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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长巴士

前 沿

世界上最长的巴士到底有多长？近日
在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首次亮相的巴
士给出了答案：101 英尺（约 31 米）！ 比标
准篮球场还要长 3 米。

这款车由德国弗劳恩霍夫交通与基
础设施系统研究所的技术专家研制，有 4
个转向轴，可以搭载 256 名乘客。 超长巴
士依靠混合动力发动机运行，当电池耗尽
时，混合动力开始发挥作用，在推动汽车
前行的同时给电池充电， 既环保又节能。
驾驶此巴士， 司机也不需要考取特殊驾
照。 目前，北京和上海已经下了超长巴士
的订单。

（摘自《洛阳晚报》9.6）

公交让座有益健康

近期发生的一系列公交车让座风波，引起
社会道德大讨论。 公交车上部分人拒不让座
的理由是，“我上了一天班比老人孩子更累”，
看似很有道理，其实不然。 大部分坐车的上班
族皆为白领，近年来越来越多白领猝死，除了
劳累过度，另一个科学解释是：心脏病是坐出
来的。 只要保持一个坐势，腿一直弯曲着，即
有危险，坐车、工作、玩电脑都有危险，尤其是
超过 4 小时不活动者。

一项针对坐公交车或地铁时的调查结果
显示 ， 坐车时玩手机听歌或睡觉的人超过
65%，尤其是有座位的人。 人的身体要靠眼耳
一起平衡， 若是坐车时将注意力集中在手机
或书本，只能靠耳朵平衡，很容易引起眩晕。
至于在车上睡觉，更是高危行为。

年轻人让座，除了对身体更有好处之外，
更是一种精神洗礼。 如果你的让座得到对方
的微笑感激，正常情况下，会对你的情绪有巨
大鼓舞作用，提升人的自豪感和满足感。 一项
调查结果显示，36%的人会鄙视不让座的人，
44.5%的人会因没有让座而惭愧。

（据新华社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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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体摄影师保罗·布尔迪耶的作品宁静中透着生机。 这是因为他在拍摄
前，会根据摆拍背景把人体模特的皮肤绘上不同颜色和图案，让人体与自然几近
完美地融为一体。 布尔迪耶这样描述自己摄影的初衷：“在我的镜头下，人与宇宙
真正成为一体，没有衣服等外在物体的羁绊，人和人不分贵贱，真正平等了。 ”

（据《中国日报》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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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地里的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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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 年，麦克斯韦发表了《论物理力
线》的论文。 在这篇论文中，他预言：世界
上存在一种尚未被人发现的电磁波，它是
看不见摸不着的， 但是它充满在整个空
间。 并且，光也是一种电磁波。

尽管麦克斯韦导出了电磁波的能量
密度， 指出电磁波就是能量的流动过程，
从而说明了电磁波的物质性，但是，麦克
斯韦并没有用实验来证实电磁波的存在，
以致人们对是否有电磁波存在表示怀疑，
甚至对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也表示怀疑。

当人们对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的认
识处于莫衷一是状态时，在德国却有人认
真地从事电磁理论的研究。 最先力图证明
电磁理论正确的是玻尔兹曼，但是没有成
功。 1883 年，爱尔兰教授菲茨杰拉德根据

麦克斯韦的理论作出一个推论，就是如果
麦克斯韦的理论正确，那么莱顿瓶在振荡
放电时，即可产生电磁波。那么，如何测出
电磁波呢？ 坚信麦克斯韦理论的赫兹决心
用实验来进行检验。 他发明了一种电波
环，他把一根粗铜线弯成圆环状，环的两
端分别连着金属小球。 这是一个十分简单
但却非常有效的电磁波检测器。

1888 年，赫兹在两块正方形锌板的边
缘中心，各接一根铜棒，然后使两根铜棒
相隔一定距离并彼此绝缘而组成一个振
荡器。 在暗室中将电波环放置在距振荡器
10 米处。 实验时，将感应圈的高压电引至
振荡器的两根铜棒上，使两根棒间产生电
火花，由此而辐射电磁波。 电波环的两个
小球间闪现了电火花，这正是振荡器辐射

的电磁波。 紧接着，赫兹进一步用实验证
实了电磁波可以反射、折射、产生驻波，并
测定电磁波的传播速度，再次肯定电磁波
是以光速传播的。 这些实验令人信服地证
明了电磁波是存在的，而且电磁波和光是
统一的，有力地支持了麦克斯韦的电磁理
论。

电磁波的发现对人类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 6 年后，意大利的马可尼、俄国的波
波夫实现了无线电传播，其他无线电技术
如无线电报、无线电话、电视、雷达、卫星
通信等，也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了。

科普专栏

□ 隋国庆

电磁波的发现和使用

据 9 月 3 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来自
全国各地上千名高中生近日来到北京，参
加由中国科协、教育部，和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等 41 所重点高校合力组织的全国青
少年高校科学营，旨在通过高校的科技资
源激发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鼓励他们从
事科学研究事业。

远离科学家的一代
7 月底，在中国科技馆与巴斯夫公司举

办的“小小化学家”活动上，对随机抽取的
1383 名 6～12 岁孩子的调查结果显示，仅
有不到四成的孩子以当科学家为愿望。

2010 年， 中科院一研究员对北京市
1000 多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在 9 个未
来希望从事的职业中，选择“科学家”的人
数居倒数第三， 只比工人和农民排名靠
前。 而据媒体报道，在 1999～2010 年的高
考状元中，选择就读“经济管理类专业”的
最多，有 358 人；其次才是数理化基础类
专业，仅有 142 人。

公开资料显示，进入清华的高考状元
至少占全国的一半， 其中就有 1/3～1/2
选择经管专业。 高分精英抛弃理化生等基
础学科，选择投身金融、经济等热门专业，
这让不少科研工作者失望。

STEM 人才危机
一次奥数比赛后，5 名中国高中生获

奖。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詹文龙问获奖学生
将来想读什么专业，结果令他大失所望。 5
人想读的专业或者是管理， 或者是金融，
没一个人表示要去读物理和数学。 中国科
协的一位领导也感慨： 在未来的中国，最
为缺乏的仍是 STEM（科学、技术、工程、
数学第一个英文字母的缩写）人才。

尽管中国每年授予 STEM 学位的绝
对数量已经超过美国， 但西方对中国
STEM 学位的质量提出很多质疑。 这些质
疑包括学科领域研究的质量、国家在每一
个学位获得者身上的投入、学位持有者的
知识更新状况、 获得学位者的创新能力

等。 此外，对于中国未来 STEM 人才的补
给量，外国学者同样给出了一个大大的问
号。

培养科学的态度
科学人才的培养问题已经受到关注。中

国科学院院士严纯华表示，与还有多少孩子
愿意做科学家相比，一个更为重要的现实问
题是，有多少人真正理解科学。

说到底， 诸如唯分数至上的功利化、
娱乐化的社会环境仍让追求科学家梦想、
培养科学态度的现实显得太过骨感。 中国
科协 2010 年青少年创造性想象力水平课
题组在报告中提到，当下学生最喜欢阅读
的课外图书是 20 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十
万个为什么》， 反映了几十年来新颖科普
读物的缺乏；而学生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
是《快乐大本营》，一档综艺娱乐节目受到
学生的热捧，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科教电
视栏目对学生没有太大的吸引力，难以寓
教于乐。

年轻一代离科学渐行渐远

防老人摔倒地毯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科研人员最近
发明了一种神奇地毯，可以有效防止老年
人跌倒。地毯里的塑料光学纤维是其可防
老年人摔倒的奥妙所在。

只要有人踏上地毯，地毯里的光学纤
维会弯曲 , 实时记录下踩踏者的行走模
式，然后地毯边缘的微型电子传感器就把
记录下的信息传送给连接的电脑，电脑会
自动分析这些信息、 显示出踩踏者的足
迹， 同时识别其行走过程中的细小变化，
在他（她）即将摔倒时发出提示音，从而避
免摔伤事故发生。

（摘自《中国日报》9.6）

中秋紧挨国庆
每 19年一次

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又挨在一起，本月末
将迎 8 天超级假期。 而这种中秋紧挨着国庆的
情况，大约每 19 年就会出现一次。

对此现象，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历算
室副研究员成灼称， 农历和公历大约每 19 年
就会出现这样重复的情况， 但有时会相差一
天。成灼解释，农历的平年比一个回归年（公历
年）少约 11 天。 为了合上地球围绕太阳运行周
期即回归年，每隔 2 到 4 年，增加一个月，增加
的这个月为闰月。 在加有闰月的那一年有 13
个月，历年长度为 384 或 385 天，这一年也称
为闰年。“19 个农历年里面有 7 个闰月，19 个
农历年的长度是 6939.55 天，而 19 个回归年是
6939.60 天，非常接近，所以这才出现了 19 年
的规律。 ”成灼表示，其他的农历日期和公历日
期也是这样的对应关系。 比如西方的情人节 2
月 14 日，有时就会与我们的元宵节碰上，比如
2014 年的 2 月 14 日正是我们传统的元宵节。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自己生日的阳历和
阴历日期，大概也是 19 年会重复一次。

（摘自《现代快报》9.4）

英国汽车价值评估机构 CAP 近日发布
市场调查报告，显示同类车型中白色二手车最
保值。

这家机构用了 5年时间调查二手车市场
数以十万计的汽车， 发现就普通车型而言，白
色二手车的价格超过市场平均价大约 5%。 而
绿色不受欢迎，紫色则最不保值。 普通家用车
市场，人们偏好黑、银、灰三种颜色。 而在二手
跑车市场，粉色和黄色比较受欢迎。

（据新华社 8.31）

白色汽车最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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