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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征服太空，也留下了许许多多

难以清理的“太空垃圾”。

那些废弃的助推器，退休的卫星、

飞船残骸，以及大大小小的碎片甚至航

天器泄漏的液体，都在地球上空高速环

绕，随时可能给卫星、空间站以及各种

航天器带来致命威胁。

人们一直在研究如何清理这些太空

垃 圾 。 欧 洲 科 学 家 大 胆 采 用 “ 鱼 叉 捕

获”的方式用“鱼叉”和“渔网”来打

捞太空垃圾。近日，天津大学现代机构

学与机器人学中心康荣杰副教授团队研

发出一款新型连续体仿生机器人，仿佛

章鱼柔软的触角，既可柔软伸缩，又能

有力抓取物品。目前该成果已初步应用

于空间非合作目标捕获的研究，有望成

为一名出色的太空“捕手”，处理失效

卫星和太空碎片。

研究成果以 《基于几何约束的记忆

合金变刚度新型连续体机器人建模与分

析》 为 题 在 机 器 人 领 域 国 际 权 威 期 刊

《机器人学研究》 发表。

康荣杰告诉记者，传统抓捕太空垃

圾 的 方 式 基 本 上 选 用 的 都 是 刚 性 机 械

臂。这些装置在卫星或飞船外侧的机械

臂与高速移动的空间碎片碰撞后，极易

出现损伤。康荣杰和团队的科学家们从

动物身上获得灵感，比如大象鼻子和章

鱼触角都是软体，能灵巧地捕获抓取移

动的物体，那么设计一种类似的柔性机

械臂，可以缓冲与被捕捉物撞击时的冲

击力。

科学家设计出的连续体机器人就是

一种形如象鼻或章鱼触须等软体生物的

新型仿生机器人，它具有极强的结构柔

顺性和环境适应性。因而无需配备复杂

的传感系统，就能够在未知环境下执行

避障探索等动作，突破了传统机器人通

常只在规定空间内作业的局限性。

这个仿生机器人的本体由超弹性镍

钛合金制作的中央骨架和 3D 打印技术

制作的约束盘构成。通过均匀分布在约

束盘周围的驱动丝可控制其本体结构产

生主动弯曲或根据环境变化发生被动变

形。在视野盲区，可利用安装在机器人

末端的摄像头和机械手绕过障碍物对目

标进行抓取。

为了提高其柔性结构的负载能力，

实现“刚柔并济”的效果，课题组还在

机器人内部设计了由记忆合金驱动的刚

度调节机构。当机器人达到预定的操作

位 置 后 ， 可 将 驱 动 丝 与 约 束 盘 相 对 锁

定 ， 进 而 最 多 可 提 高 机 器 人 3 倍 的 刚

度，使机器人从“柔”变“刚”。

“太空无重力的环境，便于软体机

器人开展活动。”康荣杰说，软体机械

臂也以弯曲折叠，也使得覆盖半径大大

增加，未来还可以逐步实现对机械臂的

远程控制，甚至实现对太空垃圾的无人

化清理。

此外，研究团队首次提出了一种利

用机器人内部几何约束关系求解高冗余

柔性机构大范围变形的建模理论，实现

了依靠位置输出进行精确“力-位置”

耦合控制的创新，揭示了传统模型难以

描述的连续体多重弯曲机理。该建模理

论可用于指导机器人的结构优化设计和

控制算法编写。

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会士，国

际重要机器人期刊 Robotica 主编，本论

文共同作者天津大学戴建生教授表示，

该成果未来还可应用于灾难环境救援，

航空发动机探修等特殊场景。

天津大学科研团队

研发出一款新型连续体仿生机器人

像章鱼触角

可打捞太空垃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邱晨辉

吸烟能预防新冠肺炎病毒感染？

“手机信号增强贴”能增强信号？

量子计算机已经可以取代经典计算机了？

在过去的 2020 年，这些流言曾经打着

“科学”的旗号广为传播，令不少人深信不疑。

前不久，2020 年度“科学”流言求真榜揭晓，

多位专家对这些流言逐一进行了批驳和解

读，并提炼梳理出错误联想、量变质变、成见

效应、断章取义、借“技”卖货、夸大其词等六

大流言“套路”，引导公众理性质疑，独立思

考，以提高对“科学”流言的免疫力。

中国传媒大学媒介素养教学与研究中

心副主任、媒商实验室首席专家李颖说，在

知识分化和信息爆炸的时代，要想摆脱迷

信、愚昧，避免上各类“科学”流言的当，必

须具备必要的科学知识，掌握科学规律，分

析流言“套路”，以科学方法追求新知。

吸烟能预防新冠病毒感染？
不顾常识过度联想可能

会中流言圈套！

2020 年 ，一 则 这 样 的 流 言 传 播 甚 广 ：

烟草颗粒是纳米级的，可均匀覆盖在肺细

胞表面，形成一道屏障，将病毒阻挡在人体

之外。因此，吸烟可减少新冠病毒感染。

“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在首都医

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支修益看

来，烟草燃烧产生的成分有两种：一部分是

气体，比如一氧化碳，占比九成以上；另一

部分是固体颗粒，如尼古丁和焦油颗粒，这

些颗粒大小在 1 微米到 2.5 微米之间。虽然

不同病毒的大小差异很大，但都属于纳米

级。1 微米等于 1000 纳米，指望用微米计算

的烟草颗粒去阻挡纳米级的病毒，相当于

用纱布过滤水源，并不现实。

“烟草不但不能帮助呼吸道抵御外敌，

反而会对呼吸道造成损伤。”支修益说。研究

显示，烟草中含有 7000 多种化学物质，其中

致癌物有几十种，它们会干扰肺脏的正常运

转、破坏肺脏的防御体系，引起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肺癌、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等疾病。

美国对 30万退伍军人的随访研究结果显示，

吸烟者的流感死亡率远远高于不吸烟者。

换句话说，吸烟不仅会增加呼吸道病

毒感染概率，而且会加重感染后果。

“面对新生事物，人们如果不顾常识进

行错误或过度联想，就可能中了流言的圈

套。”李颖说。

在她看来，“吸烟能预防新冠病毒感染”

这条流言，就是一种过度联想。与之类似，“吃

大蒜能预防新冠病毒”“喝高度酒可抵抗新

冠病毒”这些流言，也都是错误联想导致的。

量子计算机可取代经典计算机？
一些流言断章取义与原意大相径庭！

2020 年 12 月 4 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教授潘建伟、陆朝阳等组成的研究团队与

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国家并行计算机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合作，构建了 76 个光子的

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实现了具有实用

前景的“高斯玻色取样”任务的快速求解。

该量子计算系统处理高斯玻色取样的速度

比目前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一百万亿倍。

随后，一种说法不胫而走：我国研制出

的“九章”量子计算机实现了“量子霸权”，

已经可以完全取代经典计算机。

“这一研究突破并不意味着量子计算

机已可完全取代经典计算机。”北京理工大

学物理学院教授尹璋琦说。在他看来，量子

计算机只有在处理能设计出高效量子算法

的特定问题时，才能超过经典计算机。对于

没有量子算法的问题，例如最简单的加减

乘除，量子计算机就没有任何优势。

他告诉记者，“九章”在量子计算机发

展的进程中是一座里程碑，但未来的路还

很长。在实现量子优越性之后，下一个目标

就是通过一系列技术攻关，力争尽早研究

出可编程的、能处理很多有实用价值问题

的量子计算机。

“一些流言选取了完整科学结论中的

一部分进行单独加工传播，但可能与原意

大相径庭。”李颖说，如“量子计算机已经可

以取代经典计算机”这条流言，随着“九章”

量子计算机的问世，“量子计算机已经可以

取 代 经 典 计 算 机 ”这 条 流 言 也 流 传 开 来 。

“九章”量子计算原型机是针对“玻色取样

问题”做的一个专用量子计算机，这一成果

并不意味着经典计算机被取代。

她告诉记者，与之相似的流言“量子计

算机能让时间‘倒流’”“外星人发来了太空

无线电波”，也是对完整科学结论中的一部

分进行单独加工传播，它们有的不够严谨，

有的则完全是错误的解读。

“手机信号增强贴”能增强信号？
某些流言借科技之名行营销之实！

将“手机信号增强贴”贴在手机背部的

“有效位置”，信号就能从 1 格变成 3 格，玩

游戏、刷视频不再延迟，地下车库、高层办

公楼等“全场景”均能使用？2020 年这样的

说法曾流行一时，并将其背后的原理归结

于“贴纸可以增加手机的波长”。

在通信专业博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张弛看来，从材质和结构上看，信号增强贴就是

在一张塑料片上镀了一层铝膜，铝膜上印有一

层类似磁性油墨的材料。而“通过拉长手机内置

天线接收信号的波长，来增强信号的接收范围”

的说法，从原理上是讲不通的——

首先，波长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被“拉

长”；其次，放大任何东西都需要能源，而贴

纸属于“无源天线 ”，无法为“有效放大信

号”提供能源。而且，由于手机型号及运营

商的不同，各手机信号频率也不尽相同，要

实现共振就必须与相应手机信号的频率相

同。因此，一张贴纸即便能产生某种共振，

也不可能符合所有手机频率，不可能实现

商家宣称的“全场景”应用。

张弛说，不少人认为信号强下载速率

就会快一些，但这不是绝对的。数据下载速

率不仅取决于网络，还取决于输出数据的

服务器以及用户数。因此“贴上信号增强贴

能提高下载速率”是个伪命题。

“某些流言借科技之名，行营销之实。”

李颖说，“手机信号增强贴”就是这类打着

“高科技”的旗号传播伪科学的现实例子。

在她看来，这类产品利用了人们对于

新科技的向往，通过编造伪科学来获取商

业利益，但它们禁不起深入的、严谨的科学

分析。类似的流言还有“用脱糖电饭锅蒸饭

可降低米饭中 70%糖分”“‘量子波动速读’

1 分钟可阅读 10 万字”等。

吃芹菜可以降血压？
脱离剂量大谈“毒性”并不科学！

芹菜中含有的芹菜素能舒张血管，所

以吃芹菜可以降血压。

——一句简单的“科学”流言，却让很

多人“中招”。

据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

学院教授罗云波介绍，芹菜中含有的芹菜

素可作用于血管内皮，进而舒张血管、降低

血压。但这不能脱离剂量来谈。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者曾进行过

定量研究：降低老鼠的血压大概需要 0.026
克/千克芹菜素，就是说，体重 1 公斤老鼠

一次吃 0.026 克芹菜素才能降低血压。照此

估算，体重 60 公斤的人一次要吃 1.56 克芹

菜素才可起作用。

那么，芹菜素在芹菜中的含量是多少？

罗云波说，不同品种的芹菜及芹菜的不同

部 位 中 ，芹 菜 素 的 含 量 不 同 ，大 致 在

0.003%-0.088%之 间 ；而 且 叶 子 中 含 量 更

多，人们常吃的芹菜茎中含量却较低。即使

按照最高含量 0.088%计算，1 公斤芹菜含

有 0.88 克芹菜素。

“所以，要想通过吃芹菜降血压，首先

得学会挑选芹菜素含量最高的品种，其次

要多吃芹菜叶，最后还要一次吃上 1.7 公斤

以上芹菜，这显然是不现实的。”罗云波说。

李颖说，在过去的一年中，脱离剂量谈

影响的不科学说法还包括“医院安检仪辐

射非常大，会影响胎儿健康”“喝牛奶会引

发纤维腺瘤”等。

发 现 结 节 要 立 即 切 除 否
则癌变？

过分依赖思维定势会使
人失去理性判断！

发现结节后一定要立即切除，不能等，

否则日后肯定会癌变。这是真的吗？

据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主任医师梁

建伟介绍，结节，通俗来讲是指体积相对较小

的无感觉或有疼痛感的肿块。对于结节，人们

不必过度紧张，90%以上的结节都是良性的。

一旦查出结节，需要随时观察，并到医院就诊，

以便判定结节的良、恶性以及分级。

“像乳腺结节这样能摸到的结节，可以

自行感知结节的大小和硬度等变化；四肢

和体表等部位的结节，要随时观察、触摸；

肺结节则需要进行专业检查。如果分不清

是不是结节，建议去医院就诊。”梁建伟说。

他 告 诉 记 者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万 不 可

“无差别切除”结节，因为切除结节也会对

身体造成一定影响，切除结节后，对患处的

局部组织会造成破坏。比如乳腺结节，切除

后可能会破坏乳腺导管；切除肺结节，可能

要 切 除 部 分 肺 叶 ，从 而 影 响 肺 部 功 能 。总

之，要不要切除、何时切除结节，需要医生

根据情况进行判定。

“过分依赖思维定势和刻板印象，会使

人失去理性、客观的判断。”李颖说，现在，

很多人在体检中发现结节后，为避免癌变

而选择“斩草除根 ”，“发现结节要立即切

除，否则会癌变”这一流言也就随之形成。

在她看来，90%以上的结节都是良性的，

要不要切除、何时切除结节，需要专业医生

根据情况进行判定，不能“一刀切”。与这条流

言类似的“体脂率越低越好”“感染幽门螺杆

菌一定会得胃癌”也是迎合了人们的“成见

效应”，把问题和解决方案简单化了。

输液可以预防脑中风？
不顾限定条件将科学结

论夸大极具迷惑性！

秋凉换季，输液可以扩张血管，有效预

防脑中风？

“这种做法是不科学的。”在解放军总医

院内科临床部主任医师吴海云看来，目前还

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定期输液可以预防脑中

风。

他说，输液用的一般是活血化瘀的中

药注射剂，或者西药中的扩血管药物。其

作用机理是暂时性扩张血管、降低血液黏

稠度、增加循环血容量、改善脑灌注，这

类药物一般作用时间是 6~8 小时，不可能

永久疏通血管，预防脑中风。

“这些药物作用于血管，等于提前透

支了血管的扩张能力，等真正出现脑梗死

等 症 状 需 要 输 液 时 ， 往 往 会 出 现 药 物 耐

受，导致治疗效果欠佳，甚至错失真正抢

救 治 疗 良 机 。” 吴 海 云 说 ，“ 输 液 扩 张 血

管”并不像常人想象的那么简单。通过静

脉输注溶栓药物虽然是脑中风急性期的抢

救方式，但有着十分严格的限制条件，比

如 溶 栓 距 离 发 病 时 间 不 宜 超 过 4~5 个 小

时、有出血史及手术外伤病史的患者不能

溶栓等。

他告诉记者，引发脑中风和再次脑中

风的原因有年龄、遗传、高血压、动脉粥

样 硬 化 、 心 脏 病 、 糖 尿 病 、 高 脂 血 症 、

烟、酒、肥胖、药物、饮食等因素，凡是

不结合上述致病因素而进行的干预行为，

都难以起到预防作用。单纯用输液预防脑

中风显然是不科学的。

“有些流言不顾限定条件将科学结论夸

大，以偏概全，极具迷惑性。”李颖说，如

“输液可以预防脑中风”等流言，就让许多

老年人信以为真。与之类似的“老年人献

血可以降血脂”“正常人多吸氧可保健”等

流言，其论述中虽有正确的地方，但它们

往往夸大其他细节，这恰恰是“科学”流

言的狡猾所在。

吸烟能预防新冠病毒感染，吃芹菜可降血压，手机信号增强贴能增强信号，都是假的——

“科学”流言，谁中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富春

“兰州大学西部生态安全省部共建中

心研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预测系统’的

预测是相当可靠的。”日前，由兰州大学科

研团队研发的全球新冠疫情预测系统获得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的点赞。

“全球首个、引入大气学科中天气预报

的技巧、将政府的管控措施考虑其中、不仅

做预测还能做归因分析、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预测系统”研究团队负

责人、兰州大学西部生态安全省部共建协

同创新中心主任黄建平教授介绍了该预测

系统所具有的显著特点。

引入大气学科天气预报技巧

“将大气学科中天气预报的技巧引入，

是系统的显著特点。”黄建平说，基于传统

流行病学模型已经有很长时间了，系统的

第二版使用了更复杂的 SEIR 模型 。SEIR
模型定义了 6 种人群：易感者(S)，不易感者

(P)，潜在感染者(E，处在潜伏期的感染者)，
传染者 (I，尚未隔离的感染者)，隔离者 (Q，

已确诊且已被隔离的感染者)，康复者和死

亡者(R)。
“我们引入了天气预报的一些技巧，比

方说，预报员做预报的时候，他们总会根据

天气前期的演变，然后预测未来天气，就像

从西伯利亚来了一股寒流，寒潮的到来会

给我们今后的天气带来什么影响。”黄建平

说，这个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前期传播

的演变、过程考虑进来，形成了气候预测中

的统计动力方法与流行病学模型相结合的

预测系统。

模型中社区解封时间和市民自我隔离

等因素的考虑，使得预测更加准确。“政府

的管控对疫情的发展相当重要。”在黄建平

看来，如果疫情得到政府积极管控，疫情传

播就会得到有效控制，反之，就会出现大面

积的传播。

“除了政府的管控措施之外，一些突发

因素也在影响着疫情。”黄建平举例说，之

前美国的抗议活动，造成了人员的大量聚

集从而引发疫情加重；巴西则因为对疫情

没有足够的重视，过早解封，使得确诊人数

快速增长；还有一些国家在疫情期间遭受

天灾，造成人员大量聚集，又没有很好的防

护措施，也让疫情持续加重。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预测系统的诞生，

最初只是黄建平的一个念头。“大气科学

的一个核心的任务就是天气预报，所以，

就想怎么能把天气预报的预测用到疫情预

测当中。”去年 3 月以后，全球疫情蔓延

十分严重，黄建平想到了运用大气科学相

关知识，来预测新冠肺炎疫情传播。

很快，黄建平牵头，由大气、地学、

公共卫生等相关学科的老师和学生组成的

研发团队成立，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团队

创新探索出了统计动力气候预测方法与流

行病学模型相结合的全球首个新冠疫情预

测系统。

该系统利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

学及 WHO 的新冠肺炎实时数据分析后得

出预测结论。较之传统的流行病学分析，

该系统引入大气科学、地学等学科的研究

方法，进一步提高了预测的准确性。进入

预测系统网站，只要点击任何一个地区，

就能看见该地区某年某月某日的新冠疫情

情况。

这 个 系 统 几 乎 对 所 有 的
流行病都适用

该系统自上线以来，对全球有疫情数

据的 190 多个国家进行了未来一日、一月

以及两个季度的新冠疫情预测，每 10 天更

新一次预测数据。

该系统对 2020 年 6 月北京新发地突发

疫情的预测结果表明，自 6 月 11 日开始的

北京小规模疫情暴发，实际新增 335 人，预

测新增 310 人。由于北京在第一时间内采

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迅速降低了感染率，

避免了疫情的大规模暴发。除了 6 月 24 日

开始的小高峰，疫情发展趋势与预测较为

一致，显示了系统较好的预测能力，能够为

研判疫情态势、采取有效防控手段提供一

定的科学依据。

目前，兰州大 学 的 新 冠 疫 情 预 测 系

统 已 经 推 出 了 两 版 。“ 第 二 版 使 用 了 更

复 杂 的 模 型 ， 同 时 考 虑 社 区 解 封 时 间 及

市 民 自 我 隔 离 对 疫 情 发 展 的 影 响 。” 黄

建平说。

“前两版也有局限性，就是因为各国

都采取了隔离措施，所以预测系统假定人

员不流动，而这是很难实现的。”目前，黄建

平团队正在研发第三版预测系统，此版将

会把各个口岸，飞机场每天进出的人数，以

及在飞机路径上的那些国家，还有感染率

等都导入预测系统，同时，还将引入更多环

境影响参数，如自然灾害等，从而进一步提

高预报的准确率。

“只要数据更加准确，参数更加全面，

就能不断提高预测的准确率。”黄建平说，

随着系统的不断完善，完全可以对一个国

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甚至某个县开展

预测，预测结果对于疫情防控将有很高的

参考价值。

“ 从 目 前 来 看 ， 这 个 系 统 几 乎 对 所

有 的 流 行 病 都 适 用 。” 黄 建 平 希 望 将 预

测 系 统 发 展 为 一 个 全 球 的 流 行 病 学 的 预

测模型。

“也会根据每个城市的情况不同，研

发出更加细致的子模

式，一旦这个城市出

现疫情，能很快地做

出预测，可以提供给

政 府 更 好 的 帮 助 。”

黄建平希望将来这个

系统能成为智慧城市

的一部分。

将大气学科中天气预报的技巧引入

新冠疫情，这个系统可做全球预测

新冠疫情预测系统预测 2021 年 2 月 2 日全球新冠肺炎新增人数。 兰州大学供图

扫一扫 看视频

敬畏科学与常识才能远离流言的蛊惑。 视觉中国供图

身边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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