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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彩色玻璃窗、玻璃碗、玻璃杯等彩色玻璃
随处可见，你知道彩色玻璃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吗？

普通的玻璃是由沙子和其他化学物质熔融在一起形
成的，是一种无规则结构的非晶体固体。而玻璃对光的吸
收、反射和透射是其能呈现不同颜色的重要原因。彩色玻
璃就是根据这个原理，通过在玻璃原料中加入不同的着色
剂制造而成的，这种方法也被称为整体着色法。整体着色
玻璃按照玻璃着色机理，可以分为光吸收型有色玻璃、光
散射型有色玻璃和电子激发跃迁型玻璃。

光吸收型有色玻璃的原理是：大多数物质对光的吸收
具有波长选择性，即对不同波长的光，物质的吸收系数不
同。例如红玻璃对红光和橙光吸收很小，对绿光、蓝光、紫
光几乎能全部吸收，所以当白光照射到红玻璃上时，只有
红光能够透过，在视觉上呈红色。如果用绿光照射红玻
璃，看到的玻璃就会是黑色的。这种类型的彩色玻璃可以
使用离子着色和辐射着色方法加工制成。

光散射型有色玻璃的原理是：如果玻璃内有折射率不
同的悬浮微粒存在，如有灰尘的空气，这些悬浮微粒就会把
光波散射到四面八方，被我们清楚地看到。例如天空之所
以呈现蓝色，就是因为太阳光中的紫光和蓝光受到大气层
的强烈散射形成的。这种类型的彩色玻璃可以使用金属胶
体粒子着色法加工制成。

电子激发跃迁型有色玻璃同样也是利用光吸收原理，
这类玻璃中含有一些化合物的微小晶体，并且具有特殊的
光吸收曲线。这种类型的彩色玻璃可以采用化合物着色方
法加工制成。例如可以使用单质硫得到蓝色玻璃，利用单
质硒得到紫色或品红色玻璃。

此外，彩色玻璃还可以通过施加色釉的方式制成。色
釉是指覆盖在玻璃制品表面、经烧结后形成的一种有色、
低熔点、玻璃态的薄层,主要涂在玻璃表面，起装饰作用。

不同颜色的玻璃作用也不相同，以太阳镜为例：深灰色
镜片能有效保护强光对眼睛的伤害；茶色镜片可以吸收多
数光线，使眼睛不容易疲劳，特别适合驾驶人员佩戴；橘黄
色镜片适合参加各种雪上运动及跑步、骑车等极速运动。

彩色玻璃在现代社会中有多种用途，不仅可以做室内
装饰品和建筑物装饰品，还可以制作汽车玻璃、装饰家用
电器等，应用十分广泛。

彩色玻璃的颜色是怎么来的？
据新华社电 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是否注意过

这样一个现象：当我们路过新修剪的草坪时，总会闻
到一种特殊的香味，不少人将其称为青草香。那么
这种味道到底从何而来呢？为什么往往会出现在草
坪被修剪过之后呢？

有科研人员对此进行了研究，认为这种特殊的
味道从化学上来说，是多种名为绿叶挥发物的碳基
化合物在空气中混合的产物。当植物受到昆虫、病
菌感染或割草机等机械外力的伤害时，会主动释放
这些分子。

这种由受损叶片释放的有割草气味的“绿叶挥
发物”实际上属于普通植物挥发物的一种，大部分是
六碳结构的饱和或不饱和的醇类和醛类，具不同结
构的同分异构体。它们在叶脂质的氧化作用下被大
量生产，质量基本上会占叶子干重的 1％以上。绿
叶挥发物分子十分微小，它们从植物体中“逃逸”，进
入空气中，最终飘进人们的鼻腔。绿叶挥发物的威
力很广，在某些情况下，它们能在源发植物一英里以
外的地方被闻到。而人们之所以会觉得这种味道好
闻，是因为由草地释放的绿叶挥发物与我们觉得可
口的植物所释放的挥发物大同小异，我们日常接触
到新鲜蔬菜和成熟的水果也会释放这些分子。

绿叶挥发物也是植物挥发物中一种较为常见的
类型，植物挥发物的概念相对大。所有植物都能释
放大量化学性质相异的挥发性碳氢化合物，它们的
次级代谢物质和初级新陈代谢的中间产物会被释放
到空气中，并形成较高的蒸汽压，对其他有机物产生

影响。事实上，完整的植株也会通过打开的气孔、叶
表皮和腺体渗透释放这样的挥发性化合物，只是这
种方式下的释放效率很低。

植物挥发物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大部分植物均
能散发出具有其分类特征的挥发物，有些昆虫能够
感知这种物种特异性，并用它们来区分寄主植物和
非寄主植物。例如，科罗拉多马铃薯甲虫对马铃薯
枝叶释放的混合挥发物反应强烈。当植物受到损伤
时，其挥发曲线常常发生显著的变化。

为什么新剪的草坪有股特殊的香味？

据新华社电 英国伦敦大学学
院日前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那些
具有高眼压遗传倾向的人，如果每
天摄入较多咖啡因可能会增加青光
眼的患病风险。

青光眼和眼压高有密切的关
联。美国芒特西奈伊坎医学院、英
国伦敦大学学院等机构的学者分析

了咖啡因摄入对青光眼以及眼
压的影响，研究成果已刊

登在最新一期《眼科学》杂志上。
研究人员基于英国生物样本

库，选取超过 12 万名年龄在 39 至
73 岁之间的研究对象，分析了他们
在 2006 年至 2010 年间的相关健康
记录和脱氧核糖核酸样本。这其中
包括他们每天通过饮品和食物摄入
咖啡因的量以及青光眼家族病史等
情况。

结果显示，较高的咖啡因摄入

量总体上与高眼压或青光眼患病风
险几乎没有关联，但对于有明显高
眼压遗传倾向的研究对象，较大量
的咖啡因摄入与青光眼疾病风险升
高具有关联性。

数据表明，有明显高眼压遗传
倾向的人群中，每日咖啡因摄入量
高于 480 毫克的人青光眼患病风险
比每日摄入量低于 80 毫克的人高
1.3倍；相比没有高眼压遗传倾向且

几乎不摄入咖啡因的人，有明显高
眼压遗传倾向的人群中每日咖啡因
摄入量高于 321 毫克的人患青光眼
风险高 3.9倍。

报 告 作 者 之 一 、伦 敦 大 学 学
院 的 安 东 尼·卡 瓦 贾 博 士 说 ，从
研究结果来看那些在遗传上具有
较高青光眼患病风险的人如果能
控 制 咖 啡 因 摄 入 或 许 会 带 来 助
益。

研究显示每天摄入较多咖啡因可能让部分人青光眼风险上升

美国一些政客出于遏制中国发
展的企图，近年来泛化国家安全概
念，对中国高科技企业不断进行打
压。美国国会参议院日前通过“2021
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再次把矛
头对准中国，强调通过经济、科技等
各种手段同中国开展竞争，并企图推
动与中国的科技“脱钩”“断链”。

然而，强行切割、阻断早已血肉
相连的中美科技交流与互动，折损
的 不 只 是 中
国利益、世界
利 益 ，切 断
也 是 美 国
自 身 科 技
进步的动
力 源 泉 ，
损 害 的
是美国科技企业的丰厚收益，夺走
的是美国民众的工作机会。

在科技领域，作为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交
流合作是两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共同
期待，中美合作成果也一直为应对
气候、环境、生态、能源、疾病等全球
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对世界稳定
发展持续产生深远影响。

大量事实证明，破坏中美既有
科技交流合作，正在打乱全球用了

数十年建立起的科技合作生态与供
应链良性反馈和循环机制；正在严
重干扰全球科技人才的自由流动和
科研资源的全球布局；在气候变化、
新冠疫情等迫在眉睫的人类危机面
前，正在给国际社会有效推动相关
应对机制的建设平添障碍；在基因
编辑、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领域，
正使得国际社会在相关的伦理讨
论、标准制定等方面越发难以协调；

在基础科学领域正在增加科研人员
的重复性劳动，减缓世界创新和发
展速度；在互联网等领域制造不同
体系，正在导致并加剧世界分裂，严
重影响世界经济安全和秩序……

对美国自身而言，加大对华制
裁封锁，同样正在损及自身科技产
业发展，拖累贸易和经济复苏。

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签署 40多年
来，从硬件到软件，从基础科学到应
用研发，两国科技发展早已是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在彼此融合中不断
优化巩固推进。中美科技交流合作
也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
格局，呈现无法阻挡的燎原大势。
美国科技企业蓬勃发展，庞大的中
国市场、尤其是迅速崛起的中国中
产阶级市场为其新技术和新产品开
发提供了重要动因。

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基金会主席
亨利·保尔森反对形成“经济铁幕”，使

供应链脱钩。他认为，“脱钩”最终将
在全球经济中建立不兼容的规则和标
准，阻碍创新和经济增长。针对美国
有识之士一直呼吁双方建立协调机
制，保尔森认为可以先从一些比较容
易协调的方面入手，以建立合作势头
和相互信任，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

事实上，悖逆潮流的“脱钩”“断
链”难行其道。美国权威期刊《科学
公共图书馆·综合》发表的论文显
示，与新冠大流行前相比，中美科学

家合作完成的涉冠状病毒的相关论
文数量显著增加，这表明中美之间
牢固的科学合作关系是人类应对共
同挑战的必然需求。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珍妮·
李坦言：“鉴于美中紧张态势加剧，
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我们以
为美中相关合作会减少，但令人欣
慰的是，恰恰相反。”

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在日
益 互
联 的

世 界
中，搞技

术 围 堵
等同于自

我 孤 立 。
当前，百年

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世界正
在面临动荡变革的新挑战。要维护
中美两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福
祉，中美两国应加强优势互补，而非
脱钩切割；应加强相互融合，而非彼
此隔离；应致力合作共赢，而非冲突
对抗。肆意挑起国际对抗，到头来
只能是损人害己！ （据新华社电）

美国对中国搞科技“脱钩”是自断经脉

新 华 国 际 时 评

据新华社电 澳大利亚联邦科
学与工业研究组织近日发布公报
说，该机构主导的研究发现，通过一
项花粉DNA（脱氧核糖核酸）检测新
技术，能够探明某群蜜蜂酿造的蜂
蜜源自哪些植物，并借助这些信息
了解蜜源植物分布情况。相关研究
发表在新一期英国期刊《生态与进
化》上。

这项研究的负责人莉兹·米拉表
示，过去常用显微镜识别蜂蜜中的花
粉颗粒，以此判断蜜源植物种类，但
这种方法耗时、复杂。由于澳大利亚
的独特植物繁多，有时无法用上述传
统方法识别蜜源植物。

研究公报介绍说，米拉和同事开
发出名为“花粉DNA元条形码”的检
测技术，它能对蜂蜜中所含蜜源植物
的花粉 DNA 片段进行基因测序，然
后将测序结果与植物标本数据库中
的物种资料进行比对，从而更快速准
确地辨认蜜源植物种类。

米拉说，研究人员用新技术检测
了来自澳大利亚各地的 15种蜂蜜样
本后发现，桉树及其所属桃金娘科的
其他植物是这些蜂蜜最主要的蜜源
植物。米拉和同事还发现，澳大利亚
商业生产的所有蜂蜜都含有不止一
种蜜源植物成分，这反映了蜜蜂多样
化的自然饮食。

澳专家用新技术了解蜂蜜来自哪些蜜源植物
据新华社电 利用青藏高原中

部唐古拉山区赤布张错湖泊岩芯
沉积物的多指标数据，中国科学院
青藏高原研究所湖泊与环境变化
团队研究员朱立平等人重建了长
江源区过去近 13000 年古气候变化
记录。结果表明，该区域经历了从
冷干到暖湿再到凉干的过程，目前
呈现暖湿化趋势。

该研究有助于评估长江源区
水资源变化的未来发展趋势，为三
江源区生态环境评估及相关研究
提供科学参考。

朱立 平 介 绍 ，以 青 藏 高 原 为
主 体 的 第 三 极 是 目 前 全 球 变 暖

最强烈的地区，也是未来受全球
气 候 变 化 影 响 最 敏 感 的 地 区 之
一 。 长 江 源 区 处 于 现 代 南 亚 季
风北缘，是受西风与季风协同影
响 的 过 渡 地 带 和 内 外 流 区 的 分
界地带，也是第二次青藏科考江
湖 源 的 核 心 区 。 此 前 该 区 域 尚
缺 乏 覆 盖 万 年 以 上 的 连 续 环 境
变化记录。

我国科学家重建长江源区古气候变化记录

近阶段以来，一款国
产 商 务 车 火 了 。 全 国 两
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会、博鳌亚洲论坛、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
彰大会……宇通客车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的 T7 公商
务接待车正在成为盛会标
配。

多年前，我国中高端
公商务客车市场一度被国
外品牌垄断。经过 10 多
年的努力，来自河南郑州
的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造出自主研发的中高端公
商务客车，书写了我国客
车制造业自主品牌的“提
气”故事。

在今年 3 月举办的第
十六届全国政府采购集采
年会上，T7 公商务接待车
获得“2020 年度全国公务
出 行 首 选 服 务 品 牌 ”和

“2020 年度全国政府采购
调 研 和 接 待 首 选 车 型
奖”。市场叫好、荣誉加
身，源于宇通客车股份有
限公司的矢志创新。

“创新是宇通企业文
化的核心要求，是宇通发
展的原动力。”宇通客车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王
善冲说，经过多年的自主
研发和系统创新，宇通已
在新能源、自动驾驶、智能
网联等领域取得领先。

在郑州市郑东新区自
动驾驶公交 1 号线，不需
司机操作，公交车就能自
主选择车道，还能与交通
信号灯联动，保持一路畅
通。这条全长 17.4公里的
自 动 驾 驶 线 路 开 通 于
2020 年 6 月，标志着宇通
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
自动驾驶公交的商业化应
用。

“公司从 2013 年开始
研发自动驾驶技术，2019
年在多地实现运营，到现在自动驾
驶车辆已安全运营 700 天，累计接
送乘客 36 万多人次。”宇通客车股
份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林明
说。

自动驾驶技术在行业领先，除
提早着手，还需庞大团队支撑。“仅
负责智能驾驶的研发人员有 400 多
人。”林明说，宇通拥有客车行业全
球规模最大的研发团队，研发团队
人数达到 3300多人。

扎实投入更是必不可少。宇通

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每年
拿出营业收入的 3%至 5%
用于研发，“十三五”期间
累 计 投 入 90 亿 元 。 从
2019 年开始，自动驾驶、
智能交通、车联网、大数
据云平台等方面的投入
迅速增加，2020 年研发投
入近 20亿元，占营业收入
的 7%。

创 新 让 宇 通 占 据 风
口、潮头。作为当前全球
规模最大的客车企业，宇
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连
续 19 年保持国内销量第
一 ，国 内 市 场 占 有 率 达
36.6%；连续 9 年全球销量
第一，国际市场占有率为
13%。截至 2020 年，累计
销售新能源客车 14 万辆，
在新能源客车领域处于
领导地位。

树 高 叶 茂 ，系 于 根
深。宇通客车股份有限
公司新能源研究院院长
李高鹏说，公司建立了国
家电动客车电控与安全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多
个国家级研发创新平台，
打牢创新根基。截至目
前，公司承担国家和省市
的科技攻关 55 项，参与制
定 159 项 国 家 和 行 业 标
准 ，累 计 取 得 专 利 1941
件，2 次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奖及中国工业大奖。

王善冲说，从造车到
提供出行解决方案，再到
构建智慧出行系统，公司
正在向着成为全球领先
的公共出行解决方案商
的目标迈进。

矢志攻坚 ,才能在全
球 市 场 竞 争 中 跑 出“ 加
速度”。早在 2002 年，宇
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实
现第一辆客车出口。近
年 来 ，受 益 于“ 一 带 一
路 ”建 设 ，该 公 司 加 快

“ 走 出 去 ”步 伐 ，实 现 了
产 品 、技 术 双 输 出 。 到

2020 年 底 ，宇 通 客 车 股 份 有 限 公
司累计出口客车超 75000 辆，批量
远销欧洲、拉美、非洲、中东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T7 的“提气”故事还在续写。
在中部地区，越来越多企业靠自主
创新掌握“独门绝技”，把发展的主
动权、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
里。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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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9 日，在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
的文物修复室内，文物修复师赵晓宇在
修复一件汉代的青铜器。

6 月 11日，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揭
牌暨三峡文物保护成果展开展仪式在重
庆举行。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是重庆
中国三峡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内部包

括文物科技保护实验室、文物修复室、有
害生物研究与控制科研实验室、珍贵文物
预防保护实验室等。基地投用后，可为三
峡文物保护修复、预防性保护、数字化保
护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还将直接参与文
物保护装备产品研发，提高文物保护装备
科技成果转化速率。 新华社发

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在重庆建成投用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在重庆建成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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