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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蝗虫产卵过程

意念交流 成功尚远
姻本报见习记者袁一雪

最近，参加了一位回国创
业的“千人计划”学者创办企业
的科技成果鉴定会，鉴定会在
院士主持下给予了成果达国际
先进水平的很好评价。

这项成果利用无机材料对
材料的微细孔径及表面积进行
精确控制，通过对材料表面化
学性质进行改性，来制造新型
吸附材料，制得的产品有些具
有极强的吸油能力，有些能脱
除废水中重金属等。特别是吸
油能力，它的吸附容量高达
150mg/g，经其吸附处理后，废
水 中 油 的 浓 度 可 以 低 于
1mg/L；更神奇的是：该材料经
加热可以再生———吸附的油可
以释放出来，并能回收利用吸
附的油，且再生后的吸附材料
又能继续吸附废水中的油，吸
附容量几乎不变。我认为这是
一项非常有应用价值的技术。

因为，我也从事过相关研
究。利用含有阳离子的絮凝剂，
吸附带有阴离子交替性质的乳
化油胶体，达到油水分离的目
的。后来，实地实验取得很好的
效果，但在生产性应用实践时，
存在药剂投加量范围窄、产生
含油污泥等问题，钻井平台没
有采用我们的技术。但此次在
成果会上，我看到这种吸油吸
附剂效果这么好，能应用于海
上油田的最终少量乳化油的脱
除处理。它是真正地解决了微
量乳化油的污染问题，且处理
后出水的含油标准，远远低于
国家规定的海上含油废水的排
放标准，更重要的是，该技术还
能回收废水中微量的乳化油，
且不产生含油污泥，它是真正

能替代现在使用的乳化剂分散法的更环保、更低
碳、更有效的处理方法。

我很快就打电话给以前做相关海上油田服务
的朋友，他仍在做相应的产品及技术服务。听了我
的描述后，他很长时间没有回话，后来讲，好久不见
了，一起吃个饭，慢慢聊。这事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后来我想一想，技术的推广，不只是好技术就
有一定好推广，在技术推广的背后，还有利益及利
益链的问题。这家公司，他们通过卖分散剂给油田，
已有稳定的公司正常收入，若采用了这个新技术，
这个分散剂的收入就没有了。即使通过他们提供
了这个可以再生的乳化油吸附处理系统给海上钻
井平台，这也只是一锤子买卖的问题。若这套乳化
油吸附处理装置报价太低，显然公司会因为这个
新技术而砸了自己的饭碗。若这套装置的报价太
高，往往油田也不愿意一下子投那么多钱来建这
个装置，反正现有的处理系统运行正常，多一事，不
如少一事，尽量减少系统变革的风险。另外，这套新
装置的处理效果怎样，油田方面的负责人心中也没
有底，新技术没有示范工程，若投入了不少钱，又没
有达到应有的处理效果，那不自找麻烦？

新技术的推广，有时还真不是技术本身的问
题，它好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有可能要投入
更多的人力与物力来推广。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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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客酷品

无链条折叠自行车
如果想要折叠自行车越发轻巧，就必须先解

决链条的问题。这辆无链条自行车通过三个齿轮
将动力直接传送给后轮，而且脚踏板能够始终保
持水平位置，利于蹬踏。其“折叠”方式采用前后直
滑机构，只需搬动一下把手即可将体积缩小一半。
车身框架采用碳纤维材质，全车仅重 7 千克。

可视化细菌水龙头 iWash
手洗得是否干净，几乎很难由肉眼判断。不过，

如果你使用可视化细菌水龙头 iWash 就可以直观判
断了。它有一个数字显微镜和 LED 光圈，当你洗手
时，手上的细菌会显示在透明的屏幕上，对应红色的
LED 灯。洗完后，屏幕上的细菌消失，LED 灯也变为
绿色。

终极线缆收纳套
显示器后面、桌子下面往往藏着杂乱无章的

各式电缆，这款线缆收纳套则把各种电子产品的
数据线、电源线等包裹其中，并配备了多种接头与
固定贴，可以方便地分线和固定位置，让你的桌面
更加整洁。

吊袋式环保包装
洗衣液、洗手液、沐浴露等，这些黏稠性液体

用到最后的时候总是挤不出剩下的那部分。这款
吊袋式包装由补充液部分和圆形挤压口组成，倒
挂包装内的液体都会慢慢流入挤压口内腔，几乎
不会浪费任何一滴，而且每次只需要更换补充液
即可，环保又省钱。

超坚固无线音箱
这款手提音箱的最大卖点就是坚固、防摔，而且

其内部全封闭隔离，防水性也相当不错。此外，箱子
里面还有剩余空间可放一些随身物品，很适合带着
它去户外摇滚。别看它长得粗狂，其音质相当优秀，
拥有十分震撼的低音和广阔的中音和高音。

悬崖边概念房
澳大利亚西南海岸的这个概念房“悬崖屋”，

从垂直岩壁延伸下去，通过支撑梁固定在悬崖边
上。这个位置离大海只有几米距离，看似有些不安
全。但足以让居住者产生仿佛漂浮在大海上的奇
妙感觉。

人与人之间不通过语言，而是靠意念交流，这
样的场景我们只在科幻小说中见过。在前苏联作
家别利亚耶夫的《大独裁者》里，主人公施奈德发
明了无线脑波控制装置，从最初的抢劫银行，到后
来与世界各国军队较量，施奈德一次次打败了敌
人。1939 年，中国科幻作家顾均正也创作了同样题
材的《和平之梦》，在小说中，一个深入美国的“极
东国”间谍尝试用无线电干扰美国民众的政治态
度。此外，在中国科幻作家王晓达的小说《波》中，
战斗也是以电波使对方飞行员大脑产生幻觉的方
式获胜的。

科幻小说并非都是空穴来风的随意幻想，有
些也是有理有据，以现代的物理、化学、生物等科
学知识为依据，进行合理想象的作品。所以，里面
看似“臆想”的新奇特发明，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现代生活中找到匹配的科技。

现在，欧洲科学家们用脑电波和一大堆仪器
设备，试图实现这种“人际交流”。

脑波传递“你好”“再见”

日前，欧洲的科学家通过仪器，成功将两个单
词“你好（西班牙语 hola）”“再见（意大利语 ciao）”，
从一位印度志愿者的脑中传送到 8000 公里外的
法国实验人员的脑中。研究人员称，这是人类首次

“几乎直接”地通过大脑收发信息。
人类大脑结构之复杂，直到现在科学家也没

有完全搞清楚其中的机制。但是就目前所知，大脑
由近一千亿个神经细胞组成，轴突的总长度约为
170000 公里。每当产生一个想法的时候，大脑就会
产生与其相关联的、微弱但清晰的电信号。此次实
验，研究人员使用了无线脑电记录仪（EEG）来记
录大脑因神经细胞兴奋而产生的头皮脑电活动。

大脑产生的想法不同，其产生的脑电波也不
同，采集到的脑电波由计算机分析翻译后，发出指
令控制一个动作。在此次研究中，研究人员改变了

以往人脑连接电脑界面的方式，转而替换成另外
一个人类大脑来接收这些信号。

在最初的测试中，一位位于印度特里凡德琅
的志愿者借助脑电图记录设备将“你好（hola）”和

“再见（ciao）”这两个单词，发给了远在法国斯特拉
斯堡的实验人员。这两句问候语首先被转换成二
进制代码进行发送，法国方面的计算机在收到这
些信号后，先对其进行解码，然后再用电刺激将其
输入到接收者的意识当中。这些信息在接收者的
视觉看来就像一道闪光一样。这种闪光构成二进
制编码，使接收者能够理解其中所包含的信息。

在第一次实验获得成功以后，研究人员紧接
着又在一个位于西班牙和一个位于法国的志愿者
身上进行了类似的实验。第二次实验的总错误率
仅为 11%，其中 6%的差错来自发射端，5%的差错
来自接收端。

然而，这种交流的成功，是否意味着人与人之
间实现了“意念交流”？

脑脑相连还是脑机相连？

“两三个音节的传递和交流，并不等于人与人
的大脑就实现了人际交流。”曾参与研发大脑解梦
机的北京大学心理系教授沈政在接受《中国科学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接收人知道对方发出
的是‘你好’和‘再见’的指令，同时机器也可能理
解为‘你好’‘再见’，但是这不等于大脑中的任何
念头都可以与别人自由交流。”

其实，从上世纪 80 年代，就有科学家开始从
事关于意念控制、意念交流的研究。当时，美国和
欧洲有学者进行的是残疾人脑电交互系统的研
究，意图通过结合神经科学、微电子和计算机信息
处理等，直接提取大脑的神经活动，实时翻译成控
制命令，来控制假肢、计算机鼠标、键盘、家用电器
等，帮助那些肢体残疾、脊髓损伤、中风、肌萎缩侧
索硬化，以及其他神经肌肉退化的病人，改善他们
的生活质量。这一概念也被称为“脑机接口”，或者

“人机接口”。
“而这次实验，应该使用了两次脑机接口。但

是其本质并不是大脑和大脑交互。”清华大学生物
医学工程系教授洪波也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而且，目前科学研究尚未证实脑与脑之间可直接
交流。”

洪波与沈政皆认为，就目前脑机接口的研究
程度来说，计算机无法直接解读“你好”“再见”两
个单词。而是志愿者将这两个单词通过逐次的手

脚运动想象转化为二进制代码（想象手动代表 1，
想象脚动代表 0）。“因为大脑想做某个动作时，脑
电波波动比较明显，容易被机器检测。那么，利用
脑电波，分析大脑左右半球的信号，就能得出大脑
希望手动还是脚动。”沈政说，“但计算机无法辨别
复杂的概念，比如一句完整的话。”

在实验中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传递一方想象
着手动表示“你好”，脚动表示“再见”，或者其他区
分比较明显的动作。

洪波也认为，仅就脑机接口这一技术而言，早
在 2006 年，就已经利用同样原理，实现了通过脑
电波想象运动，控制机械狗。2013 年 6 月，美国明
尼苏达大学华裔教授贺斌成功用脑电波实现了对
四轴遥控飞机的控制，实现了人类首次借助意识
控制飞行器；今年 5 月，德国科学家展示了 7 名飞
行员如何用大脑精准地操控飞机飞行；6 月，美国
俄勒冈大学科学家开发出一种设备，声称能够实
时监控记忆，看到一个人正在思考的事物。

“其实，此次实验和之前科学家们进行的脑机
接口实验原理是完全一样的。”洪波说，“不过，此
次有创新的点，是他们还能够通过磁刺激再把信
息传递给人脑，并读出其中的含义。”

成功尚远

目前，脑机接口的实验方式分为有创式脑机

接口和无创式脑机接口。前者是将微电极植入大
脑皮层中，探测神经细胞的放电，从而实现脑机交
互。“世界第一位尝试的病人，是美国人马修，他的
大脑中被安装了一个 4 毫米×4 毫米的电极（96
个探针），负责接收大脑中发出的电脉冲信号。然
后电极将信号送出，通过计算机解读。这样马修就
可以控制计算机光标，甚至玩游戏。”洪波说，“但
是其中有个关键的问题，这个微电极经过一段时
间，会被电极附近的胶质细胞包围。这意味着微电
极再也无法接收从大脑发出的信号。只能再次通
过手术将其取出。”

而对于无创式脑机接口来说，虽然比前者实
现更容易，但是因为大脑皮层传递出的信号有限，
因此只能解读出脑电波波动较为剧烈的信息，例
如与手脚运动相关的信号。

不过，美国得州理工大学脑科学讲席教授、
脑成像研究院院长唐一源告诉《中国科学报》记
者：“有最新研究发现通过脑电波或脑激活模式
可以比较准确地解析大脑声音、词汇和图片等
信号。用意念控制机器应该是‘人机接口’的一
种形式，而通过人的脑电波作为一种信息载体
实现人和人之间意念传递是另一种复杂现象，
需要系列科学实验来验证。”沈政也表示：“人类
的大脑活动还是太复杂了，在思考时脑电波变
化快，机器无法捕捉。”看来，真正的意念交流依
然尚需时日。

日本摄影师春弘六田（Haruhiro Rokuta）在他研究蝗
虫的工作室内捕捉到一只雌蝗虫产卵的全过程。

一开始，这只雌蝗虫试探性地搜索周围土壤，以便为
后代的出生寻找一个完美地点。它找好地方，准备产卵，先
伸出产卵器，然后把它伸到土壤中。让人惊讶的是，这只蝗
虫的产卵器很快延伸到比它身体长 2 倍的长度。产卵后，
这只 50 毫米长的蝗虫用土把洞盖上，再用后腿确认是否
安全。

一只雌蝗虫能产 50 到 100 个卵，一周内可以再次
产卵。 图片来源：谷歌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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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交流实验示意图
位于印度的志愿者向在法国的科学家发送大脑信号

脑机接口，意念控制，其实这并不是医学特有
的领域，越来越多的 IT 企业也加入这一行列。7
月，有外媒报道，一家名为 This Place 的英国科技
公司开发了一款名为 MindRDR 的可以与谷歌眼
镜联系在一起的 App 应用，用户可以利用其实现
脑波控制谷歌眼镜。

以前对谷歌眼镜说一句“OK Glass!”即可开
始录影，对很多消费者来说符合高科技产品的
酷炫特征，但配备上 MindRDR 后，脑波即可控
制行动，你的谷歌眼镜会显得更高大上。搭配一
个连接谷歌眼镜的头戴硬件，MindRDR 即可在
谷歌眼镜上使用，硬件内置了一个 Neurosky 生
物传感器，能够监测用户集中精力时发出的脑
电波，而该应用可以把脑电波读数反映在相机
视图中，当用户集中精力时，读数会随之增加，

App 应用便会让谷歌眼镜自动拍下你眼前的景
象。当用户再次集中精力时，读数再次增加，照
片会自动分享到 Twitter 上。

但 像 所 有 所 谓 念 力 控 制 的 硬 件 一 样 ，
MindRDR 目前的功能非常简陋，在现实中也基
本上不具备应用的价值。但它只是发展完善前
的一小步，未来它可以“训练”人们更好地集中
精力，甚至达到用思维玩游戏的程度。

尽管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谷歌眼镜的脑
波遥控有着宽广的使用前景。未来，它将帮助
残障人士实现与外界交流。This Place 的创意总
监克洛伊曾表示，MindRDR 将帮助禁锁症候
群患者以及四肢瘫痪人士等用谷歌眼镜这样的
可穿戴设备与外界进行更多的沟通。

（来源：前瞻网）

控制谷歌眼镜的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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