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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吃什么，机器人5分钟就能给你制
作好；除了自动驾驶，汽车还会说话、能
思考……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
交易会（简称高交会）11月18日在深圳
落下帷幕，一场高科技盛宴带给人们无限
遐想。

从1999年至今，有着“中国科技第一
展”之称的高交会已成功举办20届，百姓
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岁的高
交会，更让我们看到人们的吃穿住行娱正
搭乘科技发生颠覆性改变。

一盘避风塘炒虾，从把食材盒放入机
器按下炒菜按键，到热腾腾的食物出锅，
仅需5分钟。来自上海爱餐机器人集团有
限公司展台前，许多观众正驻足围观品
尝。记者尝了一口，味道很不错，虾的口
感也很嫩滑。

展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公司推出
的味霸炒菜机器人可以实现一键炒菜、无
油烟、全自动清洗，内含400多道菜谱，
涵盖八大菜系，还可以自己设置上传菜
谱，并支持对现有菜谱做出口味微调。

目前，该公司已经面向餐厅类商业用
户提供租用服务，家用炒菜机器人预计将

于2019年上市。
另一个展台前，驭龙电焰智能厨房

“以电生火”，彻底颠覆传统燃烧方式，再
不用担心煤气或天然气出问题了。而深圳
进化动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展出的智慧烤
箱、智慧微波炉，不再需要人工定时和调
温，其本身将自动推荐温度和时长来完成
食物烹制，并将实现不同口味的食谱定制。

“当电焰燃遍每一间厨房的时候，我们
将重新定义人类的生活方式。”驭龙电焰智
能厨房的创始人官卢驭龙说。

科幻电影里，犹如外骨骼的机械战衣
为英雄们带来超人的力量。今年高交会
上，多家厂商展出了各自研发的外骨骼技
术和产品。

一款由深圳市肯綮科技有限公司展出
的助力型外骨骼，支持行走、上下楼、
坐、蹲、跑、跳自然动作，穿上后可以减
缓膝关节触地冲击，减轻腿部肌肉负担。

“这款助力型外骨骼重5.6公斤，电池
续航能力5小时至8小时，可以帮助体弱
或膝关节受伤者恢复正常行走和运动能
力，可以让运动爱好者在徒步或登山时更
轻松。”展台工作人员说。

除了助力健身，深圳市柔宇科技有限
公司展示的柔性屏时尚套装，更加颠覆人
们的想象。“穿上这套时尚装，自拍者可实
时将手机照片传输到屏幕上，让他人看到
最好的自己。你也可以成为行走的广告
牌。”柔宇科技工作人员马芳介绍，有柔性
显示屏的衣帽仅比普通衣帽重50克左右，
但柔性屏内存32GB，可以下载你想要的
视频，也可以通过蓝牙实现手机内容实时
传输进行播放，不占内存。

更绿色、更智慧的居住生活正向我们
走来。

将生产高浓度磷复肥时产生的工业副
产物磷石膏，应用于建筑行业的装配式建
筑建设，可以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的
双赢。

“当你坐在沙发上，智能机械臂为你冲
泡咖啡；想吃蛋糕，可以控制智能机械臂
开启制作；新春佳节，写对联也可以由它

‘代笔’……”越疆科技创始人刘培超兴奋
地描述着智能机械臂在客厅经济市场中的
广阔未来。

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邢婷
表示，未来2至3年，家庭互联网将逐步

构建生态圈，预计2023年能实现智能化普
及，构成万亿元客厅经济市场。

刘培超说，如今已经有不少服务机器
人走进家庭，但大多还只是交互对话、吸
尘洁面，还不能把咖啡端过来。“我们想让
服务机器人长出智能的手臂，为客厅经济
插上‘中国翅膀’”。

当你在手机上点击所在地的位置，一
会儿汽车就驶到你面前……在高交会的智
能汽车主题展区，众多无人驾驶、自动驾
驶、智能汽车控制系统等技术及产品，向
人们描绘了“未来出行”的场景，吸引不
少观展者驻足。

不仅是个人出行，物流运输的成本也
可能随着无人驾驶技术的成熟而降低。配
合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及高精地图等感
知手段，北京图森未来科技公司研发的自
动驾驶卡车，实现高速公路和港口、场区
等物流场景的无人驾驶，其自动驾驶系统
相对人能发出更科学的驾驶决策指令，能
够节省7%的燃油成本。

比亚迪则展示了汽车行业开放的未
来。“比亚迪将进一步推进整车、汽车生态
的开放，让开发者在汽车上开发应用。”比
亚迪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近期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在新时代，电动汽车的智能化
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智能汽车未来
就像是‘长了腿的智能手机’。”

在娱乐方面，广州酷狗计算机科技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酷狗音乐里
哼唱识曲、蝰蛇音效等多项“黑科技”。

“如果你忘记歌名，只用哼几句旋律，就可
通过哼唱识曲功能快速找到歌曲。”展台工
作人员杨哲说，拥有超过1200件专利发明
和2000万正版曲库的酷狗，将专利运用于
各个产品中，不断提升用户的音乐体验。

从VR、AR到全息投影，再到机器人格
斗竞技，科技元素在高交会遍地开花。在科
技快速发展的今天，“高冷”的“黑科技”不再
不近人情，未来你的生活将更加精彩。

一颗芝麻粒大的谐振器能把液体缩小到“一滴水的十
亿分之一”；一把“声波镊子”能精准操控细胞和微纳米
颗粒；一种新技术能够“吸引”分子聚集，提升癌症抗原
浓度十万倍……你可知道，这些神奇的技术都是借助超声
波实现？

近日，天津大学微机电系统团队胡小唐教授、庞慰教
授和段学欣教授联手，围绕“高频超声波器件”研究，取
得了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三项重大突破，被国际一流期刊
选为封面文章重点推介，未来有望在生物医药领域推广应
用，造福人类健康。

高效低成本制造蛋白质或DNA“微液滴”

生物芯片被预言为“21世纪产值最大的高技术产
业”，其原理是在一块极小材料上放置生物样品，由计算
机分析数据结果。生物芯片可对基因、配体、抗原等活性
物质快速测试分析，将为生命科学、个性化医疗等领域带
来重大影响，拥有巨大商业潜力。

制造生物芯片，需要将蛋白质或DNA等活性物质形
成“微液滴”放置在极小的区域上。液滴在生活中随处可
见，而制造生物芯片所要求的“微液滴”尺寸极小，甚至
与人类细胞相当。传统的微液滴制造方法成本高、兼容性

差，如何快速高效地制造“微液滴”，是全球科学家长期
以来攻坚的难点。

天津大学研发的“高频超声波制备微液滴”技术，使
用一枚不及芝麻粒大的“高频超声波谐振器”作用于液体
表面，形成稳定的“液体尖峰”。

当尖峰顶部接触到平面基底，微量的液体就会被吸附
到基底表面，形成微液滴。这种新技术不仅降低了成本，
还避免了现有技术针尖易磨损、喷嘴易堵塞等问题。

“声流体镊子”精准操控细胞移动

“声镊”顾名思义，是一种“以声波能量为镊子”的
操作系统，可以对细胞或微小颗粒进行操控。由于其低能
耗、小型化等优势，声镊正成为手术医疗、生物制药等领
域的“利器”。目前，如何精准控制微纳米尺度的物体成
为了声镊技术亟待突破的瓶颈。

天津大学将高频超声波器件与微流控芯片结合，掌握
了全新的粒子操纵技术——“声流体镊子”。与传统声镊
相比，“声流体镊子”体积更小，操控更为精细精准。“声
流体镊”打破了传统声镊不能精准控制微纳米尺度的生物
体的瓶颈，它不仅可以精准地操控细胞移动，甚至能够分
选移动、精确控制、裂解细胞，为生物医学研究、疾病早

期诊断等领域提供了更有效、更精确、生物兼容性更好的
工具。

他们还借助这一新成果，与微流控系统结合，开发出
多种性能优异的生物化学执行器和传感器。

将生物蛋白分子浓度提高十万倍

现代临床医学发展对分子检测技术提出了越来越高的
要求。以癌症早期检测为例，该检测主要以癌症抗原为对
象。癌症抗原是能引起免疫反应的大分子，而诸如前列腺
癌等多种癌症的抗原分子浓度极低，用传统方法很难检测
到，这也成为了人类战胜此类癌症的“难题”之一。

天津大学利用高频超声波微纳机电谐振器，在液体中
产生“三维声流场”和“虚拟微口袋效应”，可以在生理
条件下高效地捕获和聚集生物分子，将分子局部浓度提高
十万倍，实现了在极低浓度下的高灵敏检测。分子聚集捕
获技术不依赖于生物分子的物理、化学属性以及环境因素
等，能够在开放空间实现对生物蛋白分子的操纵，不仅具
有良好的生物兼容性，并且易于与现有生物传感器集成使
用，为基础研究、疾病诊断、药物开发等领域的低浓度检
测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手段和思路，有望为癌症早期检测领
域带来“革命性突破”。 (据《科技日报》)

一项新研究发现，被称为“好脂肪”的棕色脂肪不仅会在寒
冷时产生热量，还能与一种肠道激素“合作”来控制食欲。这一
发现有望用于新型减肥疗法的开发。

人体内的白色脂肪主要用于储能，棕色脂肪则主要负责消耗
能量来产生热量。此前研究认为，让棕色脂肪消耗更多能量有助
于减肥。德国、芬兰和美国研究人员近日在美国《细胞》杂志上
发表研究说，他们发现棕色脂肪还有控制食欲的功能。

人们在进食时，肠道激素会释放信号，告诉大脑是否吃饱。
研究人员发现，一种被称为“促胰液素”的肠道激素在其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在动物实验中，他们给饥饿的小鼠注射了促胰液素，小鼠不
仅食欲受到抑制，棕色脂肪产生的热量也有所增加；让小鼠的棕
色脂肪失活后，再注射促胰液素，它们的食欲则不会受到影响。
研究人员认为，这表明这种激素是通过作用于棕色脂肪来传递饱
腹感的。

研究人员说，了解促胰液素与棕色脂肪对食欲的调控机制有
助于开发新的营养或药物干预方法，以治疗肥胖及相关疾病。

（据新华社）

在近日举办的第20届中国国际
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节能环保
展区一款“以电生火”的电焰厨灶引
人驻足。很多人会伸长脖子看看上
面，俯下身子瞅瞅下面，直到确认现
场不见液化气、天然气等传统燃料。

驭龙电焰灶技术顾问、深圳大
学物理科学与能源学院教授黄建军
介绍，电焰灶能插电生火的原理
是，以市电电压通过变压器升压，
使电弧击穿空气产生等离子炬（火
焰），达到以电生火的效果。其

实，现实生活中等离子技术并不鲜
见，霓虹灯、日光灯、电焊切割都
有应用，只是等离子燃烧技术应用
在民用厨灶领域才刚刚开始。

黄建军表示，“以电生火”为
代表的等离子燃烧技术的使用价值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减少天
然气、液化气存在的安全隐患，另
外对不可再生的石化资源也是一种
节约与保护。因此，“以电生火”
技术的应用或将颠覆传统燃烧方
式。 （据《科技日报》）

据中国农科院最新消息，该院
农产品加工研究所谷物加工与品质
调控创新团队，围绕玉米淀粉加工
副产物——玉米黄粉的高值化利用
和功能肽产业化的技术难题，历经
多年攻关，形成6项关键技术，用
这种玉米“下脚料”制作出可食用
指甲油、可食用保鲜膜、醒酒肽等
系列产品，并解决了玉米粉加工性
差、不易成型等难题，开发成功纯
玉米粉主食、饮料、焙烤制品、玉
米啤酒等全新营养食品。

该团队玉米项目首席、中国农
科院加工所研究员王锋博士表示，
玉米是全球第一大谷物，也是我国
种植面积和产量均位居第一的粮
食作物，2017年全国总产量达到
2.16亿吨；其营养丰富，堪称“五谷
之王”，为食品、饲料和工业原料兼
用作物。他介绍，2017年，国内淀粉
产量2720万吨，其中玉米淀粉产量
为2595万吨；而玉米除了含70％

淀粉，还有25％左右黄粉；后者作
为淀粉加工副产物，此前主要用作
饲料，产品附加值低。

实现玉米黄粉高值化利用，涉
及高通量梯度洗脱定向分离玉米黄
素和玉米醇溶蛋白技术、蛋白质改
性技术、超高压—酶解协同处理技
术、自组装凝胶成膜技术、风味掩
蔽技术、双级酶解调控技术等。王
锋解释，其核心就是从玉米黄粉中
耦合分离到玉米黄素和蛋白质，再
把获得的醇溶蛋白经过温度、压力
和酶处理，改善其加工性能，制造出
目标产品。制作出的可食用指甲
油、可食用保鲜膜等，不溶于水和酒
精，却能溶于含水酒精，其表面质地
结实、有光泽、抗磨损、抗油脂等，也
能高度抗微生物侵袭。按此技术路
线，未来可望开发出可食用口红、
可食用面膜等日化用品，改写现有
化妆品普遍含重金属、甲醛等有害
物的历史。 （据《科技日报》）

“有一种思念叫望穿秋水，有一种寒冷
叫忘穿秋裤。”随着天气日渐寒冷，很多不
扛冻的人早早把秋裤穿了起来。但网上也
有流言说，穿秋裤可以令人丧失抗寒基
因，腿部肌肉和运动神经会退化。这又让
很多穿上秋裤的人默默的把秋裤脱了下
来。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说起这个，就不得不提到网上流传的
一个故事。”11月25日，中国中医科学院主
任医师樊新荣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
说，上世纪50年代，苏联著名遗传学家李森
科向斯大林建议：“假如一个国家的公民穿

了60年秋裤，就再也不可能脱下它了。”在
秋裤的“溺爱”下，人的双腿和关节的抗寒性
就会在几代之后丧失。从当时政治角度说，
李森科期望秋裤导致中国人失去在远东地
区生存的遗传基因。但这个建议的成立有一
个重要的论据，就是秋裤可以弱化腿部的抗
寒基因。而所谓的抗寒基因，是遗传学家在
西伯利亚土著身上发现的一组基因，这些基
因不需要经过肌肉运动或大脑调节干预，就
能帮助人体把储存的脂肪直接转化为能量。

那么这个经久不衰的“传说”是否真
的有科学道理呢？樊新荣表示，其实不

然。一方面从基因的角度讲，虽说环境可
以影响基因，但由外在环境条件导致的生
物性状改变是很难遗传的。因此不穿秋裤
只是个体抗寒能力的训练，从整体来说，
不会导致基因的改变和遗传。

湖北省中医院老年病科学科主任医师
谭子虎说，不同地域的人耐寒能力本就不
同，长年生活在寒冷的北方，其耐寒能力
远远高于生活在热带地区的人群。而且，
耐寒能力可以通过锻炼提高，如游冬泳的
人，会比一般人更耐寒，体质也更好。此
外，腿部抗寒能力还与腿部皮肤感知温度

的能力有关。简单地说，每个人的皮肤对
冷热的敏感程度不同，皮肤对冷不敏感的
人抗寒能力也相对较强。

因此，为了保住所谓的抗寒基因，冷
也不穿秋裤的行为是不明智的。樊新荣指
出，从中医的视角看，寒气是一种阴邪，
最容易损伤人体阳气。一旦损伤，会造成正
常生理活动的“动力”不足，因而怕风怕冷，
各种代谢机能有所减退，表现出低血压、甲
状腺功能减退、消化不良等病症。此外，人
体各部位中小腿和脚离心脏相对较远，不仅
血液流经的路程长，还汇集了全身的经脉，
所以“脚冷，则冷全身”。如果在寒冷的季节
里不注意腿部保暖，尤其是人过中年，产
热能力降低，若不及时穿上秋裤，经年累
月就会造成腰腿痛、坐骨神经痛、膝关节
痛等。 （据《科技日报》）

ｋ辟 谣

ｋ科技前沿

ｋ 健 康

11月27日，城管执法队员在用无人机巡查千岛
湖沿湖沿线的影响景观环境的问题。

从2018年初开始，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城市管
理局推出了以大数据云计算为基础的高科技系统平
台为载体的“非接触性”执法新模式，该执法新模式
用各类前端感知设备对违章行为进行全方位信息采
集，同时后台实时进行户外广告“二维码”等信息监
管，让数据进一步精准指导实践，让城市管理部门犹
如拥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

2018 年淳安县城市管理通过非接触性执法查
处的案件近500件，执法冲突同比大幅下降，执法效
果和社会效果得到双提升。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高频超声波：生物“黑科技”的背后推手

20岁的高交会告诉你：未来生活是这样
——来自“中国科技第一展”的前沿观察

●新华社记者 周科 孙飞 赵瑞希

机器人自动做菜
微波炉定制食谱吃

“以电生火”或将颠覆传统燃烧方式

新技术让玉米“下脚料”
秒变可食用指甲油

ｋ最炫科技风

新研究发现棕色脂肪能控制食欲

穿秋裤会丧失抗寒基因？

人在旅行过程中产生“水土不服”的症状非常普遍，此前
研究已经表明，“水土不服”与饮食改变带来肠道菌群的变化有
一定关联性。华中科技大学科研人员近日在肠道菌群可塑性研
究中取得新进展，揭开了肠道菌群在“水土不服”症状产生、
发展和恢复过程中的变化规律。

“一个人到了异地一开始饮食不习惯，但是过段时间也能适
应，这就是肠道菌群的可塑性。在外地过一段时间回到原地，
又能适应回来，这就是肠道菌群的弹性。”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
学与技术学院宁康教授告诉记者，研究发现肠道菌群在变化过
程中具有很高的可塑性，在长时间停留期间又具有相当的弹性。

宁康研究团队招募了一支由十人组成的志愿者团队，他们
从北京出发，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停留了六个月，然后返回北
京。通过使用高密度纵向采样的策略，收集了志愿者的粪便样
本，记录他们详细的饮食信息。对粪便样本进行高通量测序和
相关分析，发现人类肠道菌群在较长时间跨度内受饮食改变而
发生的动态变化规律。

“跨国志愿者肠道菌群之间的变换通常在1个月内完成，并
且志愿者肠道菌群的动态变化有特定的变化趋势。”宁康说，

“饮食长期的转变可改变肠道菌群，饮食的恢复也可使肠道菌群
恢复，揭示了肠道菌群具有双向可塑性和强大的弹性。”

科研人员通过整合志愿者的饮食信息，证实了肠道菌群的
双向可塑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饮食调节，志愿者在外地消费
的食物消耗量增加与肠道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变化显著相关。

专家表示，肠道菌群的双向可塑性模式的发现，有助于指
导科研人员对肠道微生物组相关疾病的临床诊疗。这一研究成
果近日在世界胃肠病和肝脏学科领域的顶尖期刊 《消化道》
（Gut）在线发表。 （据新华社）

人为啥“水土不服”？
专家揭示肠道菌群可塑性原理

助力运动健康
看到最好的自己穿

更绿色的城市
更智能的家庭住

呼之即来
打造“长了腿的手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