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近日发布公
报说，该校研究发现，随着年龄增
长，人们在日常饮食中增加菠菜和
坚果等富含镁的食物，会促进大脑
健康，有助降低痴呆症风险。研究
已发表在《欧洲营养学杂志》上。

这项研究采用的数据来自
6000多名40岁至73岁的英国人，
他们在16个月里参与了5次问卷调
查。在200种不同分量的不同食物
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
专注于其中富含镁的食物，如绿叶
蔬菜、豆类、坚果和全麦等，以获
得饮食中镁摄入量的平均估计值。

研究人员发现，与镁摄入量为

普通水平，即每天约350毫克的人
相比，每天摄入超过550毫克镁的
人到了55岁时，他们的大脑年龄
要年轻大约一岁。

领导研究的豪拉·阿拉蒂克在
公报中说，这项研究表明，镁摄入
量增加41%，可能会减少与年龄相
关的脑萎缩，从而降低痴呆症患病
风险或延迟发病。

研究人员表示，人们从年轻时
开始在饮食中适当摄入更多的镁，
有助于日后预防神经退行性疾病和
认知能力下降。这意味着各年龄段
的人都应该注意适当增加镁摄入
量。 据新华社

富含镁的食物可预防痴呆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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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的这套“回归年”历法对
农业生产特别有用。它唯一的缺点就
是和“朔望月”搭不上。咱们还拿刚
才那种“四分历”举例子。在那套历
法中，古人觉得一个“回归年”有
365+ （1/4） 天，一个“朔望月”有
29+（499/940）天，明显除不开。具
体算一下：

[365 + （1/4） ]/[29 + （499/
940） ]=235/19=12+（7/19）

那一个“回归年”就有 12+ （7/
19） 个月。什么叫（7/19）个月？古
人当时的处理办法是：每十九年里，我

们多塞上七个月，这些月就叫“闰月”。
闰月的历史也很悠久，起码从商

代就开始了，所以我们可以在甲骨文
中找到“十三月”这样的月份。不过
到商代以后，我们都是把一到十二月
里的某个月份多过一遍来“置闰”。那

么，19年里按说有19×12=228个平
月，该挑哪七个月去加班“置闰”
呢？最简单的一条原则是：选择每个
农历年中第一个没有“中气”的月
份，作为前一个月的闰月。

“中气”就是排偶数位的节气。

比如说2023年3月22日开始的这
个农历月。这是个“小月”。上月最后
一天（3月21日）又正好是“春分”这
个“中气”，所以整个月只有一个“节
气”是清明，再等到下一个“中气”谷
雨就已经是下一个农历月了。这个月没
有“中气”，也就没能当上三月，只能
当“闰二月”。这让明年的春节也跟着
拖延了一个月，要到2月10日才过年。

看到这里，我想你应该已经大体了
解“置闰”的来源和安排了，下次有人
再好奇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回答
他们了。 据科普中国

蜜蜂等昆虫在翅膀受到一定损伤
后仍能飞行，但人造飞行器往往会因
一个小洞而坠毁。美国研究人员日前
报告，他们设计出一种几厘米长的机
器昆虫，能克服一定程度损伤对其中

“人造肌肉”的影响，维持飞行能
力。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日前
在美国期刊《科学·机器人学》上发
表论文说，他们使用一种名为“介电
弹性体致动器”的柔性材料作为“人
造肌肉”，它能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
为机器昆虫两侧的翅膀提供动力。实
验显示，这种机器昆虫在“人造肌
肉”被10根针扎穿或一侧翅膀被剪掉
20%的情况下仍能飞行。

据介绍，其中关键是“人造肌
肉”材料有一种故障自清除机制，能
断开电极与微小损伤部位的连接，让
装置能继续运作。然而，这需要掌握

好材料中碳纳米管的含量，碳纳米管
太多会妨碍故障自清除机制发挥作
用，碳纳米管太少则无法让“人造肌
肉”产生足够的动力。研究人员成功
找到了优化平衡点，能在保持飞行动
力的前提下使自清除机制发挥作用。

对于较大的损伤，研究人员开发
出一种激光修复技术，能让以往必须
报废的机器昆虫重新投入使用。研究
人员将“人造肌肉”拆卸下来，用激
光沿破损部位外围烧蚀，产生细微损
伤，触发自清除机制将整个破损部位
隔离起来。据评估，过去需要报废的
机器昆虫经过修复后，可恢复87%的
飞行能力。

类似昆虫的微型飞行器在救灾、
勘测等工作环境中极易受损，新技术
可增强它们的耐用性，有重要的实用
价值。

据新华社

新型机器昆虫受损后仍能飞行

乍一看，以为是一款豪华耳
机，实际上是一种新颖独特的耳垢
清除装置——能将水喷入人的耳
道，并在35秒内清除耳垢。该产
品被命名为“OtoSet”，由美国一
家医疗公司设计，是首款获得美国
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审批的耳部清洁
设备，能够快速、安全地清除轻度
至重度耳垢。

设计师表示，OtoSet 能提供
安全、有效的清洁过程。不过，它
的价格高达2753美元，目前仅供
医疗专业人员使用。它采用了一种
独特的冲洗和微吸技术系统，内置
在一个可穿戴设备中，类似一副精
巧光滑的耳机。在一次快速清洁循
环中，液体从容器中流出，通过一
次性耳塞，流向耳道壁，从而分解

耳垢。随后，连续的微吸操作将耳
垢和液体吸回一次性废物容器，看
起来是一个简单、快捷的清洁过
程。

据《北京日报》

戴上神奇“耳机”
35秒内清除耳垢

土壤重金属污染造成的食品重
金属超标严重威胁着人类健康。农
田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已经成为农
业绿色、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课
题。记者3月17日从陕西省科技厅
获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省
杂交油菜研究中心和广东开源环境
科技责任有限公司合作，利用基因
技术创制出一种可用于土壤重金属
污染修复的专用型油菜。该油菜对
土壤中多种重金属具有很强的吸附
能力，为国内重金属污染土壤的修
复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此项研究
成果论文近日在国际期刊《危险材
料杂志》发表。

据悉，传统的土壤重金属污染
修复主要依靠化学修复手段，通过

修复剂与土壤里的重金属形成农作
物不易吸收的螯合物，降低农作物
对重金属的吸附率。但是，利用这
种方法修复的土壤长时间被雨水淋
溶后，又会释放重金属，再次形成
污染。而用“植株高吸附—秸秆发
电—灰烬重金属提取”途径进行修
复，是解决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绿
色、有效手段。

据介绍，这种专用型油菜培育
成功后，将种植在矿区等地，主要
用于吸附土壤中的重金属。其菜籽
可用于生产工业用油，秸秆用于发
电，重金属可以从秸秆燃烧的灰烬
中提取出来，整个过程绿色、可循
环。

据《科技日报》

专用型油菜问世
可用于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

《npj——食品科学》 杂志 21
日发表的一篇观点文章展示了一种
数字烹饪方法，用可食用食物“墨
水”通过3D打印系统制造芝士蛋
糕（包含花生酱、能多益巧克力酱
和草莓果酱）。研究团队认为，精
准打印多层食物让人们能制造更定
制化的食物，改善食品安全，更轻
松地控制食物中的营养成分。

许多烹饪方法（如使用烤架、
烤箱、炉灶和微波炉）需要一些人
工操作，其运作会加热统一的整个
区域，可能会导致加热低效。3D
食物打印如今才刚起步，但由于其
定制化、便利等优点，或许会越来
越受欢迎。

为展示 3D食物打印的潜力，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团队尝试打
印了多种芝士蛋糕的设计，组合了

7种关键成分：全麦饼干、花生
酱、能多益巧克力酱、香蕉泥、草
莓果酱、樱桃淋酱和糖霜。他们发
现，最成功的设计和建筑原理相
似，以全麦饼干作为蛋糕每一层的
基础成分，花生酱和能多益作为支
撑层形成坑洼以容纳较软的成分
（香蕉和果酱）最佳。

研究团队认为，激光烹饪和
3D打印食品，能让主厨在毫米级
的尺度集中香气和质感，创造出新
的食物体验。这些技术可能使烹饪
更加营养、便利且成本效益更佳，
因为它们使用高能量、针对性的
光，进行高分辨率的定制加热。此
外，人们越发强调食品安全，用更
少的人类操作进行食物准备，或可
降低食物源疾病等传播的风险。

据《科技日报》

3D打印蛋糕色香味俱全

一块用一块用77种成分打印而成的甜品种成分打印而成的甜品

农历为什么会有闰月农历为什么会有闰月

为什么今年这个闰月要闰农历二
月，而不闰一月或者三月呢？

要想理解闰月，咱们得先理解农历
的月。你可能知道，月亮绕着地球转，
转一圈基本就是农历的一个月。可是，
受速度更快的地球自转影响，月亮每天
也会东升西落。我们怎么知道月亮什么
时候绕地球转了一圈呢？

放眼天空，有一个超级大的参照
物，那就是太阳。特别是从地球上看，
月亮和太阳转圈的轨道很接近。所以，
每个月都有一个时刻，月亮差不多转到
了地球和太阳中间（一般稍微有点角度
差，不然要日食了），从地球上看，基
本上只能看到一个黑黑的影子。这个时

刻叫“朔”。请注意，这里的“朔”说
的是一个时刻，理论上只有一瞬间。

“朔”所在的日子，就是农历一个月的
初一。

月亮接着转，被太阳照亮的一半
会一点点露出来。从地球上看，就是
一个月牙越来越大。半个月之后，又
有一个时刻，改成地球差不多待在太
阳和月亮中间，月亮的亮面完美地展
现在地球面前，这个时刻也有个名，
叫“望”。

常言道“日中则移，月满则亏”，
“望”之后的半个月，月亮又会一点点
黑下去，直到最后重归于“朔”。这一
天也就是下个月的农历初一了。从一

个“朔”到下一个“朔”，这个周期叫
一个“朔望月”。我们很希望月亮转圈
圈的时候可以带块表，每三十天准时
转一圈。

但月亮环绕地球的速度并不稳定，
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跑得劳逸结合，
所以“朔望月”的长短也不一定，最多
能差半天多。

不过，差得再多，也可以算个平均
数。就拿近几年的数据来说吧，平均一
下，一个“朔望月”大约是29.530588
天，约合29天12小时44分3秒。四舍
五入一下，咱们日常可以记成是29天
半。当然，每一天都得属于某个特定的
月份，不能说某天既是大年三十，又是

正月初一，那可就乱套了。
于是，大约有一半的农历月拥有

30天，这叫“大月”，另一半则只有29
天，叫“小月”。每个月是“小月”还
是“大月”，主要是由“朔”这个时刻
在初一这天的早晚决定的。

古人对“朔望月”的测算没有今
天这么精细，不过也有一个逐渐精细
化的过程。我们就拿《后汉书·律历
志下》里那套著名的“四分历”举例
子吧。在这套历法中，一个朔望月是
29 + （499/940） 天 ， 约 等 于
29.530851天，和今天的测定相比，直
到小数点后第四位才不一样，还是很
厉害的。

农历一个月 未必三十天

回归年：天上一圈 地上一年

理论上说，一个月是月亮绕着地球
转一圈；一年呢，那就是地球绕着太阳
转一圈。

月亮公转，我们拿太阳当参照物；
地球公转，我们拿什么当参照物呢？其
实，我们的参照物还是太阳，具体地
说，是太阳留下的影子。影子为什么能
当参照物呢？因为地轴是斜的。

地轴就是南北极连成的直线，也就
是地球自转的轴。相对于地球围绕太阳
旋转的“黄道平面”，地球是“斜着”
转的。

伴随地球公转，地球上距离太阳最
近的那个点（一般叫“直射点”）也会
在南、北两条“回归线”之间来回移
动。南北回归线之间的地带就叫热带。

太阳直射点最靠北的那个时刻就是“夏
至”，最靠南的那个时刻叫“冬至”。

按照一般的生活经验，夏季太阳照
射角度小，接近直射，所以形成的影子
短；冬季太阳的斜射角度大，所以形成
的影子长，这就和太阳直射点的变动有
关系。我们在地上竖起一根结实的棍
子，测量一年中哪天中午影子最短，哪
天影子最长，积累几年的数据算一算，
就能基本了解何时是太阳直射点最靠北
的夏至时刻，何时是太阳最靠南的冬至
时刻了。

每两个冬至之间的长度称为一个
“回归年”。好消息是，相比于月球跑圈
的“朔望月”，地球跑圈的“回归年”
就要稳定多了。

回归年虽然稳定，可也不太好算，
毕竟每天的影长只差一丁点儿，而且地
球一直在转，具体到你测的这年，在夏
至、冬至这些关键时刻点，太阳不一定
在哪国照着呢。《今文尚书·尧典》中
说，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
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期三百有
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按
照这种说法，五帝之一的“帝尧”
（“五帝”包括哪些人，古人有不同说
法，此处暂取《史记·五帝本纪》的意
见）派出羲、和四子跑遍天下，辛辛苦
苦算了半天，最后算出来一“年”应该
是366天，这是算多了。

每年多出大半天，日久天长，
“年”就要乱套。古人也意识到了这个

问题。到了《后汉书》“四分历”中，
“回归年”的长度就被定为365+(1/4)
天。现在的天文学家测算的回归年平均
长度大约是365.2422天，约合365天5
小时 48 分 46 秒。由此相比，“四分
历”差得也不算太多。

你可能注意到了，咱们讨论这套
“回归年”历法的时候，提到的时刻都
是“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这
样的节气。没错，“二十四节气”就是
二十四等分“回归年”划定的。咱们今
天最常用的那种差不多四年一个“闰
日”的“公历”也是基本参考“回归
年”划定的，所以，节气的公历日期基
本上是固定的，每年前后差不了一两
天。

闰月：“中气”决定的秘密

一种新型“电子创可贴”通过直
接向受伤部位发送电信号，能使伤口
愈合速度比传统创可贴快30%。

这种新产品是美国西北大学工程
师研发设计的，由灵活可拉伸的电
极、为系统供电的能量收集线圈以及
促进伤口愈合的传感器组成。当伤口
愈合时，花朵状的电极就会溶解在体
内，无需提取出来。在一项老鼠实验
中，即使仅使用30分钟后，电子创可
贴治愈糖尿病溃疡的速度也比未使用
该创可贴快30%。

该研究负责人吉列尔莫·阿米尔
说：“身体依赖电信号正常运行，一
旦受伤会使身体试图恢复伤口或者促
进形成一个更正常的电环境，我们观
察到细胞迅速迁移到伤口处，并在该

区域再生皮肤组织。”创可贴的一面
有两个电极，电极由钼金属制成，广
泛应用于电子和半导体领域，当钼金
属足够薄时，就可以实现生物降解，
这意味着它能在不干扰愈合的情况下
消失。阿米尔表示，他们首次证明了
钼可以作为伤口愈合的生物降解电
极。

目前，该研究团队计划对体型更
大的动物进行测试，观察创可贴对糖
尿病溃疡的治疗效果，并希望最终在
人体上进行测试。由于“电子创可
贴”利用身体自愈能力而不释放药物
或者生物制剂，其面临的监管障碍更
少，这意味着未来不久人类将有望使
用该产品。

据《北京日报》

新型“电子创可贴”
使伤口愈合速度快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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