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生活 72020年9月21日 星期一 责编：许璐瑶

科技前沿科技前沿

科普知识科普知识

神奇动物神奇动物

土壤颜色地图描绘“中国肤色”

在美国能源部的斯坦福直线加速
器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内，工作人员将
一个成像传感器阵列对准了一颗罗马
花椰菜，拍下了这张黑白照片。这张

普通的照片，不仅意味着成像能力的
进步，也是天文学的重要里程碑。

这张照片如此特殊的原因在于，
这是人类首次照下了32亿像素的数码
照片，也是通过单次成像得到的最高
像素的照片。这些照片之大，要用378
块4K超高清电视屏幕才能完整展示出
其中的一张；它们的清晰度能让你在
大约24千米外看见一颗高尔夫球。

而拍摄这张照片的成像传感器阵
列，将会成为位于智利的鲁宾天文台
相机的核心部件。在鲁宾天文台组建
完成后，这个相机将可以拍下整个南天
的全景图——每隔几晚就能照一张，如
此这般，持续10年。每晚，鲁宾天文台
都需要处理、储存超过20TB的数据。

这些数据会从相机传入鲁宾天文
台的时空遗产调查项目数据库中，这
个数据库包含了比地球人口还多的星
系，和数不清的天体的运动信息。利
用这种相机，鲁宾天文台能拍出有史
以来最宏大的天文学电影，并揭开许
多重要宇宙之谜的面纱。这其中就包
括暗物质和暗能量之谜。

相机设计的敏感度极高，能探
测到比肉眼可见程度要暗 1 亿倍的
物体——这就像在几千公里外看到一
根燃烧的蜡烛一样。在接下来的10年
间，这个相机将会搜集大约200亿个星
系的图像。“这些数据能促进我们对星
系演化的了解，也能更深入、更精确
地检验我们的暗物质和暗能量模型。”
该项目科学家史蒂文·利兹说。

到2021年中期，这款大小与一辆
SUV相当的相机，将准备开始最终测
试，接着被运往智利。该项目首席研
究官乔安尼·休伊特说：“这是一座里
程碑，使我们通过前所未有的方式，
朝着探索宇宙的基本问题迈出了一大
步。” 据《北京日报》

史上最高像素照片诞生
将开启天文学新时代

在脊椎动物中，蜂鸟有着惊人的高
代谢率，为此它们需要持续不断地进
食。而在寒冷、黑暗的夜晚，由于无法
捕食，它们采取了另一种生存策略——
降低体温，从而降低代谢率。

在一项发表于 《生物学通讯》 的研
究中，美国科学家对安第斯山脉的不同
蜂鸟物种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黑辉尾
蜂鸟在夜间的体温可以降至3.3℃，这是
观测到的鸟类和非冬眠哺乳动物中的最
低体温。此外，其他蜂鸟平均也可以将
体温降至5℃至10℃，从而将心率从每分
钟超过1000次降至50次。 晚综

蜂鸟低体温创纪录
夜间可降至3.3℃

黑辉尾蜂鸟黑辉尾蜂鸟

在做核磁共振时，医生会提前询问
患者体内是否含有金属支架等，这是因
为金属物品会对核磁共振设备和人体产
生伤害。

核磁共振的工作原理是通过水分子
或者脂肪分子中的氢原子核产生核自旋，
导致磁矩出现，核磁矩在静止外磁场可引
起进动核，从而引起能级分裂，加上交变
磁场的作用，自旋核对特定频率电磁波进
行吸收，低能级可跃迁到高能级，产生信
号。之后，应用磁场的线性梯度对信号进
行定位和采集，磁体、梯度系统和射频系
统通过与计算机系统的连接，在不同的电
子元件之间实现通信，进行复杂的交互，
最后就能形成核磁共振图像。

主磁体中，由于线圈通电会产生强
大的磁场，对金属有很强的吸附力。如
果做核磁共振时，设备附近有金属物
品，或者携带了金属纽扣、拉链、手
表、假牙等，金属物品或部件会以较快
的速度被吸附到磁场内，设备和人体很
容易受到伤害。如果人体内含有金属支
架、心脏起搏器等，那么后果更是不堪
设想。

做核磁共振除了不能携带金属物品
之外，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
不能文身和化妆。由于文身用的颜料和
化妆品中都含有一定的重金属成分，这
些重金属成分同样会与磁场发生反应，
导致皮肤受到刺激或者产生灼伤。所
以，在做核磁共振之前，医生一般会询
问患者是否有文身，这也是为了保障患
者的人身安全。 据新华网

做核磁共振时
为何体内不能有金属

土壤是地球的皮肤，“肤
色”各异的土壤蕴藏着地球
生命的密码，有的带有远古
气息，有的则暗藏人类活动
的蛛丝马迹。

高精度土壤颜色地图，
提供了我国第一个标准一
致、详细的土壤颜色视图，
是土壤肥力质量评价与空间
管理的关键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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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9 年，从事土壤研究的学
者们在全国各地选取了近 6000 个样
点，进行典型土壤剖面调查。本月初，
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南京土
壤研究所土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国家
重点实验室张甘霖团队绘制生成了我
国第一幅高精度土壤颜色地图——全
国土壤颜色三维分布图，该研究成果于
月初发表于国际著名土壤学期刊《国际
土壤科学》上。

腐殖质、矿物质都是土壤的调色师

土壤的形成源自地壳表层岩石的
风化。风化壳的表层就是形成土壤的
物质基础——成土母质。暴露在地表
的成土母质不仅仍然受风化作用的影
响，而且还要与周围的环境 （包括大
气、水、植物） 相互作用，发生一系
列的物质和能量交换，才能形成具有
肥力特征的土壤。

“土壤颜色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壤
的物质组成，可以直观地传达出土壤
属性、土壤肥力等信息，在实际应用
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论文的通讯
作者、土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国家重
点实验室主任张甘霖研究员说。

这些颜色各异的土壤，究竟是什
么力量塑造的？

据了解，土壤里腐殖质含量的多
少和矿物质成分的差异，会让土壤呈
现不同的颜色。土壤腐殖质由动植物
残体演变而成，一般粘附在土粒的表
面，它的多少会影响土壤颜色的深
浅。黑色的土壤一般是腐殖质含量较

高的，因为腐殖质呈黑色和棕色；腐
殖质含量较少时，土壤则呈现灰色或
灰白色。从灰到黑，颜色随腐殖质含
量的升高呈梯度变化。

此外，矿物质也会影响土壤的颜
色。比如，氧化铁在土壤中的含量高
时，土色会呈现为偏红色或棕红色。
同时，氧化铁又是一种善变的物质，
在土壤里它的性状经常发生变化。在
低洼潮湿的环境中，氧化铁极易与水
发生化学反应，转变为偏黄色的水化氧
化铁，因而这种地方的土壤常显黄色。
当通风不良、氧气缺乏时，土壤中的氧
化铁又变成了氧化亚铁，氧化亚铁积累
较多时，土壤就呈现出灰蓝色。

在此次研究中，研究团队对 5、
10、15、25、35、50、75、100、125
厘米共 9 个深度的土壤颜色进行了推
测制图，发现总体上土壤颜色随深度
增加而变浅。“一个重要原因是植物凋
亡融入土壤形成有机质，在土壤上部
累积较多，所以颜色较深，越往下有
机质含量往往急剧下降，因此颜色较
浅。”论文第一作者、中科院南京土壤
研究所刘峰副研究员说，然而并不是
所有土壤的颜色都随深度变化，比如
黄土高原一些植被覆盖不佳的黄土剖
面，上下就都是很均一的黄色。

各地自然环境造就不同“肤色”

此次发表的高精度土壤颜色地
图，从10年间采集的土壤剖面的孟塞
尔颜色 （比较色法的标准，常用于泥
土研究中颜色描述） 数据中，选取了

大约 4600 个土壤剖面，进行数字制
图。

据刘峰介绍，在我国西北部的沙
漠、荒漠和戈壁地区，土壤有机质含
量低，游离碳酸盐或盐分含量高，土
壤颜色以白色和灰色为主。中部的黄
土高原，包括甘肃、宁夏、陕西、山
西和河南西部等地，土壤颜色主要是
黄色；东北和青藏高原东部等较湿润
的高寒地区，植被条件好，植物根系
残体和凋落物日积月累，土壤有机质
不易矿化且含量较高，土壤颜色较暗
较黑。南方土壤颜色偏红，尤其是江
西、湖南和云南一些区域颜色最红。
东部地区的长江、淮河和黄河的下游
以及鄱阳湖周围土壤呈淡褐色，趋于
灰青色。

同时，土壤颜色地图也刻画出土
壤颜色变异的空间细节，如西安和成
都区域，就显示出土壤颜色随着地形
地貌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主要表现
为：在25厘米深度处，西安北部的黄
土高原地区土壤呈黄色，中部的渭河
谷地呈浅黄色，南部的秦岭地区则呈
褐色。同样深度的成都地区，西北部
的山区呈褐色，东南侧的四川盆地地
区则呈红色。

“这幅高精度土壤颜色地图，提供
了我国第一个标准一致、详细的土壤
颜色视图，是土壤肥力质量评价与空
间管理的关键参照。”张甘霖说，土壤
颜色地图还可为法庭土壤物证溯源提
供支撑。不过，要想精准锁定泥土来
源地，测定精度还需不断提高。

据《科技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