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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自动驾驶时代的来临，人

们的出行方式变得明显不同，世界

各地的基础设施、公共交通无论在

外观设计还是体验上也将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

为了避免在自动驾驶时代建造不

必要的设施，最近加利福尼亚州的帕

萨迪纳市反复斟酌了一些基础设施投

资计划。市长以正在拟议的地下车库

为例说道：“如果我们花费上千万美元

建造一个使用期限为30年的设施，可

能仅过10年就会被淘汰，这种规划是

很不合理的。”同样，芝加哥和科罗拉

多州等地区在处理类似问题时，也展

现出了他们的前瞻。

根据俄亥俄州收费公路和基

础设施委员会执行主任的说法，美

国正计划在限速60英里 /小时的

高速公路上实施专用短程通信系

统，以帮助发展智能交通和智慧城

市。目前该计划的制订即将完成。

在进行大规模推广基础设施

决策之前，许多城镇正在进行路

测。据媒体称，佛罗里达州坦帕市

计划在2018年开始测试自动驾驶巴

士；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也将很快测

试自动驾驶的乘用车。

在自动驾驶还未普及之前，基

础设施的规划和投资是必不可少

的。虽然一些城市和地区仍在马不

停蹄地奋力追赶，但相信用不了多

久，他们就会迎来自己的曙光。

简而言之，像奥斯汀、帕萨迪

纳和坦帕这些地区先行者，它们的

测试和案例研究将给其他城市提

供宝贵的经验，避免后来者在投资

计划上陷入误区，确保自动驾驶汽

车能安全顺利上路。因为无论在哪

个城市，安全始终处于第一位。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目

前，美国宇航局透露称，现已开始准

备建造新一代火星探测车，它被命名

为“火星车2020”，将负责调查分析适

宜微生物生存的火星远古环境，探索

火星岩石中存在远古生命的证据。

同时，“火星车2020”将采集土

壤和岩石样本，在未来太空任务中

送回地面进行分析。经过大量审核

过程以及重要技术发展，美国宇航

局表示现已准备进行最终设计和

建造阶段。

预计 2 0 2 0 年夏季发射升

空，2021年2月抵达火星。美国宇

航局科学任务理事会代理副主

管杰弗里·约德(Geoffrey Yoder)
说：“‘火星车2020’是挑选和封存

火星岩石和土壤样本至地球的多

样化太空任务的第一步，该任务标

志着美国宇航局火星之旅实现的

一个重要里程碑事件，有助于确定

生命是否存在于火星，促进发送人

类至火星目标的实现。”

为了减少危险和降低成本，火星

车2020从外观上更像六轮、1吨重量的

“好奇”号火星车，但是它将装配一

组新的科学仪器设备，前所未有地提

高探索火星的能力。例如：该火星车

将首次调查研究易用和可用性火星

资源，其中包括氧，能够为人类火星

任务做好准备。

火星车2020将携带一个完整

的新子系统，用于采集火星岩石和

土壤样本，子系统设备包括：机械

手臂上的岩芯钻和试样管架。

大约30%的试样管将存放在

选定地点，在未来样本取回任务

中送至地面进行分析。在地球实

验室里，这些火星样本将用于分

析火星远古时期生命存在的迹象

以及未来人类任务中的潜在健康

危害因素。

穿越一亿多年，一块镶嵌着

215枚翼龙蛋、3.28平方米大的砂岩

展现在世人面前。

中国科学院科学家带领着科

考队在新疆哈密考察十余年，在戈

壁发现了这份令科学家惊喜的化石

标本。215枚翼龙蛋为椭圆形，长轴

多约为6厘米。其中，有16枚含有三

维立体的翼龙胚胎化石，系人类首

次发现。

北京时间12月1日，中国与巴西

的国际科研团队将这一科学发现与

研究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科学》

上。

过去10多年间，翼龙蛋在中

国辽西、新疆以及阿根廷发现数

例，其中一些翼龙蛋是以二维压扁

形式保存，除了哈密发现的五枚翼

龙蛋是世界上首次发现的三维立体

保存的翼龙蛋外，仅阿根廷发现一

枚三维的翼龙蛋。而此前，含有胚胎

的翼龙蛋仅发现三枚，尚未被发现

三维保存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科学家发现第

一枚三维立体翼龙胚胎的所在地

埋藏有大量翼龙和翼龙蛋化石，通

过十多年的野外考察，这里是目前

已知世界上最大和最富集的翼龙化

石产地，“每平方米至少可发现一个

翼龙个体”。

翼龙最为人熟知的“标签”是

“会飞的恐龙”。实则，它是恐龙的

近亲，起源于约2.2亿年前的晚三叠

世，绝灭于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

期。翼龙比鸟类早7000万年飞向蓝

天，是最早能飞翔的爬行动物，曾和

恐龙平分“空陆”。不同种类的翼龙

大小迥异，可大若飞机，也可小如麻

雀。而此次研究的翼龙蛋与胚胎的

母体——天山哈密翼龙，据科学家

介绍，成年者双翼展开可达3.5米。

人类对翼龙的了解一直还很

少。根据化石，科学家管中窥豹般

试图还原翼龙的生命史。而中国科

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的这一发现，正为研究翼龙的胚胎

发育、生殖策略提供了丰富的史实

证据。根据新发现的化石，通过显

微修理或者CT扫描等，科学家团队

与合作者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猜想和

结论。

近些年来，许多机器人都在忙着从动物身

上取经，学习它们的敏捷、高效和各种技能。研

发人员有时会在机器人的设计中用到生物

学，不过他们还有一种更直接的方式，那就是

直接以生物为基础打造机器人。最近一款来

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机器甲壳虫则更加

炫酷，它不但是世界上最小的机器昆虫，也是

市面上可控性最强的产品。

通过比较，研究人员最终选择了黑甲

虫，它体型小（2-2.5厘米）、重量轻（0.5克），可

以存活三个月左右，在昆虫界黑甲虫已经算是

长寿的了。随后，研究人员会给黑甲虫背上一个

“背包”，这个电子元器件会通过天线连上甲

虫的触须。当天线发出电子脉冲时，就会激活

昆虫自己的躲避机制，逼迫昆虫赶紧转向。

这样的做法有自己的优势，即甲壳虫的灵

魂并没有被人完全夺走，它还能通过自己的

大脑控制肢体，这样一来机器人的运动能力

就变得更强了。由于“背包”里只有两颗纽扣电

池，因此人类最多控制机器甲壳虫8小时，不过

这也够它跑上整整一公里了。

那么，想利用这些方式高效地控制甲壳

虫，关键是什么呢？答案是天线刺激不可采

用二进制，因为这样的控制命令过于粗糙，几

乎不可用。通过改变刺激的频率，研究人员就

能调节甲壳虫的运动幅度。此外，提升频率后

甲壳虫转弯的可能性就会提高，成功率超过 
85%。有趣的是，如果同时刺激两根触须，甲壳

虫就会倒退。

中国科学家发现穿越亿年的
“翼龙伊甸园”

为自动驾驶的来临铺路

用活体甲壳虫
打造搜救机器人

NASA2020年发射新型火星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