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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萨斜塔之谜
□方  芳
最近，小米姐姐在网上看到一张图，觉得很有趣，想和同学们分享一下。这张图的画面，是位于意大利的比萨斜塔。这
个塔的高度不足60米，其特别之处在于，它是斜的，与地面的倾斜角度是3.99度。更有趣的是，有人出了一道题，问：
怎么能让比萨斜塔变得比斜更斜？这个问题，小米姐姐觉得有些烧脑……怎么样，同学们想到答案了吗？

图1
想不出答案没关系，同学们不妨先看看图1。你们觉得，这左右图中的大本钟，哪个更斜一些？小米姐姐越看吧，越觉得
是右边这个斜度更大些。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小米姐姐在学习后了解到，这个主观判断是不科学的，也是不正确的。
因为实际情况是：左右两座钟一样斜！
同学们再看看图2，看出什么问题了吗？左右两边的照片明明是同一张，但并排放置时，其中的道路方向看起来却会变得
不同。
图2
这种视错觉被称为“斜塔错觉”，因为一开始，人们是从两张并排的比萨斜塔照片上发现了它。其实，只要是从近往远
看的道路、建筑之类的照片，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

图3比萨斜塔
这种错觉，其实来自人脑重建三维世界空间关系的机制。人眼感知外界，是通过光线在视网膜上的投影，这决定了视觉
系统所接收到的原始视觉信号，其实都是二维的。我们能看出物体之间的空间关系，这得益于大脑对视觉信号的分析加
工，它会通过各种线索来进行三维重建。
当看到两张相同的照片，并排贴在一起时，我们还是容易把它看成一幅整体的画面，并从整体的角度，去考虑其中的空
间关系。

图4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一张整体的照片，从（图4左）这个角度，拍到了两条彼此平行的建筑物或者是塔，那么它们在平
面上，其实不应该是平行的。因为近大远小的规律，两条向远处延伸的平行线，应该看起来越靠越近才对，大脑也会根
据这个规律，把它们的空间关系重建出来。而如果是真的是在画面中平行（如图4右），那么重建出来的空间位置反而不
应该是平行的，而是彼此越离越远。因此，把两张相同的并排图片，看成角度不同的样子，这其实也是很合理的事情。
所以，同学们知道答案了吧，让比萨斜塔变得比斜更斜，只需把同一张照片贴上两次，左右并排放置。（文图皆选自果
壳网）

百科小补丁
臭袜子，不能小瞧
温度回升，天气渐热，动动更易出汗了。没错，这汗水流多了，会有汗臭味，不过它还有其他用途哟。
如果细菌可以驱动生物电池，然后做成可穿戴的电子产品，那么我们的汗水，就可以为电池提供动力了。纽约州立大学
以及宾厄姆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生物电池，这种生物电池是由纺织品制成，由细菌驱动，可以像一块布料一
样拉伸和扭曲。
在宾厄姆顿大学，有很多关于生物电池的电力研究，或与蓄电池有关，或是靠微生物驱动。宾厄姆顿大学电气和计算机
工程学院的教授Seokheun Choi，在之前的研究中，就已经开发出了好几种纸基的柔性电池，其中包括可以由唾液提供动
力的电池，以及一次性的可折叠的纸质电池，后者能够为LED灯供电20分钟。
早在2012年，索尼公司就研发出来利用废纸作为燃料的电池。然而，现在这款电池是基于纺织品的，所以集成到可佩戴
的物品上就更容易些。例如，电池可以用你的汗水，来驱动糖尿病传感器，或者心脏传感器。另外，它也能被制成袜子
或手套穿戴，甚至用来给跑步机供电。
这种完全基于纺织品的，由细菌驱动的生物电池，在以后肯定能被集成到可穿戴的电子设备中。Choi表示：“人体产生
的汗液，可能是维持细菌生存的一种潜在燃料，这样也能保持微生物燃料电池的长期运作。”
尽管这个生物电池，在应用到未来的产品之前，还需要提高发电效率，但是有研究表明，在反复的拉伸和扭转操作中，
生物电池还是可以稳定地产生电力。Choi的研究团队认为这个生物电池，无论是柔韧度还是伸缩延展性，都是极好的，
同时还具有可持续、可再生的环保功能，可以成为一项真正有用的能源技术。
就长期目标而言，则是希望能将这款生物电池，集成到可穿戴的电子产品中，比如袜子和手套等等，同时能够高效地发
电。（选自蝌蚪五线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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