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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人员开
发出一种新技术，能使水下机器人拥有“触
觉”，在抓取海洋垃圾时减少对海洋生物的
伤害。
  研究人员日前在美国《科学进展》杂志上发
表论文介绍，他们利用磁弹性效应，开发出一种
柔软、防水的“人造皮肤”，可将触觉刺激转换
为磁场变化，再转换成电信号，供人工智能系统
解读，从而让水下机器人能拥有“触觉”。
  磁弹性效应指由于应力或应变而引起的磁性
材料磁性发生变化的现象。
  研究人员将“人造皮肤”连接到机械臂上，
让机械臂随机抓取海蜗牛、扇贝、海星等海洋生
物以及瓶盖、纸杯、塑料瓶等海洋垃圾样本，发
现“人造皮肤”可以帮助机械臂识别这些物体，
分类准确率可达95%。
  研究人员说，这项新技术可帮助机器人回收
海洋垃圾的同时减少对海洋生物的伤害，且在深
海生物采样、海底采矿等领域也具有应用潜力，
有助于海洋资源可持续开发。

新技术让水下机器人

拥有“触觉”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当地时间1月5日消
息，由于人员短缺，英国海军司令部不得不在社
交平台上刊登招聘广告，寻找潜艇少将职位的候
选人。
　　被聘用者将接替负责潜艇部门的现任英国皇
家海军少将西蒙·阿斯奎特的职位，并负责“精
锐行动”和核武器工作。然而，目前没有任何军
人适合并愿意担任这一职务。
　　虽然英国海军通过社交平台招聘的情况并不
罕见，但潜艇少将是招聘广告中出现的最高职
位。英国一位前军官表示“此举非常丢人”。
  许多民众对这种招聘方式表示质疑，认为找
到合适人选的可能性较低，甚至有人怀疑其真
实性。

英国海军发招聘广告

寻找潜艇少将候选人

本报综合新华社等报道

　　据英国《镜报》当地时间1月7日报道，阿根
廷的“鬼城”、前度假胜地埃佩昆曾被洪水淹
没，93岁的帕布罗（上图）回到了这里。据悉，他是
这座“鬼城”唯一的居民，被称为“世界上最孤独的
人”。
　　埃佩昆镇位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西
南300英里处。1980年左右，该镇人口为2000人，
是一个受欢迎的湖边度假胜地，每年吸引约2万
名游客。人们蜂拥而来，希望这里的水能治疗风
湿病、皮肤病和抑郁症等疾病。但1985年11月，
一种罕见的天气来袭，大雨倾盆，大坝决堤，不
到两周，整个城镇就被3米深的水淹没了。大多
数居民离开再也没有回来。多年来，水位不断上
升，1993年达到10米的峰值。然后在2009年，洪
水最终退去，埃佩昆镇重新出现，废墟被盐和阳
光染成了白色。
　　帕布罗在这个小镇长大，他表示，妻子没有
和他一起回到镇上，他的家人住在邻近的城镇。
他说：“在我这个年纪，只是很享受生活，穿过
埃佩昆的废墟，我见证了这个小镇的诞生，也看
到了它的消亡。”

阿根廷93岁老人

独自住在废弃度假胜地

  近日，2023“外研社·国才杯”“理解当代中
国”全国大学生外语能力大赛英语组全国决赛公布
获奖名单，湖南常德“轮椅女孩”李好（上图）斩
获阅读赛项金奖、笔译赛项银奖。
  6岁那年，因学跆拳道时意外受伤，李好的腰
部以下失去知觉，从此只能与轮椅为伴。但她不向
命运低头，忍着身体疼痛，刻苦努力学习。2022年
高考，李好取得了566分的成绩，超出湖南本科批
（物理类）录取分数线152分，被天津理工大学软
件工程专业录取。随后，多家媒体报道了李好的励
志故事，让更多人认识了这位坚强的“轮椅女
孩”，一些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也向她伸出了
援手。
  “外研社·国才杯”“理解当代中国”全国大
学生外语能力大赛是列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全国
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目录》的权威赛事，是外语教
育领域凝聚创新、融通中外的交流媒介。

“轮椅女孩”获全国大赛金奖

  近日，在美国北达科他州一座褐煤矿，工人们从
一条12米深的旧河床挖出一根长2.1米的猛犸象牙

（上图）后，停止了挖掘，请来了专家。古生物学家杰
夫·珀森很惊讶，现场工人使用大型设备挖掘，竟没
有挖坏象牙。他说：“奇迹，它几乎毫发无损。”
  专家估计，象牙有1万至10万年的历史。随后在
现场挖掘出了更多骨头，珀森说是“涓涓细流的发
现”，包括肩胛骨、肋骨、牙齿和部分臀骨等20多块骨
头。这是在北达科他州发现的最完整的猛犸象骸骨。
  古生物学家保罗·乌尔曼说，北达科他河床中埋
有8000万年或更久的动物遗骸，猛犸象曾经漫游于
非洲、亚洲、欧洲和北美，北达科他州的猛犸象灭绝
于1万年前。
  矿业公司计划捐出骨头用于教育目的。公司高
管说：“我们的目标是把它送给孩子们。”

煤矿工人一铲子

挖出一根罕见猛犸象牙

  瑞士苏黎世大学研究团队的一项新研究显示，
驯鹿反刍期间的脑电波与非快速眼动睡眠期间的脑
电波相似，这些脑电波模式表明驯鹿在反刍后更加
“精力充沛”。
　　反刍——— 重新咀嚼部分消化的食物，是反刍动
物消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前有研究显示部分动物
可在反刍过程产生类似睡眠的脑电波，但反刍是否
能起到与睡眠类似的恢复作用尚不明确。
　　苏黎世大学的研究团队在新一期美国《当代生
物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说，研究人员在秋分、夏至和
冬至期间对挪威的欧亚苔原驯鹿进行了无创脑电图
测量和分析。他们发现，驯鹿在反刍过程中的脑电
图读数与非快速眼动睡眠的脑电波模式相似。
　　“这表明反刍可以减少睡眠压力，驯鹿反刍越
多，需要的额外非快速眼动睡眠就越少。”苏黎世大
学神经科学家、论文第一作者梅拉妮·富勒说，“我们
认为，这样一来，它们能够节省时间，同时满足睡眠
和消化需求，特别是在夏季。”

驯鹿反刍可减少睡眠需求

  阿根廷卫生部的数据显示，该国2023年与蚊虫
传播有关的疾病感染人数超过13万人，死亡人数至
少为69人。欧洲新闻网当地时间1月3日报道称，阿
根廷科学家正在用一种新技术给蚊子绝育，以减少
登革热、寨卡热和基孔肯雅热等经由蚊子传播的
疾病。
  报道称，阿根廷国家原子能委员会的科学家通
过大规模培育雄性伊蚊，利用辐射为它们绝育，然
后把它们释放到野外降低蚊子繁殖率。据科学家介
绍，不育的雄性伊蚊同雌性伊蚊交配后将无法繁衍
后代，这能进一步减少伊蚊数量。专家表示曾利用
类似技术控制果蝇数量，因此这项技术在控制伊蚊
方面有巨大潜力。
  夏天高温和潮湿的环境为蚊虫滋生提供了有利
条件，阿根廷卫生官员希望这项蚊子绝育计划有助
于降低蚊子繁殖速度，减少当地暴发新一轮传播疾
病的可能性。

阿根廷预防蚊疾传播

用辐射给蚊子做绝育

  近日，云南昆明冬樱花盛开，勾勒出独属“春城”的冬日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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