧于“猎
豹”其名。

通过400MHz频段的无线遥控，摄
影师可以对“猎豹”的运动进行调节，
实现对运动员的追赶、跟随甚至超越，
捕捉更多生动瞬间。此外，借助2GHz
频段的无线图像传输信号，即使在高速
运动过程中，“猎豹”拍下的高清画面也
能被实时传递到制播中心，经过编辑制
作后呈现在观众面前。

“飞猫”索道摄像系统：随
心所欲拍摄精彩视频

开幕式上俯瞰“鸟巢”的全景、仰
望烟花绽放的瞬间，拍摄下这些画面的
是架设在国家体育场上方的索道摄像系
统（又名“飞猫”）。通过无线遥控，摄
像师可以让摄像机在索道搭建的二维或
三维空间内任意移动、镜头360°旋转，
实现随心所欲地拍摄，并通过使用专用
频率的无线信号回传视频画面，提供非
同一般的视觉效果。

这种无线摄像机应用广泛，尤其在
拍摄角度和区域都受到一定限制的区
域，例如在跳台滑雪的比赛中，“雪如
意”顶部与地面落差达130多米，相当
于30层楼房的高度，布设在“雪如意”
顶部和底部之间的“飞猫”可以全程记
录下运动员“飞”的过程。

冰面锥筒摄像机：仰拍运
动员迎面高速滑过画面

在国家速滑馆内，除了亮眼的
“猎豹”外，冰面上还隐藏着另一种无

线摄像机——冰面锥筒摄像机。它由
摄像机、电池和无线发射装置三部分
组成，被安放在用以标记赛道的红色
锥筒中。冰面锥筒摄像机非常小巧，
摄像机的体积甚至不到 25 立方厘米，
就像一只在锥筒上打了个洞并从中探

出头来的仓鼠。
摄像师可以通过无线遥控来控制

这只“仓鼠”的头部，以仰视的角度
拍摄运动员迎面冲击而来、高速滑过
的画面，并通过 5.2GHz 频段带宽为
40MHz的无线信道高质量、无时延地
传输到制播中心，快速包装成观众所
能看到的节目，给观众身临其境的感
觉。

运动员佩戴无线摄像机：
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赛场气氛

为了让观众更有代入感，很多参赛
队员的身上也携带了无线摄像设备。例
如，在2月5日女子冰球芬兰与加拿大的
比赛中，8号运动员的头盔后部就有一个
贴有绿色标签的无线电设备，这是一台
无线摄像机，它们普遍使用7GHz频段
专用频率，观众可以通过它身临其境地
感受赛场上的争抢、碰撞。

在雪上追逐类竞赛部分参赛队员的
头盔上，也安装了小型鹿角一样的无线
摄像机，当转播画面切换过来时，观众
可以从参赛队员的角度看到前方的赛
况，感受雪上的高速滑行和颠簸。

有力保障直播转播对无线
电各项需求

全程4K转播以及大量移动摄像机的
应用对无线电频谱资源提出了极高的要
求。经过反复协调和技术验证，工业和
信息化部在2021年末就完成了对OBS
申请频率的行政许可，为相关设备的提
早入场、安装调试以及比赛期间的安全
使用奠定了坚实基础。无线电安全保障
团队为OBS及央视共指配近900条专用
频率，确保电视直播的顺利进行。

为确保直播转播频率的正常使用，
各赛事场馆的无线电安全保障人员每天
都要开展重要频段的保护性监测。以国
家速滑馆为例，截至目前共排查不明信
号及无线电干扰十余起，拦截未贴签设
备40余台（套），确保了赛事媒体转播
等业务的顺利开展。

据冬奥会主媒体中心无线电频率主
管介绍，在8万余人次的安检和巡查过
程中累计排查干扰隐患9起，制止场内
未按规定使用无线电设备行为40余起，
有力保障了OBS、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NBC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BBC （英
国广播公司）等媒体1000余部无线摄像
机安全地使用频率，顺利地开展直播转
播业务。

据《人民邮电报》

无线电与北京冬奥会直播转播

冰墩墩可爱得“直击心灵” 心理学家早有预料

国家速滑馆内的冰面锥桶摄像机国家体育场“鸟巢”上方的“飞猫”

超高速4K轨道摄像机系统“猎豹”

冰球比赛女运动员佩戴的无线电设备

氨气是造成大气污染的关键
前体物。为降低其不利影响，氨
减排十分必要，厘清大气氨的来
源是实施氨减排的科学基础。

已有观测发现，氨气浓度具
有明显的日变化特征，其峰值浓
度一般出现在早晨7点至10点。
对于早高峰的形成机制，以往的
解释包括：土壤/植物排放、露水
挥发，或是混合层打破后残留层
氨气向下的传输。机动车排放也
曾被认为是可能的原因，但缺乏
科学的定量证据。

鉴于此，中国科学院大气物
理研究所大气分中心研究员潘月
鹏团队基于氮同位素溯源技术，
在小时尺度上追踪了北京大气氨
的来源。结果发现，与大气氨浓
度和机动车流量的日变化特征相
似，大气氨的氮同位素信号也有
明显的早高峰，而且其来源指向

更接近于机动车而不是农业源。
通过同位素质量平衡模型计算，
机动车对氨气早高峰的贡献高达
40%，是城市大气氨减排的重点
对象。 据《北京日报》

大气氨浓度也有早高峰

触摸贴在手背上的显示屏，
回复邮件或管理健康状态。实现
这种用途的是可以自由伸缩的半
导体器件。庆应义塾大学等的研
究团队新开发了可以伸缩的这一
装置，成功地将性能提高至原来
的10万倍。

庆应义塾大学与美国斯坦福
大学的研究团队使二极管具备了
伸缩性，驱动频率也实现了用于

交通IC卡的13.56兆赫，达到原
来的10万倍。二极管是单向导电
的半导体元件，通过提高驱动频
率，可以有效地无线传输电力。
研究团队还利用新开发的二极管
开发了可以实际贴到皮肤上的显
示系统。厚度约为200微米，由
二极管、显示屏和天线等部件构
成。

据“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贴在皮肤上的信息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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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波罗的海联邦大学生
命系统学院生物学家研究发现，
芒草的生物量可提供可再生能源
发电，并减少对环境的有害物质
排放。此外，这种植物的种植难
度不大，种一次可收获30年，每
公顷产量可达30千克。相关论文
发表在《Energies》科学期刊上。

生命系统学院研究员叶夫根
尼·丘帕欣表示，芒草因灰分含
量低而适合各种生物能源转换过
程，而且专家也有意将其作为育

种原始材料。此外，工业企业更
愿用冬季收获的芒草作物来提高
效率，降低加工成本。研究人员
认为，对如何调控代谢和遗传信
息作进一步研究以及关于基因改
造的一些新方法可以帮助突破在
培育适合释放生物量的品种方面
的限制。他称，此项研究的重点
在于育种计划，基因组编辑和代
谢工程将有助于提高植物性能并
增加生物能源产量。

据“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芒草的生物量
能提供可再生能源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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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开姆尼茨工业大学及中
国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科学家在
《先进能源材料》杂志上撰文称，
他们研制出了迄今世界上最小的
电池，可为一粒灰尘大小的计算
机供电。

研究人员使用到了所谓的
“瑞士卷”或“微型折纸”工艺。
他们在晶圆表面连续涂覆聚合
物、金属和介电材料薄层，形成
具有内在张力的分层系统。薄层
被剥离会释放出机械张力，随后
自动弹回去卷成“瑞士卷”。因
此，不需要外力就能制造出一个
自卷绕圆筒式微型电池。

利用这种方法，团队制造出
可以反复充电的迄今最小的微电
池，其比一粒盐还小，能为世界
上最小的计算机芯片供电约10个
小时。而且，该方法与现有芯片
制造技术兼容，能够在晶圆表面
生产高通量微型电池。

研究人员称，这款微型电池
有望在物联网、微型医疗植入物
等领域大显身手，应用于未来的
微纳电子传感器和执行器内。他
们表示，这项技术仍有巨大的优
化潜力，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强大
的微电池。

据中国科技网

迄今最小电池问世

冰墩墩深受大众喜爱

北京 2022 年冬季奥运会已经落下
帷幕，但“顶流”冰墩墩热度不减。不
过，为什么冰墩墩能可爱得如此“直击
心灵”呢？

冰墩墩看起来“憨态可掬”：拥有
大眼睛、短手短腿和不成比例的大脑
袋——这些婴儿般的特征，让它显得天
真可爱、讨人喜欢。

可爱的特征即婴儿图式

20 世纪，诺贝尔奖得主康拉德·
洛伦茨和尼科·廷贝亨描述出了人们认
为可爱的特征，即婴儿图式：圆眼睛、
胖脸颊、高眉骨、小下巴，以及大头小
身的比例。这些特征对于人类演化而言
至关重要，因为它们能帮助大脑识别出
弱小的婴儿，并对其给予关注和照看，
以帮助他们存活。

从外表上看，许多“萌物”都是一
副弱不禁风的形象，但是可爱这种特征
可是很强大的。2016 年，牛津大学的
莫滕·L.克林格巴赫等发表了一篇关于
可爱的综述。文章中说可爱是“能够塑
造人类行为的最基础、最强大的力量之

一”。
实际上，对于可爱的判断对人类而

言可能十分必要。克林格巴赫的研究团
队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展示了婴儿和成
人的面庞，并检验被试看到这些图像时
脑部的活动。他们发现，大脑在看到

“萌物”后的不到七分之一秒内就做出
了反应。他的研究团队总结认为，可爱
是解锁大脑快速注意力资源的第一把钥
匙，在那之后，有关同情与共感能力的
大脑网络才会发挥作用。

打开大脑的“万能钥匙”

如果可爱是如此重要的一把钥
匙，那么锁匠能否伪造出一把万能钥
匙？几十年前，洛伦茨和廷贝亨就引
入了超常刺激的概念，即比自然刺激
更加突出或强烈的刺激。在一次经典
实验中，廷贝亨发现，如果把真实的
鹅蛋与白色的排球放在一起，鹅类更
倾向于将排球滚回自己的巢穴。在这
些鹅类眼中，更大、更圆的白色排球
显然比真实的鹅蛋更有吸引力。在这
里，排球就是一种超常刺激。

与之类似，冰墩墩的婴儿特征可
能比真实的婴儿更加突出，这令其成
为一种超常刺激：太可爱，可爱得令
人难以抗拒，同时又不像真实的婴儿
那么难伺候。这种可爱并不会让我们
想要真的去养育一只冰墩墩或大熊
猫，但我们的大脑仍然被这类可爱形
象的超大眼睛和二头身所“劫持”。
就好像我们当初演化出感知食物中的
糖的能力只是为了更好地获取能量，
但如今这种能力却让我们爱上了甜
食。

可爱的卡通形象与高糖分食品等
超常刺激一样，会刺激到我们大脑的
伏隔核，这一神经结构在大脑奖赏回
路中非常关键。伏隔核中的神经元可
以释放“快乐之源”——多巴胺。研
究表明，超常刺激会激活伏隔核，令
大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奖赏响
应上。一组国际研究者团队对这
一现象进行了研究，他们人工
处理了一些婴儿照片，使照片
里 的 婴 儿 比 正 常 婴 儿 “ 更 可
爱”或“更不可爱”，从而筛选
出人们认为是超常刺激的面部特
征。研究者向女性被试展示了真
实图片和处理后的图片，并利用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对其脑部进行
扫描。正如研究人员设想的
一样，可爱程度的提高或
降低对伏隔核的代谢活动
有着显著影响，这表明
这一大脑区域能够响应
超常刺激，并激发对婴
儿的利他和养育行为。

糖 分 等 其 他 超 常
刺激激活大脑奖赏回
路 的 过 程 也 与 之 类
似 。 一 项 研 究 显
示，实验室大鼠脑
伏隔核区域的多巴
胺活动与其所摄取
的糖水量有关。与之
类似，有美国俄勒冈州
的研究者也认为，肥胖的青
少年女性在享用巧克力奶昔
时，其与伏隔核相邻的脑部
区域，同样与奖赏机制有关

的尾状核也展示出超常的脑部活动。
看来，各类奖赏刺激似乎都拥有率先
打开大脑注意力系统的特权。

揭示了人类情感的“肤浅”

关于可爱的科学既有符合直觉之
处，又有令人费解的部分。200年前，
可爱可能只是刚出现的语言学概念。如
今，它已成为快速得到我们的注意力、
爱与关怀等关键神经资源的捷径。

我们对冰墩墩的热爱或许反而揭示
了人类情感的“肤浅”：为什么爱是由
如此浅层的外表特征激发的，而不是由
更深层次的判断标准而产生的？

克林格巴赫和同事希望更多地了解
大脑的这些“算法”。不管怎样，随着

人们对可爱的文化意
识不断加深，大眼睛
或圆脸庞或许将会
更加深入人心。

据《科技日报》

谷爱凌和金色冰墩墩谷爱凌和金色冰墩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