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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外媒体报道，欧洲盖亚太
空望远镜最新观测发现，银河系恒
星数量达到 18亿颗，这一最新恒星
目录被称为“终极天空之书”。

近日，科学家最新发布了当前
银河系观测恒星数量，迄今为止，盖
亚太空望远镜已绘制出 18亿颗恒星
的精确位置，并掌握其中大多数恒
星与地球的精确距离，以及它们的
空中运行状况。

盖亚太空望远镜于 2013 年发
射，它看起来像一顶旋转的大帽子，
距离地球 160.8万公里，使用英国制
造相机记录所有太空发光和移动天
体，并具有惊人的精确度。这在测
量太空距离方面尤为重要，盖亚太
空望远镜通过跟踪天体绕恒星旋转
时如何轻微摆动，来测量它的距离。

2016年，科学家首次更新了盖
亚太空望远镜的观测数据，当时观
测发现银河系恒星数量为 11亿颗。
到 2018 年，该数据已上升至 16 亿
颗。今年 12月 3日，最新数据显示，
现已观测到银河系 18亿颗恒星。

对于这 18亿个光源，盖亚太空
望远镜能精确掌握其位置和亮度，
其中有 15亿颗恒星的距离和横向运
动被记录下来，相似的恒星都标注
为相同颜色，这对了解恒星属性非
常重要，例如：恒星温度、成分和年
龄等。

盖亚太空望远镜的寿命由推进
器喷射的氮储存量决定，当燃料储
备耗尽时，其任务使命将终结，预计
该望远镜的“死亡时间”是 2024年。

（据《北京日报》）

据圆明园管理处介绍，在当时想要知
道时辰，只要看哪只兽首在喷水就可以
了。兽首不只是单纯的水龙头，它的另一
个功能是更替报时，由运水工按时辰通过
机械完成。

十二生肖兽首铜像象征一个昼夜的
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相当于今天的两个
小时。他们在喷水池左右按规律呈扇形排
列，铜中空连接喷水管。按照时辰，子鼠、
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
申猴、酉鸡、戌狗、亥猪依次喷水，到正午
时分恰好轮到马首喷水时，其余十一个兽
首口中则会一齐涌射喷泉。这正所谓“唯
马首是瞻”。 （据《厦门晚报》）

当年没电 十二兽首如何准点喷水

大水法遗址是圆
明园西洋楼的核心景
区 ，修 建 于 1759 年 ，
1866 年德国西门子才
制作出可应用的发电
机，在没有电的乾隆
时代，十二兽首同时
喷水的壮观场面是如
何做到的呢？此外，
十二兽首是按时辰来
喷水的，想要知道时
辰，看哪个兽首喷水
就可以了。专家称，
这个喷水系统将东方
的时辰和生肖，与西
方 的 喷 泉 和 计 时 融
合，是一个中西方文
化完美交融、艺术与
科技相结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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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法”即大型喷泉的意思。1747年，经清宫廷西
洋画师意大利人郎世宁推荐，法国人蒋友仁（P.Benoist
Michel）被乾隆皇帝委派参加修造圆明园之属园——长
春园的“西洋楼”建筑群，主要负责人工喷泉的设计及施
工指导。

西洋楼景区的主景就是人工喷泉，特点是数量多、
气势大、构思精巧。主要为谐奇趣、海晏堂和大水法三
处大型喷泉群，集合中西方文化的精髓。

在十七、十八世纪，喷泉是欧洲建筑的“标配”，无论
是法国的凡尔赛宫，还是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夏宫，大大
小小的喷泉无处不在。蒋友仁带给圆明园的“水法”则
是源自正宗的古罗马技术。中国有句老话叫“水往低处
流”，欧洲人利用落差来形成喷泉的动力，他们首先将水
运往高处，然后借助地心引力的作用让兽首喷水。修建
喷水池和修建高台蓄水池几乎是同步进行的。

西洋楼景区，在大水法和海晏堂中间地带，有一处
高达数十米的夯土台子，它是当年所有大小水法用水所
需水塔的一部分，据圆明园管理处研究员介绍，这是个
实心的土台子，结结实实地顶着上面的“锡海”——也就
是盛水之塔，这个蓄水池一次可蓄水 160立方米。蓄水
池由锡板焊制（锡是当时防渗漏最好的材质），以保障各
种水法的运行，就是所说的“锡海”，一个锡海一次可蓄
水 100多立方米。嘉庆帝曾在诗中对此有过描述:

运水由楼顶，发机务审详。
周流虽尽妙，渗漏亦须防。

修建高台蓄水池
利用落差形成喷泉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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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水机械发生故障
改用8名壮工提水

蓄水池建好后，再用铜管连接到各种
大水法和兽首的喷水口，在当时没有电力
和电动机的年代，就运用从上到下的压差，
把蓄水池中的水压向远近各处大大小小的
出水口，各种水法所用的水都是从水塔中
而出。

供水办法有了，但是水又不会平白
无故地到蓄水池里，那么水是如何运上
去的呢？

在最初建造之时是用提水机械的龙
凤水车来供蓄水池所需用水，通过人力蹬
踏水车，利用机械原理将水送往蓄水池中，
供各种水法和十二生肖兽首喷水用，节省
了不少人力。建成后没几年，水车轮盘时
常出现故障。

乾隆皇帝在乎的是水法的奇趣，对机
械装置不感兴趣，于是他下令改为人力提
水，雇用 8名壮工运用辘轳加大罐的方式
打水上楼。从此，水法本来先进的机械技
术又被迫回到“原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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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兽首按时辰依次喷水
到马首时众兽首一齐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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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生肖兽首。

圆明园大水法遗址。

早在 19世纪，一些没有艺术偏见的人们，进
行了一些以科学为依据的试验，据说他们发现了
一个什么是最美比例的客观答案，这个比例公式，
就是我们熟知的黄金比例（1:1.618）。

而在20世纪初期，欧洲对于功能和美的对抗逐渐
体现在了纸面上，先驱们希望纸张要兼具实用性与美感。

在那个时代获得美感的方式，已从模仿自然
有机形体逐渐向科技和工业化转变，在传统美学和

新兴工业美学中找到了一个切入点，那就是比例。
当我们看到黄金比例时，为何会产生视觉上

的愉悦？就像是承载了古典主义美学精髓的黄金
分割比例 1:1.618。但当先驱们将有关比例的研究
沿用到印刷术上之后，利用圆形与矩形的切割对
称，加之数学计算得到大量不同的黄金比例。

那么，问题又来了，这么多比例看上去都很
完美，我们要选择哪个？

A4纸为啥命名为A4
疑惑多年的问题终于有答案了

记得第一次接触 A4 纸还是在上
学的阶段，在一些老师布置的作业中
要求使用 A4 纸来完成，从此 A4 纸这个
名词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A4纸已然和我们
的工作生活密不可分。但你知道为什么
将其命名为 A4 吗？又为何其形状是矩
形而非正方形？

A4 纸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的 ISO 216 定义
的，规格为 21*29.7 厘米（210x297 毫米），世界上
多数国家所使用的纸张尺寸都是采用这一国
际标准。

其实早在 19世纪 20年代，德国人便将纸纳入
了自己的工业标准体系，德国工业标准比例
（DIN），后经过不断的演变与推广，国际标准纸形
成了如今的三个大类，即 A号纸、B号纸、C号纸。
当中，以A号应用最为广泛。

那么什么是 A号纸吗？如果你认为 A号纸家
族只有 A4纸这一种类型的话，那真的就太孤落寡
闻了。其实除了我们最为常见的 A4幅面以外，A
型纸家族还包括了 A0、A1、A2、A3、A4、A5、A6 等
幅面规格。

那么A后面的数字又代表着什么呢？其实后
面的数字就是代表了纸张可以对折的次数，A0对
裁后可以得到 2张A1，A1对裁可以得到 2张A2，依
此类推，A4实际上就是 A号基本尺寸的纸对折 4
次后的大小。

不难发现，从整套A型纸来看，它们之间似乎
遵循着某种比例。

“A4”的由来

纸张的黄金比例

在这些黄金比例中，有一个比例特别引人注
目，它就是 1:1.414。

那么为何最终只有 1:1.414胜出，并被纳入了
德国工业标准比例，该比例好在哪？实际上，1：
1.414是最适合于标准化纸张型号的比例。

我们以 A0 到 A6 这个区间举例，A0 尺寸为
841x1189毫米，面积是 1平方米，不断将长边对折
分割并不会改变纸张原来的比例关系，且在大量
的生产过程中不会造成任何的纸张浪费。

与此同时，这也就回答了开篇的那个问题，
为什么 A4纸的尺寸是有零有整的 210x297毫米。
尽管整数方便记忆，但却不能被近似值 5:7即 1:1.4
替代，因为按照对折计算会出现误差，更会带来一
系列复杂的比例计算问题，A号纸则不会。

不仅如此，A号纸在标准化的工厂进行剪裁

时，还可以实现最大化的物尽其用，避免浪费，甚
至说完全不会产生废料，具有极大的功能性。因
此，我们在打印设备的进纸盒上，都能看到 5x7
（A4）的规格标识。

其实综合来看A4纸的尺寸最为适中，大小仅
和书本差不多大小，既能很好的呈现电脑端的输
出内容又便于携带，因此非常适合用来打印或复
印企业对外文件以及企业内部使用，除便于归档
入册外，流通性也更强。相比于其他幅面纸张，
A4纸在价格方面也更具竞争优势。

在诸多考虑因素下，其他尺寸的纸张逐渐变
成特殊用纸，仅在有特殊需求时才会使用。A4纸
也就成为了使用最为广泛的纸张，最终关于A4纸
疑惑多年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据蝌蚪五线谱）

1:1.414脱颖而出

银河系恒星数量达到18亿颗

美国加州大学生洛杉矶分校和
史丹佛大学的科学家在一项新研究
中发现，人类每小时其实会叹气 12
次，或者每 5 分钟就会叹气一次。
但叹气并不一定是疲倦或烦恼的信
号——生理上的叹气，其实对于我
们保持肺部功能正常来说是至关重
要的。

所以，你每天叹气的次数可能
比想象中多 10倍左右。你也不用担
心叹气影响心情，其实它是在保护
你的健康。

研究者们已经确定了叹气的源
头，他们将其归类为一种维持生命
的反射行为，并可以防止肺部的肺
泡塌陷。研究者说，人的肺部表面
积摊开来有一个网球场那么大，它
被折叠在你的胸腔里，其自然运作
方式是靠着 5 亿个小肺泡，每个肺
泡都是一个小型球体，直径约 0.2毫
米。这些微小的肺泡有助于确保足
够数量的氧气能通过你的肺膜，轻
松进入血液。研究者形容这些肺泡
有点类似于“湿气球”，他说：“你有
试过把湿气球吹开吗？这是不是非
常困难？因为里面的水会黏住气
球，不让它们撑开。”当肺泡塌陷时，
就会发生类似情况，导致肺部无法

正常工作。而当它们不正常工作
时，我们的身体就会失去交换气体
的能力。

研究人员指出，让肺泡再次打
开的唯一方法就是深呼吸，所以人
类平均每 5分钟就会深呼吸一次是
很正常的。一次叹气就好比呼吸两
次，而且不一定非得像表达愤怒或
放松时那样用力。

据说，早期使用“铁肺”这类机
械设备时，人们在正常的肺容量下
往肺部充气，结果很多人就因为肺
泡塌陷而死亡。所以现在当你看见
有人用呼吸器接受呼吸治疗时，会
注意到有个细节：每隔几分钟就会
有一个更大的呼吸叠加上去，实际
上就是为了达到叹气的作用。

不过，与情绪相关的叹气是以
不同方式运作的。当一个人备感压
力时，叹气频率的确会上升。

科学家表示，这项研究对于某
些疾病的药物开发存在潜在的应用
价值。例如焦虑症患者可能会过度
换气，使患者身体变得虚弱；有些人
则没有充分叹气，可能会导致呼吸
问题或者肺部功能受损。

所以叹气很重要，如果不叹气
才可能会伤身。（据《羊城晚报》）

人类每小时叹气12次是正常的

不叹气可能会伤身

目前使用的常规肥料中氮化合
物较多，氮的流失会对土壤和水的
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据《俄罗斯卫星新闻》报道，俄
罗斯托木斯克理工大学的科学家们
发明了一种新的技术，从矿物废料
中提取环保又价廉的智能肥料。地
质系副教授马克西姆·鲁德明称，使
用的原料来自采矿业当作废物储存
的矿物，这种废弃的粘土矿物，呈层
状结构。

科学家把样品材料碾磨到非常

小的颗粒，生产出一种产品。这种
产品含有两种氮型号，每一种均可
自己控制向土壤释放氮的速度和
剂量。

智能肥料能确保植物获得均
匀且持续的营养，避免氮对环境的
污染。

该项研究系托木斯克理工大学
与秋明国立大学合作完成，也是俄
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和印度科技部
的联合项目。成果已发表在《应用
粘土科学》杂志。（据《北京日报》）

智能肥料 自主控制释放氮的速度

新华社南京12月27日电 记者
27日从中国药科大学获悉，该校张
灿教授团队研发出一种细胞表面锚
定技术，用于增强过继性 T 细胞对
实体肿瘤的治疗效果。

据论文共同第一作者、中国药
科大学博士后郝玫茜介绍，过继性 T
细胞疗法是把病人体内的 T细胞提
取出来，将其“训练”成专业的“肿瘤
杀手”，再输回到病人体内“杀敌”。

“调节脂质代谢可能是一种更
为安全有效的方法。”论文共同通讯
作者、中国药科大学药物科学研究
院教授张灿告诉记者，该团队提出
的新方法，就是将一种脂质代谢调
节药物“阿伐麦布”与过继性 T细胞
联合使用，来治疗实体瘤。

为此，团队研发出新型 T 细胞
表面锚定技术，通过模拟跨膜蛋白
的特性，利用疏水作用，将脂质锚定
在 T细胞上。

“这种表面锚定不影响膜蛋白
的功能，也不干预 T 细胞的正常生
理功能。”张灿说，“更重要的是，这
种技术可以用于其他种类细胞的表
面工程化改造，具有普适性。”

科研人员发现，“阿伐麦布”通过
持续提升细胞膜上的胆固醇水平，促
进 T细胞受体快速聚集，提升 T细胞
活力，增强其对实体瘤的治疗效果。

小鼠实验表明，对原位黑色素
瘤、黑色素瘤的肺转移瘤及原位胶
质母细胞瘤 3种实体瘤，改造过的 T
细胞显示出治疗效果。

中国科学家“改造”T细胞
增强抗肿瘤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