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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7 日凌晨，福建省屏南县

委宣传部发布消息，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中国现存最长木拱

廊桥——福建宁德屏南万安桥突

发大火。目前明火已被扑灭，暂无

人员伤亡。

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万

安桥失火后主体已基本烧毁坍塌，

目前仅留有部分框架。

万安桥曾在 2006 年 5 月作为

“闽东北廊桥”之一入选为第六批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根据文献

记载，该桥始建于北宋，距今已有

超 900 年历史。历史上曾多次遭火

灾、洪水损毁，后又经历数次修葺。

此次失火前的万安桥曾于 1952 年

被大水部分冲毁，1954年由当地政

府进行重修。

根据最新消息，目前火灾具体

原因仍在调查。古建保护专家、故

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周乾认为，通常

来说此类木质廊桥的起火原因包

括人为原因和自然原因。人为原因

即人为失火，如用火不慎、故意纵

火等；自然原因即因雷击、高温等

非人为的直接原因引发的火灾。但

周乾认为，无论是何种原因引起的

火灾，按理说都可以通过提前预警

或日常预防等措施有效避免对古

桥的大面积伤害。

周乾指出，从我国古代建筑史

上看，我国古桥多以石质材料为主，

木质古桥非常少。“主要是因为木材

怕潮湿，在潮湿环境中容易腐朽，导

致桥体受力性能降低，易损坏，所以

纯木质的古桥存世较少。”周乾认

为，万安桥作为我国现存不多的古

代木质廊桥，历史、文化价值极其珍

贵，此次毁于火灾，令人痛惜。

根据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万

安桥失火后，火势迅速蔓延至整个

桥体，短短数分钟内，整座古桥便

身陷火海。对此，周乾分析说：“整

个廊桥均为木材营建，构件之间多

为木质榫卯连接，因而一处着火就

很容易引燃整座木桥，造成‘火烧

连营’的局面。”

关于万安桥是否还有重建可

能，周乾表示这还需要经过专家的

深入论证。但他指出，文物具有不

可再生性，此次万安桥失火，造成

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即使重建，

重建后的万安桥也应属于新建建

筑，仅与原有文物有着外观的相似

性。“更确切地说应该叫‘仿古桥’，

与原有桥体相比，新桥无论在建筑

材料、建筑工艺、建筑艺术，还是其

中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等方面，都

是无法相比的。”

此次万安桥发生火灾，无疑为

我国木结构古建筑的防火保护，再

次敲响了警钟。周乾表示，其实我国

古代对于木结构古建的防火保护有

着不少优秀做法。以故宫为例，首先

是保证救火水源充足。故宫内的金

水河，及各大宫殿前贮满水的铜缸

或铁缸，都能够在第一时间为救火

提供充足水源；其次则是在木结构

建筑间加入防火的砖石材料，可以

避免火势迅速蔓延至相邻建筑。此

外，故宫内专设的“八旗火班”“激桶

处”等消防管理机构，通过设立严格

的防火章程、定期举行消防演习、进

行防火巡查等措施，能够较好地保

护木结构古建筑免受火灾损毁。

而随着现代科技发展，火灾预

警装置、自动喷淋装置、机器人灭火

装置等现代科技设备，也能够为木

结构古建筑防火及火灾扑救提供更

为有效的手段。 （据《科技日报》）

从健康监测、健身追踪器到虚

拟现实耳机，可穿戴电子产品已成

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美国华

盛顿大学研究人员近日在《先进能

源材料》杂志上发表论文称，他们

首创了一种柔性可穿戴热电设备，

能将体热转化为电能。该设备具有

通常很难结合起来的特性：既柔软

又可拉伸，既坚固且高效。

华盛顿大学机械工业助理教授

穆罕默德·马拉库迪说：“如果我们

将浪费在周围环境中的热能收集起

来，这就是100%的收益。但要将这种

能量用于自供电电子设备，需要更

高的功率密度。利用3D打印制造出

的可拉伸电子产品，能提高效率并

使其无缝集成到可穿戴设备中。”

研究人员制造出一种原型设

备，即使在 30%的应变下进行了

15000 多次拉伸循环后，仍保持完

整功能，这对可穿戴电子设备和柔

性机器人非常理想。与以前的可拉

伸热电发电机相比，该设备的功率

密度提高了6.5倍。

为制造这种原型设备，研究人

员3D打印了在每一层都具有工程

化功能和结构特性的复合材料，填

充材料含有液态金属合金，可提供

高导电性和导热性。这些合金解决

了以前设备的局限性，包括无法拉

伸、低效热传递和复杂的制造工艺

等。该团队还嵌入了空心微球，将

热量引导至核心层的半导体，并减

轻了设备的重量。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可将这种

设备打印在可拉伸的纺织面料和

曲面上，这表明未来的设备可以应

用于服装和其他物体。该研究的一

个独特方面是，它涵盖了从材料合

成到器件制造和表征的整个范围，

这让研究人员可自由地设计新材

料并发挥创造力。（据《科技日报》）

3D打印柔性可穿戴设备用体温发电

加拿大出土
3万年前猛犸象幼崽尸体

加拿大西北部冻土层出土一具保存完好的猛犸象幼崽尸体，据称

为北美出土的第一具近乎完整的猛犸象尸体。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加拿大育空地区克朗代克一座

金矿的矿工21日发现这具猛犸象尸体。当地政府发布声明说，这是一

头雌性猛犸象幼崽，可能在3万多年前死亡。

当地原住民用他们的语言命名这头猛犸象Nun cho ga，意为“大

个头动物幼崽”。研究人员估计，如果这只猛犸象幼崽“长大成人”，其

肩高可接近4米。

参与发掘工作的地貌学家丹·舒加在社交媒体上发消息说，这头

猛犸象尸体保存完好，脚指甲、皮、毛、象鼻和内脏均保存下来。

猛犸象最早在70万年前出现在今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带，后来逐

渐游荡到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北部一带。约4000年前，最后一批猛犸

象灭绝。 （据新华社报道）

●截至目前，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

镜已发现660余颗新脉冲星。“中国天眼”于2016年9月25日落

成启用，是目前全球最大且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近年来，“中国

天眼”在快速射电暴起源与物理机制、中性氢宇宙研究、脉冲星搜

寻与物理研究、脉冲星测时与低频引力波探测等方向持续产出成

果，极大拓展了人类观察宇宙视野的极限。

●英国深层思维公司日前宣布，该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程序

阿尔法折叠已预测出约100万个物种的超过2亿种蛋白质的结

构，涵盖科学界已编录的几乎每一种蛋白质。

●近日，由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等机构进行的一项新研究认

为，珊瑚在海水中发光是为了引诱猎物。研究发现，许多珊瑚呈现

出荧光颜色的图案，突出它们的嘴或触手尖端，这说明珊瑚发光

就像生物发光一样，是吸引猎物的一种机制。

木结构古建筑该如何进行防火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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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短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