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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消费者在挑选家纺产品时，往往将注意
力放在花色、纺织品质量等问题上，而对于印染
方式和染料成本，往往直接被消费者忽略了。其
实，在选购健康环保的家纺产品时，产品的印染
方式，是选购的一个重要指标。目前市场中印染
方式种类繁多，哪种健康环保，还需要自己比较。
如果印染中，染料选择不当，很可能让甲醛有机
可乘。

现在为读者一一介绍印染种类。
活性印染：活性印染在染色和印花过程

中，染料的活性基因与纤维分子形成结合，使
得染料和纤维形成一个整体。相对来说，活性
印染工序多，难度也比较高，活性印染的面料
颜色好，手感也柔软，是较为高端的印染方式，
比涂料印染成本高出 20%~30%，因此市场价格

较高。
涂料印染：涂料印染是利用不溶于水的有

色物质（颜料）和高分子聚合物（黏合剂）混合
印在纺织品上，经过一定处理，在纺织品上形
成一种透明的有色薄膜，进而将涂料机械地固
着在纺织品上的印染方法。与活性印染相比，
涂料印染的“安全隐患”较多。印染中使用的涂
料价格有时相差很大，每公斤从十几块钱到上
百元不等，而涂料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印染品
质和使用安全。

圆网印刷：打个比方，如果床品上有重复位
的图案，就是通过圆网印刷实现的。这种印刷方
式中，网是圆形，因此表达小素材更为生动。

平网印刷：如果家纺产品中间需要一个较大
的图案，往往会利用平网印刷。所以，印刷方式一

目了然，尤其是在表达大面积的整体图案时，最
为受用。

数码打印：数码打印起样方便，没有量的限
制，所以可以实现个性化的定制，制作一些独特
的少量的产品，而如果是大批量进入市场的设
计，则不适宜。

由此不难看出，活性印染最为安全环保，但
是价格较高，而购买涂料印染时，恐怕价格过低
的也不太安全。另外，购买产品时，颜色越浅淡，
安全性越高。由于一些小作坊选择廉价染料，可
能含有偶氮、甲醛等有害物质，所以套件颜色太
深，可能会有隐患。因此，床品越浅淡越素雅，安
全性越高。通常也建议床品在使用前，最好先水
洗一次，甲醛、偶氮等易挥发，并且有害物质融于
水，在清洗过后能有效减轻。

5 月 9 日的莫斯科红场胜利节阅兵式上，俄军
最新列装的“菊花 -S”反坦克导弹车方队首次亮
相。菊花 S 反坦克导弹车，顾名思义，其可以发射

“菊花 -S”反坦克导弹。而该导弹据说可以摧毁所
有类型的现代化坦克，包括配有动态保护的坦克。

“菊花 -S”由俄罗斯科洛姆纳工程设计局研
制，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设计，1996 年 7
月首次公开亮相。2006 年，“菊花”导弹发射装置
正式开始服役。不过自 2012 年，俄军才开始大批
装备菊花 -S 导弹发射装置。它是全球现有反坦
克导弹发射装置中最强大的一种，目前世界上还
没有类似产品。

作为车载双联装多用途导弹系统，“菊花
-S”包括导弹、指挥控制系统和载车。在菊花导
弹发射装置的专用发射筒中，有 15 枚 152 毫米
的超音速导弹。这种导弹只需 10 秒即可飞越 4.5
公里距离。导弹装在车尾，射程为 8 公里。科洛姆
纳机械制造设计局总设计师瓦列里·卡申曾对媒
体表示，这个距离已经足够了，因为在地势起伏
的野外条件下，在视距范围内根本看不到更远距
离的坦克，而它们的射程一般不超过 3 公里。每
发导弹上都装有破坏力惊人的双层聚能装药弹
头。据卡申介绍，第一层弹药用于破坏主动保护，
第二层用于击穿坦克。测试中，“菊花”导弹轻易
就打穿了 120 毫米厚的装甲，意味着它能摧毁带
反应装甲的任何一种现代坦克。

“菊花”导弹发射装置可借助双重制导通道，
同时发现并摧毁两个目标。其射击速率为四秒
钟。不仅能从地面，还能在渡水时发射导弹。科洛
姆纳设计局的设计部主任列昂尼德·西佐夫公开
说过，由三辆“菊花 -S”导弹发射车组成的射击
连可击退 14 辆坦克组成的坦克连的进攻。如果
使用带高爆弹头或温压弹头的导弹，则可有效对
付敌军的有生力量。

设计人员表示，“菊花”导弹发射装置的主要
特点是能在自然能见度完全为零的条件下，发现
并摧毁目标。能见度的下降可能是雨雪、大雾等气
象条件所致，也可能因为敌军释放的烟雾或气雾
伪装等。一般来说，现代反坦克导弹都装有光学或
激光自动制导弹头，因此它们是可以被“致盲”的，
但“菊花”导弹则不同。它有两个制导通道：带激光
的光学制导与无线电制导。后者才是这种武器的
王牌。雷达的工作区间为毫米波（100~150GHz），
因此对它来说，根本不存在看不见的目标。目标数
据经处理后传到发射车控制面板，操作员只需在
液晶屏上对其进行特殊标记，然后按下“发射”按
钮即可。目标的命运此后就由导弹来决定了。

除了准确的命中率和毁灭式的打击能力，俄
制“菊花 -S”导弹还具有强大的越野性能。其字
母“S”代表俄语单词“自走式”。这种以新型俄罗
斯步兵战车 BMP-3 为底盘的“菊花”导弹发射
车，能同样轻松地在野外条件下以 70 公里时速
前进，并可强行渡过河流或其他水域障碍。为此，
在其车尾部装有两台喷水式推进器，续航能力为
600 公里。 （原鸣）

自 19 世纪 40 年代，俄国化学家齐宁
和法国化学家霍夫曼从还原硝基苯的反
应中发现苯胺后，合成染料开始逐步走
入人们的生活，身上的衣着也随之变得
五颜六色，更加鲜艳起来。

不过，经历了 200 多年的发展，人们
慢慢意识到，虽然从石油中提炼的合成
染料给衣服“新生”，但是有些时候合成
染料总觉得不那么生态环保。于是，就有
人慢慢将衣服染色还原到原始的状态，
比如通过植物等。

最近，英国设计师的一项发现将细菌
也纳入了染色的“环保大军”中。

细菌分离天然色素染出彩色布料

据英国猎奇网站报道，英国纺织品设
计师 Natsai Chieza 发现了能创造出颜色
的细菌，并将其应用于丝织 物染色 。
Chieza 从龙蒿、牛之、鼠尾草等香草的根
周围提取了土壤样本，分离出了链霉菌
属等细菌，并放到培养皿中培养。她发
现，这些土壤细菌的细胞本身就有颜色，
包括深蓝、靛蓝、橙色和鲜红色，且能渗
透出各种颜色的天然色素。然后，Chieza
将丝织物放入培育着的土壤细菌中，令
其着色。最终，这些细菌创造出了独一无
二的图案。下一步，Chieza 还考虑培养转
基因细菌来创造出其他的颜色。

但是，细菌染色后的衣物对人体真的
安全吗？能否大批量生产呢？对此，浙江
理工大学材料与纺织学院教授刘今强对

《中国科学报》记者解释道：“细菌染色算
是微生物染色的一种。在人们使用合成
染料前，曾经通过微生物进行染色。不过
现在运用得很少，基本上只有在通过显
微镜对生物体进行观察时，才会进行微
生物染色。”

但是，刘今强表示，染色有很多标准
需要依照，比如色彩牢度、鲜艳度，因此
Natsai Chieza 的研究还需要继续试验才
能断定是否成功。

生态染色自古就有

“在合成染料出现之前，人们使用的
都是天然染料。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植物
染料。”刘今强说，“比如，树木、种子中都
有色素，可以染进纺织品中。”其中令人
耳熟能详的就是乌镇当地妇女身着的蓝
印花布。不论是蓝底白花，还是白底蓝

花，这些布料都是一种名为“蓝草”的植
物的“杰作”。“中国有句俗话叫‘青出于
蓝而胜于蓝’，这里的‘青’指的就是蓝色
染料，而‘蓝’则指的是蓝草。从蓝草中提
取的蓝色非常纯正，相当于是还原色，而
且牢度好，色彩艳丽。”刘今强解释道。

虽然植物染料也有其优势，但是大部
分植物染料依然无法进行大规模推广。

“一是因为植物染料本身非常稀缺，其提
取物更是难得，因此工业化生产有难度。
另外，就是植物染料色谱不全，牢度和鲜
艳度都不能保证。”刘今强说，“蓝草之所
以现在还能进行染色，是因为其可以大
规模种植，而且染色效果好。但是植物
中，纯红和纯黑则比较难找。”

如果你对颜色没有过多要求，植物染
色还是不错的选择。特别是近几年，一度
被漠视的中国和印度中草药材正受到西
方各国纺织业界的重视。一些企业正在
进行此种尝试，在纺织物染色工序中加
入中药萃取物，且不含任何有害化学物。

据悉，这种中药提取物染出的布料如
果穿在人身上，对于某些疾病还具有一
定的缓解作用。而在很早以前，一种在印
度被称为 Ayurvastra 的衣物已运用于治

疗很多疾病，包括糖尿病、皮肤感染、湿
疹、牛皮癣、高血压、支气管哮喘、关节
炎、风湿病甚至癌症。但是具体疗效如
何，还需要验证。

生态印染大势所趋

“生态印染方式国内也存在，但是因
为成本比较高，所以并不是主流。”武汉
纺织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副教授蔡映杰
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但是，随着人
们越来越接纳自然、生态的生活理念，达
到一定收入水平的人更喜欢选择使用自
然材质的物品。”他进一步解释，合成染
料并非本身不环保，只是其生产过程存
在污染。目前，有专业人员专门研究如何
在生产过程中减少用水量，符合国家所
提倡的少水或无水的染整工艺。

不过，植物染料染色的纺织品若想大
力推广，还需要克服染料利用率和色牢
度等问题。对此，蔡映杰表示，在进行植
物染料染色时，应选择环保、高效的媒染
剂或改性染色底物，提高植物染料的染
色性能和改善其纺织品的衣服功用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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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克克星
———菊花—S 超音速反坦克导弹

当网络普及到手机终
端也能随时阅读新闻、书
籍时，大部分人已经很久
没有捧起过纸质书籍了。
而我们曾经拥有的伴随着
纸墨香气的阅读乐趣，也
在公交车、地铁摇摆中被
手机和平板电脑代替了。

有人觉得这样既环保
又节约开支，而且更新更
快。不过，最近，有媒体报
道称数字阅读并不能帮助
人们更好地理解材料。

数字阅读“谋杀”耐心

在 2012 年以色列做
过的一项实验中，一群工
科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分
别对着电脑和纸质图书
阅读同一材料，然后回答
提问。之后发现，纸质书
比电脑阅读更有助于理
解材料。因为阅读是一项
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的
行为。数字阅读则容易让
人注意力分散。

大部分人都有这样的
经验，每每想要查找某些
内容时，却会被另外的内
容吸引。一旦打开新的链
接，可能就意味着你已经脱离了最先的初
衷，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阅读领域。许多人上
网之初也许是为了读一条感兴趣的新闻，
但几十分钟后却发现自己在购物网站上寻
找最新产品。“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当初
为什么出发。”这句话可谓对网络阅读的最
好描述。

与需要耐心的传统阅读相比，数字阅
读堪称“耐心杀手”。比如微博，浏览一个微
博页面只要几分钟，眼睛在每条微博上停
留的时间只有几秒。不断地扫视、浏览、搜
寻感兴趣的关键词、点击阅读———这个过
程因为信息的丰富性、多样性而足够刺激，
但显然不足以锻炼耐心。一本优秀的图书
通常是有内在的逻辑框架的，只有进入这
一逻辑框架，才能说是阅读。而网络内容特
别是微博这样的社交媒体每一条都互不关
联，跳跃性的阅读当然谈不上深入和逻辑
了。

因此，国外有专家表示，这种前几行仔
细阅读，后面则快速浏览的“F 型阅读”方
式，一旦成为人们的阅读习惯，就难以再适
应传统阅读的慢速、品味和思考的阅读方
式。

速读是社会快速发展的产物

使用电子产品阅读是否让人的阅读理
解力下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
研究员霍桂桓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
表示，现在整个纸质书籍、报刊行业都几乎
成为夕阳产业，通过电子产品阅读是大势
所趋。“而且有些电商推出的电纸书和书籍
并无区别。”霍桂桓说，“因此不能仅通过人
们阅读的是哪种形式的书籍就判断人们阅
读能力高低或者阅读量多少。”

“现在很少有人像我们那一代捧着书
本慢慢阅读了。”霍桂桓告诉记者。在他眼
中，现代每个人都像高速旋转的陀螺，像条
件反射一样停不下来。电子产品让他们随
时可以利用碎片时间进行充电，其实并不
是件坏事。“其实人们的阅读习惯和社会发
展有很大关系，如今快餐店林立，生活节奏
快，所以阅读也变得紧凑。”霍桂桓说，“我
反而觉得人们的阅读量比以前更大了，而
且阅读获取的信息量也更高。”

阅读也重要

成人的社会也影响着孩子，显然这股
数字阅读的风潮也席卷了那些尚未形成良
好阅读习惯的未成年人。所以，针对这一人
群，中国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曾在媒体上呼
吁：“在电脑高度普及的情况下，应呼吁全
社会，特别是青少年，要注重阅读，尤其是
朗读。过去我们经常用书声琅琅来形容我
们的校园，现在我们的校园变得沉寂起来
了，读书声越来越少了。其实，大拇指是代
替不了我们的喉咙的。”

更有专家们呼吁，一本好的图书关键
在于内容的深刻和文化积累，而好书更需
要人们静下心来、细细体会，高质量的阅读
对于提高国民素质非常重要，学校、家庭乃
至社会都应营造一种科学读书的氛围。

学过物理的人都知道，I（电流）=U（电压）
/R（电阻）是欧姆定律的数学表达式，它表明了
导体中的电流强度 I 与它两端的电压 U 成正
比，跟它的电阻 R 成反比。

如此简单明了的定律，其发现过程却一点
都不简单。1820 年，德国物理学家欧姆开始系
统地研究电学理论。当时，在电的研究中，科学
家们隐约地感觉到电流有一些神秘的规律，但
由于没有一种稳定的电源，也没有一种较精确
的测量电流强度的仪器，致使探索电流规律的
工作十分艰难。

欧姆受到傅里叶热传导理论（导热杆中两
点间热流量与两点温度差成正比）的影响，开
始了研究电流定律之路。由于当时缺乏明确的
电动势、电流强度乃至电阻概念，因此适用的
电流计也正在探索中。1821 年，德国物理学家
施威格利用电流的磁效应发明了检流计。这种
仪器主要用来检验电流的有无。从施威格的检
流计中，欧姆受到启发，他把电流的磁效应与
库仑扭秤法巧妙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设计出
一个电流扭力秤。欧姆用扭力秤来测量电流所
产生的磁场对磁针的作用力矩，以此来确定电
流强度。从初步的实验中，欧姆发现电流对磁
针的作用力与导线的长度有关。

为了确定它们之间的定量关系，欧姆做了
反复的实验。他将磁针的中点用金属丝悬挂起
来，使磁针平行地位于导线的上方。当导线通
有电流时，电流的磁场使磁针偏转。若将金属
丝扭转，磁针便重新返回原来的位置。因为磁

针所在处，直线电流所产生的磁场
的磁感应强度正比于导线中的电
流强度。它对磁针的作用力矩等于
磁针处的磁感应强度与磁针磁矩
的乘积，所以扭力秤中金属丝的扭
转角正比于导线中的电流强度。根
据扭转角的大小，欧姆就能相对地
比较不同的电流强度。

当时，欧姆受到法国物理学
家贝克勒尔的启发，选择了一组
截面积相同，长度不同的铜导线作为外电路
进行了实验。从实验的数据中，欧姆发现：当
导线的长度与其横截面面积成比时，它们的
导电率的确相等，而被测导线的长度越长，电
流扭力秤的偏转角越小，两者之间则存在着
反比的关系。经过多次反复实验，欧姆发现了
检流计指针的偏转量和导体长度、串接材料
的电阻率，以及与所加电压之间的关系。

1825 年，欧姆发表第一篇论文《涉及金属
传导接触电的定律的初步表述》，论述了电流的
电磁力的衰减与导线长度的关系。进而，他通过
实验测定了不同金属的电导率。1826 年，欧姆
的第二篇论文《金属导电规律的确定及伏打电
池和施威格检流计的理论要点》发表了。第二
年，又发表了第三篇论文，题目是《伽伐尼电池
的数学论述》，终于总结出了欧姆定律。欧姆定
律从发现至今已 170 余年了，无数的实践都证
明了它的正确性，它已成为现代电学和电工学
最基本的规律之一。 （原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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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布料点颜色看看
姻本报见习记者 袁一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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