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 荒山需要绿化，海底也需

要绿化吗？

几天前，背着氧气瓶、身着潜水服的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张沛东，又一次扎进

山东威海一片海域，从海底取样，准备带

回青岛进行化验。

“虽然我潜水已经16年了，但每次

下去还是会很激动，因为在水下我能看

到一片‘草原’，有鱼类、贝类、海参等动

物，那种欣欣向荣的感觉特别好。”张沛

东口中的“草原”是海草床。

长满海草的海底，又叫海草床，是海

洋生物的栖息地、育幼场和庇护所。但此

前一段时间，在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变化

的双重影响下，全球海草床大量消失。

2008年，刚刚从中国海洋大学博士毕

业并选择留校工作的张沛东，与同校读博

的李文涛，来到我国海草床代表区域威海

市荣成湾实地调研，发现问题已颇为严

峻。“比如我们调研的天鹅湖，因为海草

大面积减少，大天鹅失去了主要食物，来

此越冬的数量锐减。”李文涛说。

面对海底生态危机，两人决心调整

研究方向，从热门的水产养殖，转向当时

少有人从事的海底生态修复。

经过长时间努力，师生团队搞清了

鳗草的生长规律，找到种子采摘的最佳

时机。随后，研发出鳗草实生苗人工培育

技术。有了这项技术，自然环境下近三个

月才能萌发的鳗草种子，10天就可以萌

发。为了提高种植效率，他们开发了鳗草

植被构建技术，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多台（套）设备。

16年时间，中国海洋大学师生团队

参与国内10多个海底生态修复项目，在

黄渤海累计修复养护海草床2万余亩。

如今，他们长期耕耘的天鹅湖，四成

以上的海草床已被修复。得益于此，每年

来此越冬的大天鹅数量越来越多。不仅

在威海，在山东、河北、辽宁等多地，这套

海草床修复技术都得到应用，既改善了

当地海域水质，也增加了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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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大学师生潜海绿化2万余亩海底

月球上这张合影是谁拍的

地铁安检时，检测危险液

体的机器是什么原理？

答：地铁安检中用于检测

液体安全性的机器通常被称

为危险液体 检测仪。区分液

体的检测手段有很多，如拉曼

光谱法、微波识别技术、电容

法、热导法等。

拉曼效应指，特定频率的

光与分子相互作用后，将得到

新的频率的光。新得到的频率

与分子的成分和结构息息相

关，因此可以作为分子的“指

纹”。利用这个效应的探测方

法即拉曼光谱法，可以以较高

的准确度测得液体成分，判断

是否危险。

微 波 法则利用了介质的

微波吸收率与其介电常数成

比例这一点，通过观察微波的

反射谱，即可确定液体介电常

数。电容法则利用构造平面电

容传感器，通 过 观 察靠 近液

体 时电容的变化，来确 定液

体的介电常 数。水是极性 分

子，而很多其他有机物分子则

极性很弱，这就导致了介电常

数的差异。易燃易爆液体，如

汽 油、无 水 乙 醇、硝 化 甘 油

等，通常具 有 较 低的介电常

数。相反，安全液体，如水、饮

料等，通常含水量高，因此具

有较高的介电常数。

目前，我国地铁应用最为

广泛的是利用液体的电学特

性差异来进行检测液体安全

性的仪器。这种方法适用于塑

料、玻璃等多种材料的容器。

>>>十万个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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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日报 6月4日，国家航天局发

布了一张嫦娥六号着陆器和上升器合

影。大家纷纷点赞的同时，也有许多小伙

伴好奇：这张合影是谁拍的？

据国家航天局介绍，该照片是在6月

3日，由嫦娥六号携带的“移动相机”自主

移动并成功拍摄、回传。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五院获

悉，这台“移动相机”是由该院研制的月

面自主智能微小机器人。

在该院此前发布的嫦娥六号探测

器照片里，记者发现了它的身影。

据介绍，月面自主智能微小机器人

可以在月球表面自主智能移动。在嫦娥

六号奔月和落月过程中，这台小机器人一

直被悬挂在着陆器的侧板外。嫦娥六号

完成月背采样后，这台小机器人自主分

离到月球表面，自主移动到合适的拍摄

位置、自主选择拍摄角度和自主构图并

进行成像位置的智能优化，最终拍摄了

这幅着陆器上升器组合体在月球背面

的第三视角真实图像。

从外形来看，它容易让人联想到玉

兔号月球车。不过，玉兔号月球车的重量

相当于两个成年人，月面自主智能微小

机器人却只有约5公斤重。可是别看它

小，功能却很强大，其自主智能水平显著

提升，尤其突出的是硬件的高集成轻量

化特点。

除了拍摄嫦娥六号着陆器和上升器

的珍贵合影，月面自主智能微小机器人

还肩负着验证自主智能技术的使命，它身

上凝聚的一系列自主智能技术成果，或

将对未来月球科考产生积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