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热，少不了要吃几口冰激凌。你有没有
想过，为什么冰激凌的口感会如此神奇？与普通
的冰棍相比，冰激凌显然也更加美味。制作冰激
凌的过程，原来充满了许多奇妙的物理、化
学原理，甚至和矿石的形成过程、
动植物抗寒的原理、森林再生
的 规 律 ，都 有 千 丝
万缕的联系。

冰激凌其实是由冰晶、奶
油和空气奇妙组合而成，它甜腻
而清爽，软糯又润滑。其中水占
据了冰激凌总质量的 60%-
72%，只不过它们是以小冰晶的
形式存在。除此之外，冰激凌就
只有8%-10%是美味的油脂，另
外25%-50%只是空气。

冰激凌中冰晶的尺寸是
决定冰激凌顺滑口感的关键
因素。如果冰晶太大，吃起来
就会像嚼冰碴儿一样，再大一
些，冰激凌更变成了冰沙。只
有小到细胞尺寸的小冰晶，才
能产生丝滑的口感。

那么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让水凝固成如此之小的
冰晶呢？

先来看一些岩石。岩石
主要由石英（二氧化硅）等矿
物质组成，而冰和石英一样都
是晶体，所以如果在显微镜下
观察冰激凌的微观结构，就会
发现，它和地球岩浆冷却后形
成的一块花岗岩结构上没有
太大区别。

炽热的岩浆来到地表时，
冷却速度越快，岩石中矿物晶体
的尺寸就越小。比如，从火山直
接喷发出来的熔岩会迅速形成
火山岩，其中包含的矿物晶体往
往非常小。所以，要得到微小冰
晶，可以用快速冷却的方法。

现在流行的液氮冰激凌
的原理，就是加快冷冻过程，让
冰晶尺寸尽可能小寸尽可能小。。传统方法传统方法
制作的制作的冰激凌冰激凌，，冰晶只能达到冰晶只能达到
几微米的量级几微米的量级，，而用零下而用零下 196196℃℃
的液氮制造的液氮制造冰激凌冰激凌，，内部的冰内部的冰
晶就可以达到几纳米的量级晶就可以达到几纳米的量级。。

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用家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用家
里的冰箱永远做不出美味的冰里的冰箱永远做不出美味的冰
激凌激凌，，只能冻出一大块冰了吧只能冻出一大块冰了吧。。

你有没有试过你有没有试过，，三伏天去三伏天去
买冰激凌买冰激凌，，运输过程中它们可运输过程中它们可
能会融化能会融化，，放进冰箱后重新凝放进冰箱后重新凝
固固，，再拿出来吃的时候再拿出来吃的时候，，口感口感
会远远不如刚买回来时的好会远远不如刚买回来时的好。。

其实冰激凌也讲究其实冰激凌也讲究““新新
鲜鲜””。。在运输过程中在运输过程中，，冰激凌冰激凌
中的冰晶会受热融化中的冰晶会受热融化，，然后然后
再凝固形成更大的冰晶再凝固形成更大的冰晶，，结结
果冰激凌就会像冰棍一样硬果冰激凌就会像冰棍一样硬
邦邦的邦邦的。。

事实上事实上，，每一次打开冰箱每一次打开冰箱
门门，，冰冰箱里的冰激凌都会融化箱里的冰激凌都会融化
一点点一点点，，反复几次之后反复几次之后，，它们它们
的口感也会下降的口感也会下降。。为了保证为了保证
它们的美味它们的美味，，人们便在制作人们便在制作
冰激凌时添加稳定剂冰激凌时添加稳定剂，，减缓减缓
液态水分子在冰激凌混合物液态水分子在冰激凌混合物
中的运动中的运动，，使冰激凌长时间使冰激凌长时间
保持稳定保持稳定。。

而那些生活在寒冷的野而那些生活在寒冷的野
生动植物早就在用这种生动植物早就在用这种““稳定稳定
剂剂””了了。。

生活在温度低于零摄氏生活在温度低于零摄氏
度的极寒环境的动植物度的极寒环境的动植物，，为了为了
保持体液不结冰保持体液不结冰，，它们体内通它们体内通
常含有一种抗冻蛋白常含有一种抗冻蛋白，，可以吸可以吸
附到冰核表面附到冰核表面，，阻止水分子聚阻止水分子聚
过来过来，，这样冰晶就没法继续生这样冰晶就没法继续生
长长，，生物体也得以避免低温下生物体也得以避免低温下
细胞损伤甚至死亡的厄运细胞损伤甚至死亡的厄运。。

抗冻蛋白最初是在极地抗冻蛋白最初是在极地
冰水中的鱼类身上发现的冰水中的鱼类身上发现的，，后后
来人们发现来人们发现，，它也可以在实验它也可以在实验
室中用基因编辑酵母来合室中用基因编辑酵母来合
成成。。如今如今，，抗冻蛋白作为食品抗冻蛋白作为食品
添加剂已被应用于冰激凌添加剂已被应用于冰激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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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激凌的主要成分除了
水，还有奶油、牛奶中的油脂。
但我们知道，油和水是无法相互
溶解的，即使混到一起也会很快
分层。但冰激凌中的水和油脂
为什么混合得如此完美？答案
还是在冰激凌的微观结构中。

拌沙拉常用的油醋汁，一
般由三份油和一份醋组成。油
和醋原本并不相溶，但只要放在
一起疯狂搅拌，油最终会分解成
微小的球形油滴，均匀分散到醋
中，形成乳浊液。乳浊液是两种
不相溶液体形成的均匀混合物，
大多数都不稳定，放置久了，两
种液体还是会分层。

不过光靠牛奶中自带的天
然乳化蛋白，还不足以让冰激凌
保持长时间稳定。一般来说，制
作冰激凌时，还会额外加入卵磷
脂、酪蛋白等乳化剂，帮助冰激
凌中的水和油脂更稳定地保持的水和油脂更稳定地保持
乳浊液状态乳浊液状态。。卵磷脂不光是优卵磷脂不光是优
秀的乳化剂秀的乳化剂，，也是一种起泡剂也是一种起泡剂。。

冰激凌中空气的体积通常冰激凌中空气的体积通常
可达可达 2525%%至至 5050%%，，这样吃起来才这样吃起来才
会有更蓬松的口感会有更蓬松的口感。。和乳化剂和乳化剂
的原理类似的原理类似，，起泡剂也可以降低起泡剂也可以降低
液体的表面张力液体的表面张力，，让空气更容易让空气更容易
被液体包裹起来被液体包裹起来。。所以所以，，冰激凌冰激凌
中的气泡其实就像一大群被冷中的气泡其实就像一大群被冷
冻起来的微小肥皂泡冻起来的微小肥皂泡。。

有个有趣的有个有趣的““冷知识冷知识””：：冰激冰激
凌可以存在的最高海拔是凌可以存在的最高海拔是 30003000
米米。。因为超过这个海拔高度因为超过这个海拔高度，，由由
于大气压过低于大气压过低，，冰激凌中的气泡冰激凌中的气泡
就会膨胀破裂就会膨胀破裂，，最后整个冰激凌最后整个冰激凌
就会坍缩到一半体积就会坍缩到一半体积，，成为坚硬成为坚硬
的冷冻奶油加冰混合物的冷冻奶油加冰混合物。。

（（据据《《羊城晚报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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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3000米以上 就吃不到口感细滑的冰激凌了——

冰激凌的美味冰激凌的美味 全靠科学来帮忙全靠科学来帮忙

天文学家在太空中发现了一个惊
人的大爆炸，大爆炸的主角看起来不
像人们以前见过的任何超新星。它比
大多数已知的超新星更亮，但很快就
黯淡下来，这使其成为一种新型的天
体，研究人员称之为“发光快速冷却
器”，简称 LFC。9月 1日，相关成果发
表于《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

英 国 贝 尔 法 斯 特 女 王 大 学 的
Matt Nicholl和同事利用位于美国夏威
夷、智利和南非的 ATLAS望远镜阵列
发现了这个被称为 AT2022aedm 的天
体，其绰号“亚当”，位于一个星系的边
缘，那里有相对古老的恒星。

研究人员随后与世界各地的天文
台进行了更多测量。在仅仅 9 天的

时间里，亚当变得比太阳亮几千亿
倍，然后在一个月内几乎完全消失
了。科学家估计，在同一时间段内，
一颗超新星的亮度会减弱到其峰值
亮度的一半左右。

“这种属性的组合与我们以前
见过的任何已知天体都不匹配。”
Nicholl 说，“我们见过非常明亮的超
新星、见过消失得非常快的超新星，
也见过古老星系中的超新星，但从
来没有见过同时集 3 种属性于一体
的天体。”

亚当宿主星系的年龄意味着这里
没有那些倾向于成为超新星的大型年
轻恒星。亚当位于远离星系中心的地
方，这一事实排除了它是由星系中心

超大质量黑洞形成的可能性。而两颗
恒星相撞又不会如此明亮。

剩下的解释是，亚当是由一个罕
见的中等质量黑洞撕裂并吞噬一颗恒
星形成的。撕裂恒星的过程可能会导
致变亮，而中等质量黑洞可能是一个
快速的“吞噬者”，这可以解释亚当快
速变暗的原因。

“这是最难排除的可能性，因此它
确实是目前最有可能的选择。”Nicholl
说，但是观测结果并不完全吻合——
一颗恒星被这样撕裂应该产生大量 X
射线，但是亚当产生的很少。解释亚
当为何缺乏 X射线将有助于进一步了
解这个天体。

（据《中国科学报》）

从未见过的从未见过的

据新华社北京电 地球人口数
量如今已突破 80 亿，但在历史上
人类祖先可能曾面临几乎“团灭”
的风险。日前刊登在美国《科学》
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认为，人类在约
百万年前可能近乎灭绝，世界人口
曾长期只有千人规模。

这项研究分析了来自世界各
地不同群体的 3154名现代人的基
因组，通过观察现代人类基因序列
的多样性来推断历史上人类祖先
的群体规模。

结果表明，在大约 93万年前，
现代人类的祖先人口数量从约 10
万 下 降 到 约 1000，失 去 了 大 约
98.7%的群体成员。此后成年个体
数维持在 1300人左右的“瓶颈期”
持续了约 11.7万年，导致人类祖先
几乎灭绝。

这项研究结果与古气候学的
证据相吻合。此次人口骤减恰逢
全球严重降温时期，降温导致冰
川出现，非洲和欧亚大陆可能出
现了长期干旱。研究人员尚未深
入探究这种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
响，因为这一时期留下的人类化
石和文物相对稀少，可能是因为
人口太少。

研究认为人类祖先
曾濒临“团灭”

太空爆炸太空爆炸太空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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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获得微小冰晶的方法
并不止快速冷却这一种。

在冰激凌的生产工艺中，第
一个步骤叫动态冷冻，也就是边
搅拌边冷冻。在这个过程中，冰
晶会不停地聚集在搅拌器内壁，
搅拌器要迅速把内壁的冰晶刮
下来，和其他冰激凌搅拌到一起
——两次刮削的时间间隔非常
短，只有 0.1 秒。如此迅速的操
作可以防止冰晶一直长大。

不仅如此，刮下来的冰晶被
打散之后还可以成为新的晶
核，供其他水分子附着在上面
长出更多冰晶。这样一来，冰
激凌中的晶核数量却在不断增
加，水分子的数量会不断减少，
大量的晶核竞争有限的水分
子，结果就是，晶核没有机会长
成冰碴儿了。

这个过程其实和森林再生
的原理非常相似。

当森林遭到外部力量侵袭，
比如人类砍伐活动、一场大的野火
或者飓风等自然灾害，很多树木会
消失不见，森林中便会留下空缺位
置，新小树苗会长出来，但这一小
片土地的能够提供的资源有限，这
一茬树苗的生长速度就会非常慢，
就像刮下来的冰晶一样很难长
大。只有强壮的树苗才能重新长
成大树。

同理，制造“水分子竞争”令
冰晶难以长大，就是令冰激凌产
生丝滑口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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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 倩） 9月 12日，记者获悉，自治区自然资源
信息中心研发的“一种基于分割算法的高分遥感影像地类数据集
制作方法”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证书，这是该中心近年来获得的第 4
项国家发明专利。

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分类是遥感技术应用中最重要最核心的
技术之一，也是许多实际应用的基础和前提，如何快速、准确地进
行大范围遥感影像分类一直是遥感技术应用研究领域的热点。

此次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一种基于分割算法的高分遥感影
像地类数据集制作方法”，是一种基于分割算法的高分遥感影像地
类数据集制作方法。主要通过对高分影像进行图像分割、归一化、
正规化和色彩处理，最后形成具有特征明显的混合型农用地数据
集。该方法解决了无矢量文件对遥感图像进行划分、人工全面标
识训练集工作量巨大的问题，相较于原来的人工制作数据集的方
法，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在特征提取的准确性上提升约 4.2%，图
像识别正确率提升 15.3%，有效提升影像分类精度，为全域、全要
素、全过程国土空间数字化监管提供有力支撑。

近年来，自治区自然资源信息中心以业务体系、人才优势、科
创资源为依托，围绕自然资源主责主业和行业需求现状及发展趋
势，持续加速自主研发能力与核心业务支撑能力的有机融合。

截至目前，该中心已累计获得国家专利 9项，其中，国家发明
专利 4项。内容包含基于多尺度特征的遥感影像拍摄装置、自然
资源遥感监测装置、基于混合型数据集的农用地遥感影像识别方
法等，从理论方法研究到工程实践形成了全面的遥感技术应用领
域知识产权群，并已广泛应用在自然资源、水利、农业、林业、气
象、生态环境、地质、军事、矿产等领域。

我区自然资源领域
再获一项国家发明专利

如果人工智能开始有意识，人类能知道吗？日前，一支由美
国、英国、以色列等国的 19名计算科学家、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组
成的研究小组提出了一种基于人类意识理论的测试方案，即一份
冗长的属性清单，以评测人工智能是否出现自我意识。

与人类大脑不同，人工智能机器人无法通过脑电图或者核磁
共振成像进行检测，因此，研究人员采取了一种侧重理论的方法。
研究报告合著作者、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认知神经科学家利德·穆
德里克称，先挖掘当前有关人类意识的理论，寻找意识状态的核心
描述符，再到人工智能的底层架构中寻找这些描述符。目前，已有
6个人类意识理论达到标准，其中，循环处理理论提出通过反馈循
环传递信息是意识的关键，而全局神经元工作空间理论认为，当独
立信息流通过瓶颈，在类似于电脑剪贴板的工作空间中结合时，意
识就产生了。

最终，研究人员在 120页的报告中，利用 6个人类意识理论提
炼出了 14个标准，并应用于现有的人工智能架构，包括支持ChatG⁃
PT的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当前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均没有人类意
识能力。但这项工作并未结束，作为一种理论评估系统，它今后将
继续为不断升级的人工智能系统提供分析框架。（据《北京日报》）

怎样发现AI有“意识”

本报讯（记者 赵婵莉） 近日，彭阳县人民医院、平罗县人民
医院等 13家单位成功备案第二批自治区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诊疗
技术实践基地。

实践基地是自治区科技厅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统筹布局，
由全区 29家自治区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牵头，聚焦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需求，围绕医务人员诊疗水平提升、诊疗技术下沉服务群众等内
容，依托县级医疗机构建设。

自 2021年启动以来，自治区科技厅、卫生健康委把实践基地
建设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在科技计划、平台建设、职称认定、床
位编制、样本库建设、设备配置等方面对各县（区）给予大力支持，
确保实践基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全区实践基地已达
到 23家，覆盖 4个市、13个县（区）。

本报讯（记者 赵婵莉）“这次参观科普大篷车，许多神奇的
展品让我受益匪浅，也很受启发，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科学知识，长
大以后也要发明创造一些高科技的东西，为国家强盛作出自己的
贡献。”原州区开城小学六年级学生马浩宸在参观科普大篷车展品
中说。

在全国科普日来临之际，宁夏科普工作队、固原市科协、原州
区科协以“三级联动”形式开展“助力双减 放飞梦想”科普大篷车
进校园活动，通过车载展品互动、视频播放、科普表演以及无人机、
机器人展示等内容，让原州区 8所乡村小学 3500余名师生零距离
感受科技魅力，放飞科学梦想。

在无人机展示区，一双双充满求知欲的眼睛聚精会神地看着
无人机在科普辅导员的操作下自由飞翔，同学们不时发出惊呼与
赞叹声。科普展品互动体验区，“画五角星”“听话的小球”“跳舞
的回形针”“正交十字磨”等 30余件展品开阔了孩子们的眼界，大
家争先恐后地进行体验，了解展品的原理。

全国科普日期间，宁夏科普工作队将以“助力双减 放飞梦
想”科普大篷车进校园活动为抓手，在青少年科技教育中围绕落实

“双减”政策，不断整合资源，丰富活动形式和内容，全面实施素质
教育，努力培养中小学生的科学创新精神，在科技实践中实现“立
德树人”，担负起为国育才、为党育人使命。

宁夏新增13家自治区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诊疗技术实践基地

科普大篷车开进校园
让青少年感受科学带来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