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变色，是大部分落叶植物首
先采取的御寒法宝。染红枫叶的
是秋天本身——秋天的光照、越
来越大的日夜温差，以及秋天的
环境温度等。每种树叶里，都含
有天然色素：叶绿素、叶黄素、
胡萝卜素等等，但这些色素在叶
子中含量的比例差别很大，叶片
中哪种色素的比例占主导地位，
叶子就呈现出那种颜色。

春夏时分，大部分植物叶子
中，叶绿素的含量占绝对优势，
叶片只会显现出主导色素的绿
色。

到了秋天，气温不断下降，
昼夜温差加大，光照一日日变
弱，这些对合成时需要较强光照
和较高温度的叶绿素来说，是致
命的。此时，不仅合成叶绿素受
阻，叶绿素还很不稳定，见光容

易分解，分
解的叶绿素
又得不到补
充 。 所 以 ，
当叶子中叶
绿 素 的 比
例，降到低于叶子中的叶黄素和
胡萝卜素的比例后，叶片就显现
出后者的黄色和橙色。叶黄素和
胡萝卜素相对比较“沉稳”，不
那么容易受外界尤其是季节的影
响。

植物通过一系列生理反应，
使叶片逐渐变色脱落，从而有效
减少水分的蒸发，降低植株营养
的消耗，保持植株体内的水分和
营养平衡，还会把获取的养分储
存在叶芽、花芽或根系等部位，
从而应对干燥寒冷的冬季。

据新华网

变色是落叶植物的变色是落叶植物的
防寒法宝防寒法宝

08 2022年11月17日 星期四
编辑：曹 华 生活科技 本版信箱：lhrb001@163.com

印刷单位：漯河日报社印刷厂 地址：漯河市召陵区黄河路东段东兴电子产业园24号楼

随着5G进入规模商用阶段，6G正进
入概念形成和技术储备的关键时期。在
近日举行的 2022 全球 6G 发展大会上，
IMT-2030 （6G） 推进组和中国通信学
会发布最新 《6G 前沿关键技术研究报
告》，并面向全球征集6G关键技术。

自 120 年前人类进入无线电时代以
来，通信技术快速迭代。人们总是在一代
通信技术进入大规模应用之际，便马不停
蹄地启动下一代通信技术研究。比如，
2013年4G在我国开始商用，5G的技术支
柱也是在那时基本就绪。业内预测，2030
年是 6G通信商用元年。根据这个时间
表，8年后，6G将来到你我身边。

移动通信
“快”的边际效应在递减

何为6G？随着全球多份6G白皮书发
布，这一先导性基础技术的“面貌”逐步
从科幻走向现实。《6G前沿关键技术研究
报告》显示，6G将实现人、物理世界和数
字世界的智慧连接，实现多空间深度融合。

消费者对通信技术更替最大的感受是
快，比如从1G到4G，每一代移动通信峰
值速率较上一代都提高了千倍。但是进入

5G以来，“快”的边际效应正在递减，比
如5G相对4G峰值只提高了200倍。

在速度上，6G的通信能力是5G的10
倍。但在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看来，发
展6G没必要一味求快，它更大的意义在
于覆盖5G到不了的地方，将许多目前的

“不可能”变为“可能”。
上海垣信卫星科技有限公司院长助理

胡月梅在会上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6G
时代，空间站里的航天员能与家人实时来
一个“跨时空拥抱”，在茫茫大海上航行
的海员也能刷抖音。她告诉记者，那些无
法建地面基站的地方，可以通过卫星形成
的空间互联网传输信息。截至目前，垣信
卫星公司已经发射了数颗试验卫星，三年
内有望初步形成覆盖全球的低轨卫星通信
网络。

工业互联网
将成为6G应用主战场

会场外，华为展台的太赫兹毫米级成
像设备吸引了不少人围观。这台设备实现
了感知和通信“二合一”，换言之，它既
能“看见”物理世界，又可以在虚拟世界
上构建数字孪生。

在与6G相关的项目中，频段范围在
100GHz-10THz 之间的太赫兹频频出
现。太赫兹为何成为 6G的重要候选技
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太赫兹无线通信实
验室的韩充介绍，太赫兹的最大优势是

“大带宽”，在理想状态下，其传输效率能
达到目前的100倍以上。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截至
今年9月，我国移动物联网连接数已达
17.45亿，约占全球70%，实现了“物超
人”，未来物联网终端数量将是手机终端
数量的10倍。这么多终端在网络中通信，
如何保证“不卡顿”，“大带宽”将起到关
键作用。 据《文汇报》

通信能力是通信能力是55GG的的1010倍倍 20302030年将来到我们身边年将来到我们身边

66GG将实现更多将实现更多““不可能不可能””

近期，每天都有数以亿计的快递包裹
通过物流网络送达千家万户。有消费者面
对“从天而降”的货物感慨道：“太快
了，我还在犹豫是否取消订单，包裹就到
了。”

没错，海量订单从出仓到转运中心再
到末端配送，一件件快递包裹在AGV机
器人、智能快递车等物流“黑科技”的助
推下越跑越快，且看它们经历的奇妙旅
程。

出仓入场有“科技管家”

抬头，是纵横交错的钢筋铁索，纸箱
穿梭其中；低头，是小巧灵动的 AGV
（自动引导车）机器人，驮着货架井然有
序地取货、送货；还有结合RFID（射频

识别技术）与拍照智能识别等技术的机械
臂，不时从高速窄带分拣、码垛箱子……

随着我国电商和快递行业的快速发
展，各地越来越多的无人仓落地，让分
拣、包装、处理的效率越来越高，商品出
库已完全进入“小时”时代。

AGV机器人是仓库中的“网红”，它
们就像货架的眼睛和双脚，指引商品精准
快速地出仓。配有高速拍照扫描仪、传送
带的自动化分拣设备是快递转运中心的好
帮手，倾泻而来的包裹被高速拍照后，根
据收货地址自动完成智能化分拣，运往不
同装车地点。从快件进场到出场，全程只
需要半个小时。快递包裹得益于各种“黑
科技”的助力，即使在处于全年物流峰值
的11月，也实现了次日或三日送达消费者
手中。

无人车开进社区配货

据国家邮政局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
快递业务量为1083亿件，日均近3亿件。
如何履约快递“最后一公里”服务，向来
是“双十一”快递高峰期的焦点。

10月31日晚8时，京东“双十一”活
动宣告启动。10分钟后，京东小时购北京
第一单由智能快递车送达消费者。在快递
配送的“最后一公里”中，智能快递车不
仅“拼”出了速度，还为一线快递员减轻
了不少压力。据菜鸟驿站校园负责人向果
介绍，今年“双十一”期间，“小蛮驴”
智能快递车创下单车单日配送记录，一辆
车一天工作12个小时，配送了808件快递
包裹，为一所学校配送4500单，全程没

有发生交通事故。
智能快递车能够保障交通安全的关键

又在哪里呢？据了解，智能快递车在外行
驶的过程中全程联网，车辆顶部和四周都
布着雷达，同时车身还配备了多个摄像
头，可对周边环境进行360度监测，一旦
遇到行人，可实现自动避让。懂让行、会
避障、最高载重200公斤，如今，智能快
递车已集成高精地图生产、融合感知、行
为预测、仿真、智能网联等技术。

目前，智能快递车多运行在社区、商
场等封闭区域。对此，阿里达摩院相关负
责人表示：“现在的快递智能车大多具备
L4级自动驾驶能力，自动驾驶率也是非常
高。菜鸟一直在做公开道路自动驾驶技术
的研发储备，相信在不久之后，无人车就
会走出封闭区域。” 本报综合

“黑科技”让快递包裹跑得更快

你是否注意到，生物的形态大都呈现
两侧对称，如果让你立即说出一个不对称
的生物体，你想得到吗？那么，生物究竟
有哪些形态？为什么大多数生物都是对称
的？

生物都有哪些形态

从总体上看，在漫长的地球生物史
上，生物造型的历史演变经历了从不对称
或不稳定到辐射对称，再到两侧对称的形
态变化。

生物的形态造型变化与生物的体制以
及结构的发育密切关联。

辐射对称可以分为球状辐射对称和轴
状辐射对称。球状辐射对称就是等轴无极
对称，可通过中心将身体分为无限或有限

的相同的两半，如太阳虫、多数放射虫
等。轴状辐射对称则是单轴异极对称，是
通过一个固定主轴，把身体切成若干相等
的两半，如表壳虫、钟虫、海绵和刺胞动
物等，适应于固定或漂浮生活。

形态演化史就是生命演化史

寒武纪大爆发是地球生命史上里程碑
式的重大事件，不仅生物成种作用最强
烈，而且生物造型可塑性最显著。当今地
球38个动物门类以两侧对称生物为主，造
型各异，千姿百态，无不源自寒武纪早期
的生命大爆发。而两侧对称生物的大量涌
现无疑是寒武纪大爆发非常重要而显著的
演化现象。

如此多的动物门类形成以两侧对称为

特征的形态造型，在其门类造型框架下的
纲目科属种不同级别的生物造型中，又产
生了多姿多彩的形态变化。

生物形态造型为啥会发生演化

在地球生物演化过程中，生物形态造
型是与生物身体相关结构的变化相适应、
相关联的。生物形态变化与生物胚层体制
密切关联的。单细胞动物没有胚层的概
念，多细胞动物开始有胚层的分化，直到
出现了在动物进化上有着极为重要意义的
三胚层。

除了已灭绝的“文德类”动物，常见
的辐射对称动物是海绵动物、刺胞动物，
还有无法归入已知动物门类的灭绝动物。
它们只发育了外胚层和内胚层，都缺乏中

胚层，无法形成真皮、体腔膜及系膜等，
因此，呈辐射对称造型的动物一般都是固
定生活或漂浮生活。它们为了获取更多的
渗透营养，从而不断膨胀、扩大它们的身
体表面积，但过度扩大的身体表面积，成
为它们走向灭绝的诱因之一。

两侧对称动物则具有三胚层体制，代
表性动物有扁形动物、环节动物等。来源
于胚层组织发育的肌肉系统强化了运动的
机能，使动物与环境的接触复杂化，由此
促进了感觉器官、神经系统的发育，提高
了动物对刺激的反应和寻食效率。高效率
的觅食又使动物增加了营养，新陈代谢旺
盛，排泄机能随之加强，这样“牵一发而
动全身”，使动物形态结构产生了强烈分
化。

本报综合

为啥多数生物都是对称的

在谍战片中有太多这样的
场景：一群戴着耳机的电报员
在一个小小的屋子里，不停地
敲着滴滴答答的电报机。在过
去的战争中，电报用得最多的
传送密码就是摩尔斯密码。

摩尔斯密码是1837年被发
明出来的一种信息代码。所谓
信息代码就是可以传达信息的
除文字外的其他信息介质。换
句话说，它其实就是语言之间
的中转站。

我们生活中直接使用的各
类语言都有自己的逻辑和语法
习惯，而正是这些约定俗成的
东西帮说话人表达了他没说出
口的意思。作为信息代码，摩
尔斯密码不需要完全拥有语言
的特征，但是，摩尔斯密码必
须具备语言最基本的功能——
能够用某种方式准确完整地表
达出其中的信息。

美国人发明了巧妙的表达
方式——利用长短信号和中间
不同的间隔来表示信息。与现
在常用的二进制数字代码不
同，摩尔斯密码一共有五种代
码。这五种代码包括最基本的
点和划，以及点划之间、字符
之间和词句之间的停顿。不同
摩尔斯密码有不同的代码表。
摩尔斯密码的创造和后期的翻

译都是建立在它的基础上。
另外，密码的本质就是一

种加密的沟通方式。所以，只
要掌握了摩尔斯密码的加密过
程就能够顺利地破解摩尔斯密
码。因为摩尔斯密码的核心就
是加密和沟通两个方面，所以
要想成功地隐藏起摩尔斯密码
表达的信息，就必须用使用双
方都认可并清楚的方式进行加
密。在有代码表的情况下，破
解摩尔斯密码并不复杂，这个
过程中真正复杂的是获得代码
表的过程。

摩尔斯密码的五种代码通
过不同的排列组合表示对应的
意思，并且相同的代码组合在
不同的翻译情况下代表着不同
的意思。摩尔斯密码的代码组
合既可以代表字母，也可以代
表数字，或者其他别的意思。
为了保证信息的相对隐秘，在
用摩尔斯密码加密时，人们通
常会进行多次加密。因此，在
破解摩尔斯密码时，破译者需
要找到并对照相应的密码表进
行翻译。

虽然现在摩尔斯密码在国
家层面被淘汰，但是其独特的
趣味性和优秀的沟通性征服了
广大人民群众。

据《广州日报》

摩尔斯密码
究竟是什么来头

现今电子设备的屏幕尺寸越
来越大，似乎已成为一种时尚潮
流，但一家公司决定另辟蹊径——
制造全球最小的电视机。

据国外媒体报道，美国电
子公司TinyCircuits推出两款
迷你电视机，其中一款屏幕尺
寸为0.6英寸，另一款屏幕尺寸
为1.0英寸，它们有一个16×9
毫米大小的前置扬声器。

这两款可爱的迷你电视机
具有复古美学特征，配有两个
旋钮，可以调节音量和频道，

设计者还开发了一个可选红外
遥控器，打开设备能调节音量
或者选择视频。迷你电视机仅
邮票大小，每次充电仅能播放1
个小时。该产品尚处于概念设
计阶段。

这两款迷你电视机都安装
了8G大小的SD卡，可以保存
10~40个小时的视频文件。视
频既可以由用户加载，也可以
将迷你电视连接到手机或计算
机从而获取视频资源。

据《北京日报》

全球最小电视机
仅邮票大小

据英国 《每日邮报》 报
道，美国加州大学研究人员开
发的一种新型设备可以分析人
的脑电波，并将其实时转化为
电脑屏幕上的语句。这台“读
心术”机器能够解码一个人在
无声状态下试图表达的单词，
之后组合成完整的语句，从而
呈现大脑的构思活动。

专家表示，他们设计的神
经假肢语音设备有可能实现因
瘫痪而无法说话或者打字的患者
与外界交流沟通。此前研究显

示，类似的设备最多仅能解码瘫
痪患者思维意识中的50个单词。

在测试中，志愿者以每分
钟29.4个字符的速度从1152个
单词汇表中默读每个字母，设
备 解 码 字 符 错 误 率 仅 为
6.13%。在接下来的实验中，研
究人员使用了超过9000个单词
的大型词汇表，字符错误率为
8.23%。被成功解码的句子包
括：“早上好”“你说的是什么
意思”“我觉得这个挺好”等。

据京报网

新型“读心术”机器
实时解码大脑活动

资料图片

科技快递

11月7日，第二届世界竹藤大会在京
召开。在大会上，“竹钢”引人瞩目，它
走南闯北，大显身手，不仅现身北京冬奥
会建筑，还亮相港珠澳大桥等重点工程。
那么，竹钢究竟是竹还是钢？小小“竹
子”为何坚硬如钢？竹钢工艺里又隐藏着
哪些高科技？

“比强度”是普通钢的5倍

我国是世界上竹资源最丰富、竹产业
规模最大的国家。目前，竹林面积达701
万公顷，有竹类植物39属837种，占世
界竹子种类的51%。截至2020年底，中
国竹产业总产值近3200亿元，竹产品进
出口贸易总额22亿美元，占世界竹产品
贸易总额的60%以上，居世界首位。

由中国林业
科学研究院木材
工业研究所于文
吉研究团队，历经
20余年研究攻关
的科研成果——竹
钢，为中国的竹
材高效利用找到
了答案，探索出

林业绿色低碳发展的一条新路径。
竹钢既不是生活中人们常见的钢材，

也不是简单意义上竹和钢的组合体，竹钢
是一种新型重组材料。它是以竹材为主
料，树脂为辅料，两者结合，既有竹材的
成分，又有像钢一样的强度，其“比强
度”是普通碳素结构钢材的5倍。

保温效果是混凝土的10倍

竹材的直径小、中空、壁薄，存在容
易虫蛀、腐朽、干裂等缺陷，这制约了工
业化利用的发展。但将竹材制备成竹钢
后，其性能就会发生显著变化。

研究发现，竹钢经过28小时水煮干
燥循环后不开裂，在热带自然环境暴露
10年老化周期内，厚度变化率维持在2%
范围内，其尺寸稳定性优于红木。达到
强耐腐等级Ⅰ级，可以抗白蚁侵蚀，使
用年限20年以上，材料没有甲醛释放，
达到绿色产品标准要求，保温效果是混
凝土的10倍。

目前，已经开发了以毛竹、慈竹、白
夹竹、寿竹，以及淡竹、雷竹、绿竹、红壳
竹等22个竹种为原料的竹钢产品。

由竹钢制成的产品外观鲜艳，色泽亮
丽，深受市场的认可，在生活中经常使
用，比如户外地板栈道铺设、城市景观建
筑、室内装修装饰、门窗家具产品等，也
可用于高速交通护栏、城市景观交通护
栏、风电叶片等多个领域。产品先后服务
于北京冬奥会、北京世园会、上海园博会
等重大工程建设。

竹钢工艺里藏了哪些高科技

竹钢具有高耐候性、高尺寸稳定性和
高环保性，且具有高强度的特性。这些都
源自其制作工艺中的科技加持。

竹钢研发的过程中，专家重点解决了
几个关键技术难题。首先，通过对竹材表
层青黄面进行点裂微创处理，解决了表面
青黄难以胶合的技术瓶颈，突破了竹材加
工利用的径级限制难题，实现了大径竹和
小径竹都可以工业化加工，一次使用率从
20%~50%提高至90%以上。

其次，通过专用高渗透性环保型酚醛
树脂开发，解决了竹材微观结构上没有横
向组织难以渗透的技术难题，实现了竹材
性能的跨级增强。

另外，整个制造过程具有工艺简
单、性能可控、结构可设计、规格可调
特点，平均生产能耗是钢材的1/30、水
泥的1/5。

竹钢的研发形成了包括原料、产品、
设备、工艺的成套完备的专利体系，并在
全球进行了专利布局，其成套装备和相关
产品还出口欧美日等33个国家和地区。

据统计，竹钢于2016年和2017年先
后两次入选重点推广林业科技成果100
项，还入选国家“十二五”重大科技创新
成果成就展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首批重点
推介5项成果之一，先后荣获国家及省部
级奖励7项。 据《科普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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