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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不要跟机器人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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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智能化技术的发展，机

器人越来越聪明，但科学家却

警告：千万不要跟机器人握手！

这是为什么呢？不知如何

握手的机器人，与这个世界打

交道的方式，究竟缺了什么？

“考试”的由来
当学生，总是免不了要考试。甚至，

在你参加工作后，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

考试。

那么，你是否知道，“考试”的由

来呢？

其实，“考”与“试”，是意义相近的两

个概念。

将“考”与“试”二字连用，始于西汉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创造了“考试”这

个概念。

中国关于“考试”的最早记载，约为

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尧选舜做接班人的传

说：尧年事已高，欲选接班人，决定“试一

试”舜能否胜任。这个“试”，当然还不是

考试，而是试用。

考试制度可以追溯到西周，当时实

行“选士”制度，通过定期考核选拔人才。

西周时期的考核制度在《学记》中有所记

载，强调对学生德行和道艺的考核，以达

到“大成”的标准。

汉文帝刘恒时不再使用试用、考察

的方法，而是将自己在治理国家的实践

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提炼成试题，要求考

生回答。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

次使用考试的方法选拔人才。

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由魏吏部

尚书陈群创议，这一制度将官员分为九

个品级，其中一品为最高级别，九品为最

低级别。选拔的依据主要是门第、世袭、

品行、能力等方面综合评价。

科举制度从我国隋唐开始实行，科

举考试每年都会举行。科举考试又分为

童试、乡试、会试、殿试。乡试第一名为

“解元”，会试第一名为“会元”，殿试第一

名为“状元”。

16世纪以后，西方传教士把中国的

考试制度介绍到欧洲，受到高度赞扬。

到19世纪，首先在英国建立了文官考试

制度。随后，考试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得

到广泛应用和发展。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的发展，现

代考试制度逐渐形成。现代考试更加注

重标准化和客观性，通过书面测试评估

学生的学习成果和理解能力。考试内容

也更加多样化，涵盖多学科领域。

人们面对考试总有一些紧张情绪。

现代社会，每个学生会经历很多考试，因

为考试是目前为止最公平的选拔人才的

方法，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以积极的心态

面对。

装有仿生三维电子皮肤的机械手与人手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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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皮肤，真的不一样！

“过去机器人没有触觉，无法控制力

道，与人握手不懂得什么时候松开手，一

不小心可能会把人手部的骨头捏碎。”

北京理工大学柔性电子器件与智造

研究所所长沈国震的解答，道出了机器

人研究的一大症结——— 机器人身上少了

一样人类器官，而且是最大的那个：

皮肤。

没有皮肤，机器人就难以拥有发达

的触觉。电影史上经典的机器人形象之

一“剪刀手爱德华”，一不小心就发力伤

人的场景，如今在机器人实验室里仍不

鲜见。皮肤不只是身体表面一层将近2

平方米的附着物，更是人与周遭世界的

沟通纽带、互动方式。

电子皮肤，到底什么样？

当然，电影里的机器人不都像爱德

华一般。

科幻电影《阿丽塔》的主角机器人

阿丽塔虽然纤瘦，却是一名“六边形战

士”。

她的战斗力源自一身“黑科技”，其

中就包括触觉比人类还灵敏的电子

皮肤。

对，电子皮肤。让机器人全面感知

自己的身体和周边环境，电子皮肤已经

成为今日机器人学重要的研究领域。

那到底什么是电子皮肤呢？

沈国震介绍，人的皮肤由表皮、真

皮、皮下组织构成，电子皮肤也是类似的

“三明治”结构，由电极材料、活性材料、

柔性衬底组成。

电极材料作为电连接层，位于活性

材料的两侧，接收和传输电信号；活性

材料的功能，是将环境刺激转换为可检

测的电信号；柔性衬底，则负责支撑电

子皮肤，并将其与机器人躯体贴合在

一起。

电子皮肤，我们也来一套？

实际上，电子皮肤不止是机器人的

下一代装备，我们人类自己也“值得拥

有”。

在虚拟世界中，电子皮肤能最大限

度地还原触觉，不仅使人能近乎真实地

“摸”到虚拟物体，甚至能还原清风、水

流、火焰带给人们的感觉，极大提升沉浸

感和真实感。

而对于烧伤烫伤患者、截肢患者来

说，电子皮肤可使他们重获触觉，继续享

受美好生活。

对于身心健全的普通人而言，电子

皮肤可以起到人体健康监测设备的作

用，比如可以监测心率、体温、血糖、血压

的实时情况，相当于精密程度跃升的‘健

康手环’。

其实，科学家还有更大胆的想法：能

不能将智能手机的功能融入电子皮肤？

如果电子皮肤的传感器足够敏锐、

电路畅通且性能稳定，通过“点击”电子

皮肤的不同位置来收发消息、接拨电话，

是不是也顺理成章？

到那时，我们真的就可以丢下手机，

轻装出门了。

食用毒蘑菇为啥
会让人产生幻觉？

很多毒蘑菇，人在食用后，大脑

就会产生幻觉。

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在思考

这类蘑菇让人产生幻觉的原因。

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医学

院一研究人员为此不惜以身试药。

他让同事喂他服用了大剂量的

裸盖菇素，这是一种强力的致

幻剂。

当他开始晕倒时，他钻进了磁

共振机器里。

他的大脑扫描结果显示，与不

服用药物相比，服药后的大脑在很

多位置都出现了变化，但最大的变

化出现在大脑的“同步服务”区域。

这一区域为人类生活提供最基

本的自我、空间和时间感觉。比如

听一首歌大概几分钟、去一趟便利

店大概多远、吃一碗面大概会不会

饱等等。

服药之后，大脑中负责“同步服

务”的区域的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几

乎被切断。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会

出现幻觉——— 因为日常生活中的

时空现在显得非常陌生了。

饲料中添加红藻
可以让牛少放点屁

我们都知道，引起全球气候温

室效应的主要气体是二氧化碳。

除了二氧化碳之外，甲烷气体

也在温室效应中起了很大作用。

而地球上的甲烷是怎么产生的

呢？说出来你可能不信，甲烷的主

要产出来自牛羊等牲畜的……屁。

一头正常的牛每天产生大约

500克甲烷，而地球上有15亿头牛。

每年的排放量，计算一下将是一个

天文数字。

牲畜体内产生甲烷，是因为它

们在反刍过程中，会依赖胃中的微

生物对食物中的纤维素进行发酵，

才能够消化食物。

而这其中的一种被称为甲烷球

菌的微生物，在帮助牛羊消化的同

时，也在大量合成甲烷，于是这些

气体通过打嗝或者放屁的方式进

入了地球大气。

研究人员发现，一种海洋红藻

能够有效克制甲烷球菌。

给奶牛喂食高剂量的这种红藻

之后的两个月内，几乎完全消灭了

奶牛瘤胃中的甲烷球菌，而奶牛打

嗝和放屁所排出的甲烷含量减少

了90%。

稿件整理 大众日报淄博
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