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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人们安全地体验“速度与
激情”，是冰雪运动推广普及的难题之
一。VR虚拟滑雪机则可以帮助人们
解决这一难题。

在冬博会一层展区，一台 VR 虚
拟滑雪机前大排长龙。展台内的体验
者头戴VR眼镜，手握操作手柄。当他

“滑”过一个覆盖冰雪的悬崖时，忍不
住身体往前倾，一旁的工作人员立即
将他扶稳。

“虽然是虚拟滑雪，但在玩的过程
中，体验者能活动到肩膀和双臂。如
果体验者动作幅度较大，不到两分钟
就会满头大汗。”冬博会相关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在冬博会举办期间，VR
虚拟滑雪机吸引了大量年轻参观者
体验。

“我不会滑雪，刚刚试了一下 VR
虚拟滑雪机，觉得特别有趣。”冬博会
参观者、大二学生刘恒峰告诉记者，他
老家在四川，以前只听人说滑雪很有

意思，还没机会体验。这次陪同学来
逛冬博会，体验了 VR滑雪后，打算今
年冬天学习滑雪。

冬博会相关工作人员介绍，VR虚
拟滑雪机利用VR技术，将云端渲染生
成的画面通过网络实时推送到 VR眼
镜，呈现在使用者眼前，能够模拟真实
滑雪场景，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在 VR 虚拟滑雪机旁边，有一个
雪车模拟器。冬博会参观者王先生进
入雪车模拟器，面前的电子屏显示他
所处的场景——冬奥会赛道。雪车时
速达 127 千米，王先生可以通过前方
手柄操控雪车。“真过瘾！不敢想象，
真实的雪车项目会有多刺激。”他说。

冬博会相关工作人员指着屏幕告
诉记者：“你看，体验者在驾驶过程中，
身体偏移、操控力度等数据都会在屏
幕上实时显示。用户可以根据这些
数据，调整自己的训练计划，提升练
习效率。”（据新华社、《科技日报》）

9月3日，参观者在体验一款VR 滑雪娱乐设备。

9月3日，参观者（右）在体验模拟滑雪机。

原子能院安全所智能安全装备研究
室主任刘阳告诉记者：“这完全可以实
现。X/γ核辐射剂量探测芯片的量产，为
实际应用打下基础。因为手机本身装有
很多种芯片，具有辐射探测功能的手机
只是多加了一个芯片，并为它提供电源
而已。对于环境本底测量，1分钟左右就
会产生比较准确的数据。”

那么，这款芯片是如何测量 X/γ 核
辐射剂量的呢？

刘阳介绍，当 X或 γ射线撞击核辐
射探测器时，有一定概率与原子核或电
子发生相互作用，造成能量损失。通过
电离或激发过程，这些 X 或 γ 光子损失
的能量转化为成百上千个电子-空穴对
或闪烁光子。“我们将这些电离产生的能
量通过光电转换过程进行转换并放大，
再转化为数字脉冲信号进行测量。通过
计算脉冲信号的个数，可以准确地知道
接收的射线数量。”

刘阳提到的探测器是传感器的一
种。传感器是信息获取的源头，是物理世
界与数字世界的“接口”。由于突出的数
字化、微型化、智能化的特点，传感器芯片
化成为当前传感器技术的重要发展趋势。

根据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给出的
一组数据，我们可以得知，这款芯片的大
小与人类大拇指指甲盖相仿，厚度略大
于一元硬币。它还是个耐寒耐热的“小

能手”，能在-20摄氏度至50摄氏度的环境
里正常工作，而且功耗超低，只有1毫瓦。

这款芯片到底还有哪些过人之处，
能在哪些领域大展身手？

数据显示，该芯片对X/γ射线剂量率
的量程为 100纳西弗/每小时至 10毫西弗/
每小时，可探测的能量范围为50千电子伏
特至2兆电子伏特。这又是什么概念呢？

“根据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的数据，
一次胸部CT扫描的辐射剂量大约为 7毫
西弗。”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副教授梁漫春
向记者介绍，毫西弗和纳西弗都是辐射剂
量的基本单位之一，1毫西弗等于 1万纳
西弗。而后一组数据表明，一些低能量和
高能量的 X射线和 γ射线都可以被探测
到。“相对应地，该芯片既能满足家庭等日
常环境的辐射监测需求，也能胜任核设
施、放射医疗等高辐射环境。”

在核能领域，长期以来都存在着X/γ

核辐射剂量探测芯片研发不成熟的问题。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原子能院在该技术领
域进行了探索。“其实这个项目已经做了好
多年，但是一直没有解决产量的问题。”刘阳
告诉记者，由于芯片里集成了电源，电压转
换时会产生噪声，如何实现电磁屏蔽、获取
有效信号，成为量产的关键。为解决这个
技术难题，原子能院研发设计了专用集成
电路，并开展了电子兼容设计。

据了解，在 X/γ 核辐射剂量探测芯
片的设计研发初期，原子能院便确立了
芯片通用化发展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
标，他们采用了标准化的输入电源和接
口设计方案。这也意味着，“没有核专业
背景的使用人员参考数据手册，就能进
行二次开发，快速集成手机、平板、无人
机等需要辐射探测功能的智能装备，未
来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刘阳说。

（据《科普时报》）

无板滑雪靴、旱雪滑雪机等产品亮相冬博会

这个冬天将热“雪”沸腾
11月7日立冬。冰雪运动装备的消费旺季即将到来。
无板滑雪靴、旱雪滑雪机、VR 虚拟滑雪机……众多最新冰雪运动产品在

前不久举办的 2024 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以下简称“冬博会”）上亮相，
让参观者目不暇接。这些科技感十足的产品不仅外观时尚，而且功能强大，使
运动爱好者可以更好地享受冰雪乐趣。

丢掉滑雪板，扔掉滑雪杖，只穿一双特
制雪靴就能在雪场驰骋，甚至做出高难度
动作。如今这种全新的滑雪方式——无板
滑雪悄然出现在各大滑雪场。

在冬博会展出的红、白、黑 3款无板滑
雪靴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大家十分好奇，
这样的鞋要如何驾驭。

“实际上，无板滑雪靴并非‘无板’，
只是将雪靴和雪板合二为一。这样的鞋
又被称为雪足。”无板滑雪靴品牌运营商
告诉记者，上述 3 款无板滑雪靴主体材料
是轻质耐用的玻璃纤维，边缘部分由金
属制成。像普通滑雪板一样，无板滑雪
靴前后两端向上翻，这样的设计能够让
使用者轻松从雪山上滑下来。同时，此
鞋还配有脚跟制动器，可以帮助使用者
控制滑雪速度。

“有了无板滑雪靴，初学者可以更快掌
握滑雪技巧。”无板滑雪靴品牌运营商介
绍，测试结果显示，与学习专业单板和自由
式滑雪相比，初学者掌握无板滑雪的速度
更快。如果有练习轮滑、滑冰的基础，“小
白”可以更快上手。

2023年，无板滑雪靴首次进入我国市
场。在我国多个社交媒体上，许多初学者
上传了自己的无板滑雪“首秀”，这些短
视频引来众多关注。部分无板滑雪靴用
户留言：“有了无板滑雪靴，初学者也可
以炫技。感觉脚离雪更近，脚下更‘丝滑’”

“无板滑雪靴不愧为时尚滑雪界的‘雪地
通行证’”……

无板滑雪靴品牌运营商介绍，由于无
板滑雪靴体积较小，可以将其轻松装进背
包，减少滑雪者的行李体积。

在冬博会二楼展区，体验者穿上滑雪
板，手扶护栏，站在类似跑步机的旱雪滑
雪机上。当滑雪机上的滑雪毯由下向上
滚动，体验者则由上向下滑行，再配合风
声、碰撞声等音效，自由飞驰的氛围感瞬
间拉满。

记者俯身触摸滑雪毯，发现它由塑
料制成，再近距离细看，一簇簇整齐排列
的 塑 料 杆 头 顶 圆 圆 的 ，像 一 丛 丛 金 针
菇。某品牌旱雪滑雪机工程师告诉记者，
在常温下，“金针菇”表面润滑度可以接近
真雪的 90%。

因不受场地、季节、天气限制，旱雪滑
雪机被应用在日常娱乐、训练中。《中国滑
雪产业白皮书（2022—2023）》显示，截至
2023年，我国有 50家室内雪场，很多场馆都
配有旱雪滑雪机。

“选择旱雪滑雪机，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节约训练成本。”某品牌旱雪滑雪机工
程师介绍，运动爱好者在雪场雪道上滑行
的时间非常有限，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排
队、更换装备。而在旱雪滑雪机上用户可
以持续滑行几公里，更容易形成肌肉记
忆。尤其对初学者而言，使用旱雪滑雪机
训练，能够更好地保障运动安全，有助于
消除“小白”对速度的恐惧，使其更好地掌
握滑雪技巧。

有人质疑，在旱雪滑雪机上滑得很好，
到了真雪道能否“完美复刻”此前的技术？
某品牌旱雪滑雪机工程师说，旱雪滑雪机
可以模拟单双板高山滑雪场景，使用者必
须熟练掌握相关技术才能在设备上自如

“滑行”。这意味着，如果在滑雪机上滑得
好，那么在雪场上也能风驰电掣。

无板滑雪靴：
雪靴雪板合二为一

旱雪滑雪机：
表面润滑度接近真雪90%

VR虚拟滑雪机：
可模拟真实滑雪场景

图为X/γ核辐射剂量探测芯片。（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供图）

辐射剂量能够被测量吗？近
日，由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安
全与环境工程技术研究所（以下简
称原子能院安全所）研发的国际首
款 X/γ 核辐射剂量探测芯片实现量
产。有网友好奇，未来装上这种芯
片的手机，是不是就能随时显示自
己所处环境的辐射剂量率了？

国际首款X/γ核辐射剂量探测芯片实现量产芯片实现量产

用手机测量核辐射值的日子不远了辐射值的日子不远了

水被挤进最小的缝隙后，就能以意想不到的方
式加以利用。一种新型电池依靠黏土层中的微量
水，可以在火星这样极端的环境中持续提供电力。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Vasily Artemov和同事使用
与传统电池类似的部件制造了这种电池，其中包括两
个电极，一个带负电，一个带正电。但他们没有用金
属制造这些电极，而是使用了碳基材料石墨烯。研究
人员也没有在电极之间填充锂盐溶液，而是使用了黏
土和水。近日，相关研究成果公布于 arXiv。

黏土层上布满了只有约 1纳米厚的微小通道，
在这些通道中注入纯水，就能使液体以一种特殊方
式流动。研究人员从过去的实验中了解到，封闭的
水是一种很好的“工作液”，能在两个电极之间移动，
同时分离相反的电荷。这种分离使电池能够储存能
量。正如他们希望的那样，新电池能产生 1.6 伏电
压，并在不降低效率的情况下充放电 6万次。

“仅用水和黏土就能制成电池，这实在令人惊讶。
就像我告诉学生的那样，非常小的孔隙中的水其实不
是水，而是某种其他材料。由于这种新型电池不需要
像锂这样昂贵而稀缺的材料，因此它可能成为一种令
人兴奋的新技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Michael Strano说。

Artemov说，他的团队尽可能简化了设计，希望
有助于新电池的广泛应用，甚至在地球之外发挥效
用。研究人员已经分析了火星上存在的各种类型的
黏土，发现这些黏土都可以用作他们的设计材料。

（据《中国科学报》）

水和黏土制成的电池
可 在 火 星 上 使 用

新华社昆明11月5日电 不少人都有被草划伤
的经历，手一旦被某些植物叶片划到，就像被锋利的
小刀割到一样疼痛。近日古生物学家通过研究发
现，2.5亿年前的植物已经具有了这种名为“硅生物
矿化”的能力。

云南大学古生物研究院研究员冯卓介绍，自然
界中，卷柏、木贼、禾本科、莎草科及一些蕨类植物都
具有很强的“硅生物矿化”能力，它们在叶片里沉淀
了大量微型的“玻璃碴”，这些锋利的“玻璃碴”就是
植物矿化作用代谢后的产物——植硅体。有了植硅
体，植物叶片的韧性和强度大大增强，抗倒伏、抗病
虫害能力也会显著提高。

冯卓团队通过形态学、解剖学及原位元素能谱
分析等方法，研究了云南曲靖富源地区出土的距今
2.5亿年的卷柏化石。

卷柏化石以角质层的方式保存，在传统研究中，
为了加快实验进度，角质层保存类型的化石多是通
过高浓度的强酸、强碱等试剂处理后进行研究。但
由于二氧化硅极易溶于氢氟酸，所以这种传统方法
无法获得原位保存的植硅体标本。在研究过程中，
团队创新性地使用盐酸浸泡样品，并采取对样品进
行加热处理的方法研究，虽然实验周期较长，但却获
得了完整的原位保存的植硅体标本。

“我们结合现生卷柏，可以证实，这些2.5亿年前的
卷柏已经具有了很强的‘硅生物矿化’能力。”冯卓说。

该项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学术期刊《国家科学
评论》上。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建立健全知识产权领
域信用承诺制、推进知识产权领域分级分类监管、依
法依规开展信用约束激励工作……记者 5日从国家
知识产权局了解到，该局办公室会同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知识产权
领域信用监管工作的通知》，旨在做好知识产权领域
信用监管工作，推进知识产权领域诚信体系建设，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信用承诺
方面，要建立健全知识产权领域信用承诺制，加强承
诺后监管，依法依规将违反承诺或承诺不实等行为
列为失信行为；在分级分类监管方面，要科学构建符
合本地实际的知识产权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开展信用
评价工作；在信用约束激励方面，要依法依规开展相
关工作，推进构建跨部门、跨领域的失信联合惩戒机
制，解决严重失信行为反复出现、异地出现的问题。

同时，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将积极指导地方相关部门加强业务协作，加强培训
交流，共同推进建立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促进知识产
权诚信体系建设工作深入开展。

我国将建立健全
知识产权领域信用承诺制

你被草划伤过手吗？
2.5亿年前的植物就有了这个能力

记者近日从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
业基因组研究所了解到，该所研究员周
永锋团队开发了一种利用人工智能指导
葡萄育种的新方法，有望缩短育种周期，
加速葡萄品种创新，并为其他多年生作
物育种提供方法参考。此项研究成果 4
日在线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自然》旗下
子刊《自然·遗传学》。

周永锋团队自 2015 年开始聚焦葡
萄育种工作，2023年绘制了葡萄端粒到
端粒的参考基因组，又进一步对包括
野生和栽培在内的 9 个二倍体葡萄品
种进行测序、组装，得到了 18个端粒到
端粒的单倍型基因组，并整合已有的
基因组数据，构建了全面、准确的葡萄
泛基因组。

在此基础上，周永锋团队引入机器
学习算法，解析了葡萄基因数据与葡萄
性状数据之间的复杂网络关系，构建
了葡萄全基因组选择模型。通过这一
模型，科研人员可以快速地预测葡萄
成熟后的性状，经数据分析验证，预测
准确率达到了 85%，有助于更好地选择
优良品种。

周永锋说，与杂交育种需要根据葡
萄成熟后的表型作出判断相比，基于这
种选择模型的全基因组选择育种技术，
在葡萄幼苗时期就可以预测其成熟后的
性状，可以尽早剔除掉不符合条件的幼
苗，减少了不必要的人工成本和投入，在
葡萄育种应用中有很大的应用潜力。目
前，相关研究成果已获批国家发明专利6项，
已申请国际专利 1项。

此研究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
基因组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
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新疆农业科学
院园艺作物研究所等机构的科研人员共
同完成。 （据新华社）

我 国 科 研 人 员 利 用
人工智能指导葡萄育种

流言：喝弱碱性水可以改变身体的酸碱度。
真相：喝弱碱性水不能直接改变身体酸碱

度。根据燃烧后残留灰分的化学性质，食物被划
分为成酸食物和成碱食物。成酸食物的灰分中
富含磷、硫、氯等元素，而成碱食物的灰分中富
含钾、钠、钙、镁等元素。这种分类主要反映的
是食物的化学组成，而不是其对人体酸碱度的直
接影响。

食物在人体内经过消化、吸收及代谢，会产生
酸碱代谢产物，人体具备强大的酸碱平衡调节机
制，能自动维持血液酸碱度稳定。酸碱平衡是体
内各种代谢产物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不是某一种
食物能改变的。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倡导食物多样化和平衡膳
食，无需过分关注食物的“酸性”或“碱性”属性，它们
并不直接影响人体的酸碱平衡。因此，喝弱碱性水
是不能直接调节人体酸碱度的。（据《北京日报》）

喝弱碱性水改变身体酸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