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正在测
试一款智能机器人， 它能在机
场帮乘客运送手提行李、 指引
登机口，如私人助理一样，让旅
行更加轻松愉快。

这款名为“照料 -E”的机器
人外观像是一款蓝色的 L 形自
动行驶推车。乘客办理完登机手
续后，机器人便会自动上前扫描
登机牌，并可运送两件总重量不
超过 38.6 千克的随身行李，然
后将乘客引导至登机口。

�“照料 -E”行进时可自动
避让障碍或行人，时速约 4.8公
里，与普通人步行速度相当。 如
果乘客中途需要去洗手间或在
免税店购物， 只需提前输入指
令，它便会在门口等候。

针对登机口临时变更的情
况， 这款机器人可借助人工智
能技术访问机场实时数据并依
靠导航系统及时调整路线，将
乘客引导至更改后的登机口。

荷航此前曾在荷兰首都阿
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试用名为

“斯潘塞”的指路机器人，但它
不能帮助运送行李。“照料 -E”
目前正在测试中， 有望年内投
入使用。 /新华社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报告说，他
们用天文望远镜确定星系距离，
对宇宙膨胀速度进行了迄今最精
确的测量。

�宇宙膨胀速度通常被称为哈
勃常数。 研究人员最新测得的哈
勃常数值为73.5公里/（秒·百万秒
差距），即一个星系与地球的距离
每增加百万秒差距， 其远离地球

的速度就增加73.5公里/秒。
测量星系距离的一个常用标

尺是有“量天尺” 之称的造父变
星，它们是一类特殊的恒星，亮度
变化周期与自身光度直接相关。

研究人员利用美国航天局的
哈勃太空望远镜和欧洲航天局的
盖亚太空望远镜， 观测银河系内
的50颗造父变星，将这个标尺“打

磨”得更为精确，在此基础上得到
的哈勃常数仅有2.2%的不确定
性， 这是迄今有关哈勃常数最低
的不确定性。

另一种测量哈勃常数的方
法是观察微波背景辐射，这种辐
射是宇宙大爆炸的余辉，其细节
特征反映了早期宇宙的特征，可
用于推算现今宇宙的膨胀速度。

此前这类研究得出的哈勃常数
值是67.0公里 / （秒·百万秒差
距）。

研究人员推测， 导致这种差
异的原因，可能是当前物理学“标
准模型”未能涵盖的某种事物，比
如暗物质或暗能量的特殊性质，
或者是未知的粒子。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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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媒称，世界卫生组织 (世
卫组织)已认定“强迫性性行为”
(有人称其为“性瘾”)是一种精神
疾病，但目前表示仍不清楚其是
否与赌瘾或毒瘾相似。 据法新
社 7月 14日报道，“性瘾”这一
有争议的术语已被使用了几十
年，但专家对于是否真正存在这
种状态意见不一。

在最新发布的《国际疾病分
类》(ICD)清单中，世卫组织承认

“强迫性性行为障碍”(CSBD)是
精神疾病， 朝将这一概念合法
化迈出了一步。

但世卫组织并未把这种疾
病与吸毒或赌博等成瘾行为混
为一谈，坚称需进行更多研究才
能把这种病称为成瘾性疾病。

报道称，在上月发布的更新
版 ICD 清单中， 世卫组织说，
CSBD 的“特点是，持续性无法
控制强烈、 反复的性冲动……
导致明显的痛苦和伤害”。

但世卫组织说， 学界对于
“CSBD是否是成瘾行为的表现
形式”仍存在争论。

世卫组织专家杰弗里·里德
说，ICD 清单纳入了 CSBD 的
简明定义，可以确保受其影响的
人可以得到帮助。 ICD清单被广
泛用作诊断和医疗保险的标准。

里德说，“有一部分人感觉
无法控制自己的性行为，并因此
受到折磨”， 他指出这些人的性
行为有时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
果”。 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人受
该病折磨， 但他说，CSBD被列
入 ICD清单多半会促使人们就
该病及其流行情况以及如何确
定最有效治疗方法开展更多研
究。

里德说，即便没有给 CSBD
打上成瘾标签，他仍相信新分类
清单“令人宽慰”，因为它让一些
人知道自己“确实患病了”并寻
求治疗。 /新华社

人类遗留在月球上的10样物品
月球上有很多人类制造的物品。 这些物品甚至来自 5 个不同的航天局。

宇航员查尔斯·杜克的家庭照
宇航员查尔斯·杜克创造了

在月球表面停留时间最长的纪
录。在一次月球表面勘测任务中，
杜克将一张塑封的家庭照放在月
球表面。 照片背面写着：“这是来

自地球的宇航员杜克的一家。
1972年 4月登月。 ”照片上还有
4名家庭成员的签名。此外，杜克
还将一枚纪念美国空军成立 25
周年的纪念币放在了月球表面。

艾伦·谢泼德的高尔夫球
阿波罗 14 号任务指令长

艾伦·谢泼德是首位进入太空
以及第 5 位登上月球的美国
人。谢泼德 1971年 2月 5日登
上月球时曾说：“这是一段漫长
的旅程，但我们到达了这里。 ”

此次任务的另一件趣事也被人
铭记。 谢泼德是首位在月球上
打高尔夫球的人。 戴着厚重的
手套， 谢泼德手持一根标准的
6 号铁杆向高尔夫球挥去。 据
他说，球飞得很远。

《倒下的宇航员》
《倒下的宇航员》是一座小

型铝制雕塑， 表现的是一位穿
着宇航服的宇航员。 这是比利
时艺术家保罗·范赫伊东克的
作品。 范赫伊东克在一次晚宴
上认识了宇航员戴维·斯科特，
后者询问他是否能创作一座小

型雕塑以纪念牺牲的同伴。 这
座雕塑于 1971 年被阿波罗 15
号任务的宇航员放在了月球
上，雕塑旁还有一块标牌，上面
按字母顺序写着在太空任务和
训练过程中牺牲的 14 位宇航
员的名字。

5 面“隅角镜”
1969 年至 1971 年间，作

为月球激光测距实验的一部
分， 阿波罗 11 号、14 号和 15
号任务的宇航员在月球上放置
了“隅角镜”。“隅角镜”是一种
具有反光性能的光学仪器，其

作用是准确测量在某一特定时
刻月球与地球之间的距离。 但
留在月球上的“隅角镜”不止这
些。 苏联的“月亮车”1 号和 2
号无人驾驶任务也使用了配备
小型激光反射装置的月球车。

6 面美国国旗
一面美国国旗被宇航员插在

月球上的图片已经成为太空历史
的标志。 然而， 你或许不知道的
是，在6次阿波罗任务中，宇航员
在月球表面插上了6面国旗。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月球勘
测轨道飞行器最近拍摄的图片显
示， 登月任务中放置的美国国旗
均贴在旗杆上，它们没有飘动，因
为月球上空气极为稀薄。

NASA 的 3 辆月球车
从科学角度看， 最具价

值的是阿波罗计划的最后 3
次任务， 主要是因为使用了
阿波罗月球车。 阿波罗月球
车能让宇航员在月球表面跨
越较远的距离。 1969 年 10

月， 马歇尔航天中心与波音
公司签订了一份价值 1900
万美元的合同， 后者要向前
者交付 4 辆月球车。 但实际
上只有 3 辆月球车成功登上
月球。

苏联的两辆“月亮车”
苏联的“月亮车”1号和 2

号分别于 1971 年和 1973 年
结束任务后停留在月球上。
1970 年 11 月 10 日，“质子”
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拜科
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
将搭载“月亮车”1 号的月球

17 号探测器送入太空轨道。
“月亮车”1 号因此成为历史
上第一辆月球车。“月亮车”1
号和 2 号是迄今为止仅有的
两个通过遥控操作来执行月
球探测任务的自动化移动实
验室。

宇航员艾伦·比恩的银质徽章
艾伦·比恩也在月球上

留 下 了 纪 念 品———NASA
颁发给他的银质徽章。 获得
这枚徽章意味着宇航员已
经完成培训但尚未进入太
空。 戴上这枚银质徽章 6 年
后，比恩终于迎来了第一次

太空任务，而他知道自己会
在返回地球后获得一枚金
质徽章。 不再需要这枚徽章
的比恩将它扔在了月球上
的一个火山口。 比恩曾说：

“还有比月球更好的地点来
存放它吗？ ”

5 个 S-IVB
S-IVB 是留在月球表面

的质量最大的物体，而这样的
庞然大物有 5个，分别对应阿
波罗计划的 13、14、15、16 和
17号任务。为确保阿波罗飞船
顺利抵达目的地，必须建造“土

星 5号”运载火箭。“土星 5号”
分为三级，分别为 S-IC、S-II
和 S-IVB。 其中 S-IVB的作
用是将阿波罗飞船送出地球轨
道并在前往月球的途中将其放
置在特定轨道上。

6 个登月舱
登月舱只不过是阿波罗计

划中为登月设计的太空车，它
由两个分工明确的部分组成，
即上升段和下降段。 登月舱在

月球表面时，上升段、下降段合
二为一，但离开月球表面时，上
升段起飞， 下降段则作为发射
架留在月球表面。 /新华社

英媒称，一个国际科研团队最
近报告说， 他们将蛛丝蛋白与蚕
丝蛋白相结合， 制造出一种低成
本的生物复合材料， 可作为伤口
敷料促进愈合， 还有望代替天然
皮肤用于移植手术。

这种材料由瑞典皇家理工学
院和印度理工学院高哈蒂校区研

究人员共同开发， 已在体外实验
中表现出良好效果， 即将开展动
物实验。

蛛丝蛋白具有高弹性、高强度
和优良的生物学性能。研究人员用
转基因手段培育大肠杆菌，生产出
重组蛛丝蛋白。 这种蛋白结合了一
些人类皮肤里的天然物质，如促进

细胞结合的物质、生长因子和抗菌
蛋白质，可以促进皮肤细胞生长。

重组蛛丝蛋白生产成本较
高、难以量产，研究人员将它用作
涂层， 与蚕丝蛋白制成的基底相
结合。 蚕丝蛋白没有生物活性，但
可以低成本量产。 这样得到的复
合材料兼具两者的优点， 制成片

状可以当作敷料， 制成多孔海绵
状则可以成为人造皮肤的框架。

研究人员在美国化学学会下
属期刊《应用材料与界面》上发表
论文说， 他们在体外实验中将这
种材料与多种皮肤细胞共同培
养， 成功生成类似天然皮肤的层
状组织。 /新华社

科学家用蛛丝和蚕丝制成人造皮肤

一项新研究显示，每天吃一个
橙子会使视力下降的几率降低
60%。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7
月13日报道， 这项为期15年的研
究表明， 经常吃橙子的人患黄斑
变性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报道称， 澳大利亚悉尼韦斯
特米德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采

访了2000多名50岁以上的成年
人，追踪他们的后续变化。

研究显示， 每天至少吃一份
橙子的人在15年后患上晚期黄斑
变性的风险降低了60%以上。

报道称， 甚至一周吃一个橙
子也会带来巨大的好处。

该研究首席研究员、 悉尼大
学的巴米妮·戈皮纳特教授说，数

据显示， 橙子中的类黄酮似乎有
助于预防眼疾。

报道称，迄今为止，大多数研
究关注的是维生素C、 维生素E和
维生素A等普通营养素对眼睛的
影响。

戈皮纳特教授说：“我们的研
究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的研究
重点是类黄酮和黄斑变性之间的

关系。 ”
她说：“类黄酮是强大的抗氧

化剂， 在几乎所有的水果和蔬菜
中都存在， 它们对免疫系统具有
重要的抗炎作用。 ”

戈皮纳特教授总结说：“我们
的研究旨在了解眼疾发生的原
因， 以及可能威胁视力的遗传和
环境条件。 ” /新华社

研究发现吃橙子有助预防眼疾

天文学家测定迄今最精确宇宙膨胀速度

荷航测试
登机助理机器人

世卫组织

将“强迫性性行为”
列为精神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