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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话

1927年 5月 3日，电影史上第一部有声片
华纳制片公司推出的《爵士歌王》为默片时代敲
响了丧钟。不过虽然影片对白与影像做到了同
步，但环绕声音响效果却被电影人用“糟糕”来
形容。不管怎样，《爵士歌王》开启了电影制作及
放映的技术新时代。

在《爵士歌王》实现了有声电影之后，声音逐
渐不再是电影人主要的技术革命方向。直到上个
世纪的后 25年，革新又回到了声音质量领域。70
年代 Dolby实验室研制了降噪技术，观众在影院
的听觉享受发生了质的飞跃。在电影录音时采用
新的形式对音频信号进行了压缩和扩展编码，并
在放映时进行解码。这一技术首次应用于 1971
年的影片《发条橙子》。 1975年 Dolby开发了更
具实用性的四声道光学立体声影片格式，1977年
取得巨大成功的科幻影片《第三类接触》和《星球
大战》，采用 Dolby Stereo技术，提高了观众对高
品质音响的兴趣，同时也推动许多影院开始安装
Dolby声音系统。数字立体声开始在影院里发
扬光大。

从无声到有声是必然，从黑白到逼真的色
彩也是必然。

1896年开始，许多简单但是富有创造性的
彩色处理都应用过，但在 1915年，卡尔摩（Her-
bert T. Kalmus）博士建立了特艺色公司，提供了
独特的双色处理技术，结合红、绿两层颜色来模
拟全色。这一技术首次应用于 1922年电影《海
逝》（The Toll of the Sea），获得了 25万美元的收
入。特艺色既而开发了“三色染印法”，需要用特
殊的摄影机分别在三卷影片上同步拍摄图
像———分别记录蓝、红、绿———之后再结合到一
卷胶片上以得到更自然的颜色。这一技术首次
应用于沃尔特·迪斯尼 1932年的动画片《花与
树》（Flowers and Trees），这是该公司第一部获得
奥斯卡奖的影片。到 20世纪 50年代初，柯达公
司的单带伊斯曼彩色胶片处理技术结束了特艺
色在色彩处理方面的垄断，在短短几年中，伊斯
曼彩色胶片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此外，
安全的醋酸片基取代了易燃的硝酸片基。电影
放映员因为胶片不再易燃而脱离了危险职业的
范围。

电影是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结合，艺术的创
新也在推动电影人对技术的大胆尝试。我们今
天已经熟悉的 3D电影、宽荧幕、4D互动电影

在本世纪开始了高速发展，但
是，电影人并不是今天才开始
尝试这些技术。

让观众“身临其境”恐怕
是电影最初产生就一直拥有
的梦想。尤其是在电视的小屏
幕开始把观众锁在家里后，电
影人开始尝试各种先进技术
想把观众引导回影院中，就算
技术还不成熟。

从 1952 年到 1955 年，超
过 50部三维立体电影在以美
国为主的国家放映。不过虽有
第一部《非洲历险记》的成功，但后来一拥而上
但技术粗糙的作品让观众受够了在电影院里体
验“晕船”的感觉。

3D技术在一阵虚幻的繁荣过后，被电影制
作人压回箱底。

在《爵士歌王》上映后，当时的影评人认为
同步对白的声音破坏了在“无声”中体现出来的
纯粹的艺术。但在今天，技术却在帮助艺术达到
新的境界。

1999年 6月 1日，第一部商业放映的数字
电影在美国的 6家影院中出现了，放映了《星球
大战 I———幽灵的威胁》。1999年，迪斯尼公司
为 12 家美国影院安装了具有数字光学处理器
芯片技术的放映机，以数字方式放映了《玩具总
动员 2》、《火星任务》以及 Bicentennial Man。

很快，更多的数字方面的里程碑出现了：
2000年 6月，数字电影首次通过网络进行了传
输，同年 3月，电影首次进行了应用性的卫星传
输并数字化放映，波音数字电影公司在年度
ShoWest展览会上传输了电影 Spy Kids。7月，在
加州的环球制片厂的数字影院中放映了《侏罗
纪公园 III》，THX数字服务公司将整部电影以
及多声道的音频内容压缩并刻录到 13 张
DVD-R上，并下载到每家影院的服务器上。

数字技术的发展，丰富了电影艺术的表现形
式，逼真的场景、震撼的视听享受正在为更多的
影片大量吸金。2010年的电影《阿凡达》在现代电
影技术史上可以说是一次登峰造极的创作，3D
数字场景淋漓尽致地发挥了现代电影技术，同时
又掀起了一股 3D电影的浪潮，但是观众已经出
现的审美疲劳又在考验电影技术的去向。

姻本报记者马佳
2013年，经过整个冬天的低温，人们都盼着春

天能加紧脚步。不料冬天似乎不愿离去，扰的春天
来得跌跌撞撞。尤其是在北方地区，每每在小幅度
升温以后，却又不断遭遇冷空气的逆袭。原本花期
不同的多种植物，倒挤在一起，簇拥着开放了。

是谁带来了冬季的低温又扰乱了今年春天
的脚步？

北京 4月平均气温低于去年 3.1℃

北京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张明英告诉《中国科
学报》记者，从今年 1月到 4月 24日，北京观象
台观测到的北京平均气温是 2.4℃，比常年低了
1.6℃。进入春天以后，这个温差更加突出，从 4
月初到 4月 24日，平均气温为 11.1℃，比常年的
14.2℃低了 3.1℃。
“但其实，这个偏低的情况并不是历史上最低

的年份。”张明英说，“历史上 1965年、1976年、
1979年、1980年都出现过低于 11.1℃的平均气温，
而在 2010年就出现过同期 10.9℃的情况。”

这种低温的情况不仅推迟了一些植物的花
期，并且导致春耕推迟一周。
张明英说，北京地区的低温也是受到了大气

环流的影响。一般到了这个时候，华北地区应该
是逐渐由大陆暖气团控制，这样温度就会出现快
速上升，天气变暖。
但是今年大气环流有些调整，到目前为止，

大气环流还保持着一些冬天环流的特征。主要是
在极地地区形成了几个冷性的涡旋。其中一个就
在东亚上空，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温度高低受
此影响非常大。“到今年，这个冷性涡旋一直滞留
不愿走，停留在东北地区上空一直维持着一个冷
性低涡，使得冷空气不断地聚集在该地区上空。”
张明英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华北地区正好
是在这个涡旋边缘，因此气温也一直偏低。如果
这个冷性涡旋向东北或者向东移动，我们就能脱
离这个涡旋的影响，马上受大陆暖气团控制，温
度就会上升了。”

“涡”本身就是一个十分深厚的稳定系统，它
的影响取决于它的位置，如果位置偏南，那么我
国东北华北地区温度就会相对偏低。

通常人们常常根据冬季或夏季的气温推测
同年相反季节的气温，尤其是在出现了极度寒冷
或极度炎热的情况下，会推测即将来临的夏季或
冬季是否也可能出现异常天气。对此张明英表
示，这种情况专家也有考虑，但是大气环流变化
的周期性很强，到了夏季可能就完全不是这种环
流控制了，调整会很大，因此从目前大气环流的
特征很难预报出夏季的天气情况。

大气环流波动致全球气候异常

今年春天，气温波动很大，北京地区的低温
仅仅是一个缩影。北方很多城市都在流传着各种
“一天过四季”的搞笑短信。东北地区降雪频繁，
影响春耕，而积雪融化又形成春涝。长江地区阴
雨连绵，但云南等地却在遭受干旱威胁。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气候系统研究所研究
员祝从文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主要是西伯
利亚的冷气团不断地影响中国华北地区。导致了
两个持续性，一是东北地区持续性降雪多，二是

导致华南一带长江地区的持续降雨。”
祝从文介绍说，中国是一个大陆性副热带季

风气候，冷空气锋面向南推，在长江一带冷暖空
气交汇比较频繁，导致这一地区降水频繁。而从
今年冬季的观测来看，主要影响我国天气的西太
平洋副热带高压也比较强，它从西北地区带来的
暖气团和北方下来的暖气团在华南地区不断交
汇，有利于维持华南地区的雨带。
对于云南地区持续的春季干旱，祝从文与同

事们在研究中也发现，长江地区的持续降雨与南
部的干旱经常并列出现。
今年全球的异常也很明显，祝从文说：“尤其是

北半球，比如美国春季降雪，日本北海道等地区的
降雪导致几米深的积雪。这些现象表明，大气环流
的波动比较频繁，而波动幅度也比较大。”

极地大气活动可能影响冷空气活动

大气环流的波动影响了北方地区的升温，那
么又是什么导致了今年大气环流波动异常呢？对
此，祝从文表示，对今年大气环流波动频繁的深
层次原因，研究人员都还在研究当中。有人认为
这可能是全球变暖导致，但也有人认为全球又开
始变冷。这些争论也让研究人员认为对于深层次
的原因还需要客观的分析和研究。
今年大气环流波动影响的空间范围广，时间

持续长。也有报道认为今年气候的异常与海洋大
气活动的异常有关，但祝从文认为，今年更多的
还是受到极地的影响。
因为春季的寒冷主要集中在北纬 40度以北

地区，所以还是与冷空气的活动有关，可能与北
极的涛动有关。
北极涛动是指北半球中纬度地区（约北纬 45

度）与北极地区气压形势差别的变化。它是一个代
表北极地区大气环流的重要气候指数，可分为正位
相和负位相。北极通常受低气压系统支配，而高气
压系统则位于中纬度地区。当北极涛动处于正位相
时，这些系统的气压差较正常强，限制了极区冷空
气向南扩展；当北极涛动处于负位相时，这些系统
的气压差较正常弱，冷空气较易向南侵袭。

3月 20日，当北京市民正在感受刚刚到来的春天气息时，一场大雪又把人们带回寒冬。
本报记者马佳摄

求证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教授吴子健、上海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教授吴凡和中国动物卫生与流
行病学中心研究员陈继明带领的团队，就近期的
H7N9疫情早期流行病学特征和未来风险，进行
了深入分析，结果分别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
志》和《科学通报》上。前者描述了详实的第一手调
查资料，后者着重分析了这次疫情的未来风险。

这两篇文章首先对人间 H7N9 疫情早期 82
至 91位病例的临床症状、接触史、密切接触者情
况，以及他们的地理、年龄、性别分布情况进行了
统计分析。两篇文章都认为这次疫情的重症患者
占 80%以上，病死率偏高（接近 20%），地理分布范
围较广，老年病例偏多，男性病例偏多。较多的病
例发病前有明确的活禽接触史。死亡病例从发病
到死亡约为 12天。这些病例绝大多数是散发病
例，不是相互传染导致的，但也存在个别家庭出现
不止一个病例，不能排除该病毒在这些个别家庭
中存在人传人现象。与这些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有
1000多人，除上述个别家庭，这些密切接触者包括
家庭成员、医务人员，都没有感染 H7N9病毒，说
明这个病毒目前人传人的概率很小。这又进一步
提示人间病例的传染源是感染的禽或其他动物。
虽然老年病例偏多，但理论上，各年龄段的人对这
个病毒都没有特异性免疫力。

H7N9 病人从接触活禽到发病大约间隔 6
天，从发病到第一次看医生平均间隔 1天，从发病
到开始住院平均间隔 4.5天，认为该病的病死率可
能超过 20%（原因是较多的病例症状依旧非常严
重），并指出病人从发病到第一次用达菲（奥司他
韦）平均间隔 6天，其原因可能是不能早期确定病
人感染了 H7N9病毒。

H7N9病例的年龄和性别分布特征，与这些年
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人间病例和 2009年 H1N1
人流感大流行人间病例截然不同。后两者 20岁以
下的患者超过 50%，60岁以上的老人不到 5%；而
H7N9病例正好与之完全相反，20岁以下的患者
不到 5%，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 50%。这个比较提
示曾经多次患过流感的老人，对 H5N1高致病性
禽流感和 H1N1人流感大流行病毒，有较强免疫
力，但对于这次 H7N9病毒，缺乏免疫力。该文还
发现 H7N9疫情早期病例中男性病例偏多的原因
在于老年男性病例偏多，而 60岁以下的病例在性
别上无显著差异。该文认为造成这种年龄和性别
差异的原因可能是该病毒目前还没有完全适应
人，因此主要袭击体弱者，而总体上老人体质弱于
年轻人，老年男性的体质又弱于老年女性（这是从
中国男人平均寿命比女性小 5岁的统计数据推出
的），所以老年人，特别是老年男性，是这次疫情的
主要袭击对象。
《科学通报》的论文采用一种已发表的方法，

将这次疫情评定为第三级（危险）疫情，并指出这
次疫情在 4月底前升级为第四级（非常严重）的疫
情。此文还给出了这次疫情未来发展的最小和最
大的两种风险。

最小风险是该病毒自然消失；最大风险是该
病毒将长期袭扰人类和禽类，并且在人群中演变
为致死性很强的人流感大流行毒株，在禽群中演
变为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由于该病毒已经扩散
到很大区域，又难以发现被感染的人和禽，因而它
可能长期感染人和禽。鉴于中国境内巨大的家禽
饲养量、诸多活禽场所较为薄弱的生物安全防护
水平，以及频繁的野禽长途迁徙和家禽长途运输

现象，因此该病毒进一步扩散的风险很大。
既然该病毒很可能长期在禽群中存在，那么

它如果突变为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该病毒变异
很快），则将在禽群中获得更多的繁衍增殖的机
会，因而在自然选择作用下，这个高致病性禽流感
病毒一旦产生，就能在禽群中逐渐扩散开来，从而
使中国养禽业再次蒙受类似于 H5N1亚型高致病
性禽流感的巨大冲击。同样的道理，该病毒如果长
期袭扰人类，也将为该病毒通过突变更加适合人
类，增加其人传人的能力，提供了自然选择的推动
力。如果该病毒变得能够人传人，则依据其目前毒
力，该病毒将可能引发极为严重的人流感大流行。
该文指出，当这种恶变苗头出现后，应该紧急削减
人员流动，采取广泛消毒、广泛接种疫苗等强有力
的干预措施，降低病死人数。

可能有人因为 2009年甲型 H1N1流感大流
行危害比较轻微，感觉即使此次 H7N9病毒通过
突变，引发人流感大流行，也并不可怕。但是 2009
年人流感大流行症状轻微，可能是因为人群中长
期存在 H1N1亚型普通流感病毒的感染，使人群
存在一定的特异性免疫。然而人类历史上，从未发
生过 H7亚型流感流行，因此人群中普遍缺乏对
H7亚型的免疫力，使此次疫情可能引发的 H7亚
型人流感大流行危害性显著增加。

鉴于上述分析，这次 H7N9疫情严重，未来继
续恶化甚至极端恶化的可能性大，须采取强有力的
干预措施，尤其是需要尽早储备足够的人用 H7亚
型流感疫苗。在农业系统采取一些强有力的干预措
施，有利于控制此次疫情，从根本上消除多种动物
疫病以及人与动物共患疫病滋生的土壤。
（作者系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研究员）

25万亿
成人体内约有 25万亿个红细胞，将它们

挨个连起来，可以绕地球整整 6圈。这些红色
的细胞负责运送氧气，因此也让人的血液看起
来是红色的。
但实际上，血液的液体成分是浅黄色，即

血浆，约占血液体积的 55%，主要成分是水，其
它的是各种营养物质及调控人体生理功能的
激素等重要物质。其他的 45%就是红细胞、白细
胞及血小板组成的血细胞。红细胞负责运送氧
气，白细胞负责抵御外来病原体侵略，血小板负
责为伤口止血。它们一起组成了人体不可缺少
的“流动的器官”。

10倍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英国南极调查局的

科学家进行研究发现，夏季时期的南极冰层融
化速度是 600年前的 10倍，这是过去 50年来
最快的消融速度，也是过去 1000年来的最快
消融速度。

他们研究发现，南极半岛最北端的詹姆
斯·罗斯岛在过去 600 年时间里温度逐渐升
高，升幅达到 1.6摄氏度，一旦气候变化导致
温度达到一个临界点，南极洲的冰层消融速度
将戏剧性提高。
这是科学家第一次证明 20世纪的南极半

岛冰层消融对温度升高异常敏感。研究刊登在
4月的《自然—地球科学》杂志上。

36种
有些人天生爱运动，但有些人更相信生命

在于静止，但这一切并非懒惰所致，根本原因是
基因决定你爱静。美国一项实验在老鼠身上发
现了“懒惰基因”与“好动基因”，因此推测人类的
懒惰原因也可能是受到基因影响。
《美国生理学杂志》的一篇论文报告说，美

国密苏里大学的研究人员将一批实验鼠放进
转动的笼子，并持续 6天，从而将实验鼠分类
成好动型与懒惰型。

经过对分组的实验鼠进行了重复培育到
第十代，结果发现，好动型实验鼠的后代比懒
惰型实验鼠的后代勤奋 10倍。并在它们身上
发现了 36种与运动有关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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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N9：人类拥有免疫力吗？
姻陈继明

冷气团坚守春天脚步蹒跚

近日，两档明星跳水真人秀节目《中国星跳
跃》、《星跳水立方》吸引了许多观众的目光，而非
专业运动员参与这种高难的竞技运动所带来的
潜在风险，尤其是 4月 19日晚，演员释小龙的一
名随行人员在《中国星跳跃》的训练基地不慎意
外溺水身亡，更是让该类节目备受争议。对此，运
动专家表示，跳水，可不是什么人都能玩的。
在节目组发生意外后，《星跳水立方》的冠军

教练高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跳水运动只有
在缺乏专业指导的情况下才不安全，尤其是选择
简单的例如直立入水的方式，是不会造成伤害
的。在十米台完成简单动作的，目前全世界还没
有任何一例伤亡事故。

不过，尽管有专业教练的指导和训练，并有
贴身“救生员”以及医疗救助的陪伴，明星们无论
是在训练时还是比赛中，都或多或少出现过一些
险情，比如，韩庚和牛群从十米跳台入水时都曾
出现过瞬间被水拍晕的情况。跳水，恐怕并没有
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对于专业运动员而言，跳水就是从高处用各
种姿势跃入水中或是从跳水器械上起跳，在空中
完成一定动作姿势，并以特定动作入水的运动。

而对普通人而言，即使仅仅站在三米板的高度直
立入水，都是一件难以控制的事情。

北京体育大学运动生理教研室主任熊开宇
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由于人的机体习惯在两
脚着地的状态下工作，空中定位能力很弱，因此，
无法掌控自己的身体状态。如果没有足够的训
练，很难保证垂直入水。
“一旦身体拍到水面，尽管水是软的，但是入

水的高度和速度使得水面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压
力，皮肤被拍紫事小，拍晕溺水则是致命的危
险。”

熊开宇还提到，站得越高，入水就越深。“对
普通人而言，入水时是紧闭双眼的，在水中，很难
依靠视觉进行定位，再加上水压造成的震动，入
水的瞬间，很可能反应不过来，不知道接下去该
往哪个方向游，极易溺水。如果不熟悉水性，再加
上紧张，此时呛一口水，处境就非常危险了。”

此外，他认为，上了年纪的人参加这样的运
动风险更大。由于高台跳水的激烈性，很易引起
神经过度紧张，这时，血压、脑血管的负担都会大
大增加，从而导致疾病的突发。
“如果你不是想成为运动员，跳水这类竞技

运动不建议普通人去尝试，尤其是小朋友们不能
轻易模仿。除非有足够的时间适应和熟练，否则
它的运动风险还是很高的。”熊开宇建议。

酷运动

星跳跃，玩的是心跳还是命？
姻本报记者胡珉琦

参加跳水节目的牛群入水后出现了短暂的
昏厥。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