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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觉是我们感知世界的重要手段，但
与视觉、听觉相比，嗅觉常被认为是人类反
应最慢的感官。近日，基于自主开发的一
款高时间分辨率嗅觉仪，中国科学院心理
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发现人类嗅觉的时间分
辨率可以媲美视觉。

人类的视觉、听觉对时间的分辨能力通
常以“毫秒”为尺度来计算，相比之下，人们对
自身嗅觉时间分辨能力的了解则十分有限。

“这主要是因为不同气味释放的时间很难精
确控制，这就阻碍了对人类嗅闻速度和我们

区分气味能力的准确评估。”中国科学院心理
研究所研究员周雯告诉科普时报记者。

周雯介绍，此款嗅觉仪能够在一次自
然的吸气中将不同气味依序呈现至鼻腔，
并对气味间的时间间隔进行高精度控制，
时间控制精度达到18毫秒，相当于普通液
晶显示屏一帧的时长。

有了这款“利器”，研究人员又招募了
229名受试者参与嗅觉实验。“我们请这些
受试者嗅闻按不同顺序释放的气味，并将
这些气味分子释放的相对时间间隔控制在
约20-400毫秒，以测查受试者的嗅觉时间
敏感性。”周雯说，受试者需识别呈现的气
味总成分，如苹果、洋葱、柠檬等，并对其相
似性作出评分。

研究结果表明，当两种气味分子释放
的间隔仅为60毫秒时，受试者即可分辨出
由两种气味组成的气味序列的异同。

（据《科普时报》）

在当今的数字时代，视频已成为
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
短视频平台到高清电影，视频质量的
高低直接影响着我们的观看体验。
然而，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视频参
数如分辨率、高清、超清、2K、4K、8K、
标清、码率、帧率等概念可能略显复
杂。本文将深入浅出地介绍这些基
本概念，并通过实例计算视频大小和
清晰度，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应用
这些知识。

一、分辨率：像素的集合
分辨率是指视频画面在一定区域

内包含的像素点的数量。像素是构成
图像的最小单位，每个像素都有特定
的颜色和亮度。分辨率通常以“宽×
高”的形式表示，如1920×1080，这
代表视频的水平方向有1920个像素，
垂直方向有1080个像素。

美 国 电 影 电 视 工 程 师 协 会
（SMPTE）制定了一系列的高清数
字电视格式标准，其中包含了常用
的分辨率标准：

720P：其有效显示格式为1280×
720，采 用 逐 行 扫 描（Progressive
scanning）方式。

1080P：其 有 效 显 示 格 式 为
1920×1080，也是采用逐行扫描方式。

1080i：与1080p相对，1080i采

用隔行扫描（Interlace scanning），
也是1920×1080的分辨率。这种格
式在传输过程中可能提供更高的帧
率，但图像质量相对于1080p可能会
有所降低。

2K：水平分辨率达到约2000像
素，最标准的 2K分辨率为 2048×
1024，常见的 2K分辨率为 2560×
1440（16：9）。

4K：UHDTV1 由 SMPTE ST
2036-1 标准定义的 VHD 超高清
系 统 ，其 分 辨 率 为 3840×2160
（16：9）。

8K：UHDTV2 由 SMPTE ST
2036-1标准定义的VHD超高清系
统，分辨率达到7680×4320。
二、高清、超清、2K、4K、8K的区别

这些术语主要描述了视频的
分辨率水平，从低到高依次为标
清、高清、2K、4K和 8K。随着分辨
率的提升，视频的细节更加丰富，
画面更加细腻。

标清：是指物理分辨率在1280P*
720P以下的一种视频格式，具体来
说，是指分辨率在 400 线左右的
VCD、DVD、电视节目等，即标准清晰
度的视频格式。

高清（HD）：视频垂直分辨率
不低于 720p 或 1080i，相较于标
清，高清视频提供了更高的清晰度
和更广的色域，适合大屏幕电视和
网络流媒体播放。

超清（Ultra HD或4K）：超清视
频的分辨率是高清的四倍，能够呈现
更多的细节和色彩层次，是目前高端
电视和电影的标准。

三、帧率：动态画面的流畅度
帧率是指每秒显示的画面帧数。

帧率越高，画面越流畅，动态效果越
好。常见的帧率有 24fps、30fps、
60fps等。

24fps：电影行业的标准帧率，足
以捕捉并展现大部分动态场景。

30fps：网络视频和电视节目的
常见帧率，提供更为流畅的观看体验。

60fps及以上：高帧率视频在快
速移动的场景中表现出色，但并非所
有设备都支持高帧率播放。

四、码率：数据传输的速率
码率（Bitrate）是指单位时间内

（通常是1秒）传输的数据量，单位是
bps（比特每秒）或kbps（千比特每
秒）。码率越大，单位时间内传输的数
据量就越多，视频质量也越高，但文件
体积也会相应增大。

视频码率与清晰度、流畅度密切
相关。在相同分辨率下，码率越高，视
频画面的细节保留越多，画质越清
晰。然而，过高的码率会导致文件体
积过大，不利于存储和传输。

五、视频大小的计算
一个完整的视频文件通常包含音

频和视频，在计算视频文件大小的时
候通常要将二者的体积相加，其公式

为：视频大小=（音频码率+视频码
率）*时长（秒）/8，以图3为例，其文
件 大 小 为（1238 + 125）*300/8≈
49.9M，与系统统计出来的相差不大。

六、清晰度与观看体验
视频的清晰度不仅取决于分辨

率，还受到码率和帧率的影响。高
分辨率（如 4K、8K）提供了更多的
像素点，使得画面更加细腻；高码率
则保留了更多的细节和色彩信息，
减少了压缩带来的失真；高帧率则
使得动态场景更加流畅自然。

然而，要获得最佳的观看体
验，还需要考虑播放设备和网络环
境。高分辨率和高码率的视频文
件较大，需要更快的网络速度和更
大的存储空间。同时，不是所有设
备都支持高分辨率和高帧率的播
放，因此在制作和分发视频时需要
考虑目标受众的设备和网络条件。

七、总结
本文介绍了视频参数中的分辨

率、高清、超清、2K、4K、8K、标清、码
率和帧率等基本概念，并通过实例计
算了视频文件的大小。这些参数共同
决定了视频的清晰度和观看体验。在
实际应用中，我们需要根据具体需求
选择合适的参数组合，以平衡视频质
量、文件大小和播放流畅性之间的关
系。希望本文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
和应用这些知识。

（据科普中国）

直升机，是人们飞向蓝天，实现
飞行梦想的重要工具。在古代，就有
先人开始研究如何飞行，最早的直升
机设计思想就起源于我国古代。

1907年8月，法国发明家保罗·
科尔尼研制出一架全尺寸载人直升
机，并在同年11月13日试飞成功。
这架直升机被称为“人类第一架直升
机”。这架名为“飞行自行车”的直升
机不仅靠自身动力完成了垂直升空，
而且还连续飞行了20秒钟，实现了
自由飞行。

◆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架直升机

1907年11月13日，世界上第一
架有人驾驶的直升机试飞成功。随
着它的升空，该机的设计者保罗·科
尔尼的名字被后世所牢记。科尔尼
作为伟大航空先驱这一名号是后人

“加封”的，1907年他尝试飞行时，身
份还是自行车修理工，与未出道的莱
特兄弟是同行。在11月 13日那一
天，科尔尼驾驶这架直升机进行了多
次试飞，最好的一次，曾在1米以上
的高度保持留空20秒，这是相当了
不起的成绩，也被视为直升机技术发
展史上一座辉煌的里程碑。

科尔尼的直升机主体结构为一
根V形钢管，机身由V形钢管和6个

钢管构成的星形件组成，前后各配置
一副旋翼。发动机（24马力的8缸活
塞发动机）和飞行员位于机体中部。
发动机的动力通过两根皮带分别传
递到前后旋翼，驱动它们以相反的方
向旋转，这样可以抵消彼此产生的反
扭矩，保持机身稳定。

科尔尼在控制问题上动了不少
脑筋。他通过钢索控制两副旋翼的
桨距（也就是桨叶相对于水平面的
倾斜角度）来控制总升力的大小，这
一点与后来的现代直升机如出一
辙。直升机前后各有一片可以控制
偏转的控制面，科尔尼希望它们可
以引导旋翼的下洗气流，从而实现
直升机的转向。

通过试验，科尔尼发现自己设计
的操纵系统效果并不好，无法实现有
效的可控飞行，当时又找不到更好的
解决方案，不久他就放弃了这一设
计。不过，科尔尼的尝试仍然值得纪
念。2007年，法国航空航天博物馆
专门制作了一架科尔尼直升机复制
品，陈列在馆里供人参观。

◆中国竹蜻蜓为直升机发明提
供了启示

中国的竹蜻蜓和意大利人达·
芬奇的直升机草图，为现代直升机

的发明提供了启示，指出了正确的
思维方向，它们被公认是直升机发
展史的起点。

竹蜻蜓又叫飞螺旋和“中国陀
螺”，这是我们祖先的奇特发明。有
人认为，中国在公元前400年就有了
竹蜻蜓，另一种比较保守的估计是在
明代（公元1400年左右）。这种叫竹
蜻蜓的民间玩具，一直流传到现在。

现代直升机尽管比竹蜻蜓复杂
千万倍，但其飞行原理却与竹蜻蜓有
相似之处。现代直升机的旋翼就好
像竹蜻蜓的叶片，旋翼轴就像竹蜻蜓
的那根细竹棍儿，带动旋翼的发动机
就好像我们用力搓竹棍儿的双手。
竹蜻蜓的叶片前面圆钝，后面尖锐，
上表面比较圆拱，下表面比较平直。
当气流经过圆拱的上表面时，其流速
快而压力小；当气流经过平直的下表
面时，其流速慢而压力大。于是上下
表面之间形成了一个压力差，便产生
了向上的升力。当升力大于它本身
的重量时，竹蜻蜓就会腾空而起。直
升机旋翼产生升力的道理与竹蜻蜓
是相同的。

意大利人达·芬奇在1483年提
出了直升机的设想并绘制了草图。

19世纪末，人们在意大利米兰图
书馆发现了达·芬奇在1475年画的
一张关于直升机的想象图。这是一
个用上浆亚麻布制成的巨大螺旋体，
看上去好像一个巨大的螺丝钉。它

以弹簧为动力旋转，当达到一定转速
时，就会把机体带到空中。驾驶员站
在底盘上，拉动钢丝绳，以改变飞行
方向。西方人认为，这是最早的直升
机设计蓝图。

◆世界第一架具有正常操纵性
的直升机

1936年，德国福克公司在对早
期直升机进行多方面改进之后，公
开展示了自己制造的FW-61直升
机，1年后该机创造了多项世界纪
录。这架直升机被直升机界认为是
世界上第一架真正意义上试飞成功
的直升机。

FW-61直升机是一架机身类似
固定翼飞机，但没有固定机翼的大型
双旋翼横列式直升机，它的两副旋翼
用两组粗大的金属架分别向右上方
和左上方支起，两副旋翼水平安装在
支架顶部。桨叶平面形状是尖削的，
用挥舞铰和摆振铰连接到桨毂上，用
自动倾斜器使旋翼旋转平面倾斜进
行纵向操纵，通过两副旋翼朝不同方
向倾斜实现偏航操纵。

FW-61的动力装置是一台功率
140马力的活塞发动机。这是世界
上第一架具有正常操纵性的直升
机。该机时速100-120公里，航程
200公里，起飞重量953公斤。

（据科普中国）

最近大风降温，很多人已经穿上了羽绒服。你知道自己身上穿的羽绒服
是用鸭绒还是鹅绒填充的吗？

在选购羽绒服的时候可以发现，有些羽绒服会针对“鹅绒填充”进行宣传，称
鹅绒比鸭绒更保暖，因此，鹅绒羽绒服的定价也比鸭绒更高一些。那么，鹅绒和鸭
绒有什么区别呢？

鸭绒生长期到成熟期40天；菱节较大，且集中在小羽枝末端。
鹅绒生长期到成熟期100天；绒朵更饱满，绒纤维更长；菱节小且平均，距度

空间大，蓬松性回弹性更好；相同密度下，鹅绒的锁热孔更多；绒朵更大不易钻绒。
在价格方面，鸭绒相对于鹅绒更便宜。这主要是因为鸭绒的产量较大，价格

相对较低，而鹅绒的产量较小，价格相对较高。对于预算有限或者对保暖性能要
求不高的朋友来说，选择鸭绒羽绒服可能更加经济实惠。

鹅绒的保暖性能优于鸭绒？
其实，这个说法太过绝对。
鸭鹅的生长周期越长，它的羽绒成熟度越高，保暖性也就越强。在种类相同

的情况下，成熟度越高的禽鸟产生的羽绒质量越好。
在成熟度相同的情况下，鹅绒的质量大多好于鸭绒。鹅的羽毛相对于鸭的

羽毛更柔软、更细密。鹅绒在填充后可以形成更加细密的绒朵，从而在同样填充
量的情况下提高保暖性能。

但值得一提的是，年龄老一些鸭子的绒会好于年幼的鹅的绒。除此之外，还
有一种保暖性更好、更稀少也更贵的优质绒——绒鸭绒。

所以，单纯看填充物的种类来辨别羽绒服的好坏是不科学的。
饮食习惯不同，鹅绒异味小

鸭子是杂食动物，羽绒的油脂含量高，所以气味也会比较重。鹅是草食动
物，羽绒的气味就比较轻微。

气味一直都是鹅绒与鸭绒对比的焦点，但某些说法“鸭绒比鹅绒异味重”是
不对的。实际上，鹅绒、鸭绒的生产加工过程都一样，符合标准的鹅绒、鸭绒都是
无味、无害的，而有异味的鹅绒、鸭绒都不符合标准。

为什么不用鸡绒做羽绒服？
原因是鸡绒产量较小。鸡绒结构非常单薄，成不了绒朵，蓬松性较差，难以

锁住大量静止空气，因此保暖性较差。而且鸡绒的柄比较突出，如果用作填充物，
可能会戳破面料，所以鸡绒不会被用作羽绒服的填充物。

怎么保养，羽绒服才能一直保暖？
1.减少清洗次数、用中性洗衣液
许多朋友可能都会发现，羽绒服洗一次就会变得不那么暖和。因此羽绒服

尽量减少水洗。如果局部脏了，可以使用中性洗衣液，用热毛巾擦除。
2.避免暴晒
蛋白质纤维最忌讳暴晒，为了避免面料和羽绒的老化，洗完的羽绒服放在通

风处晾干即可。
3.不宜挤压
收纳羽绒服时不要折叠，避免羽绒挤压成团；最好将羽绒服悬挂存放。
4.防潮防霉
换季收纳羽绒服时，最好用透气的整理袋套在羽绒服外面，然后放在通风干燥处。阴

雨天时一定要检查一下以防受潮。若是发现羽绒服受潮出现霉点，可以用棉球蘸酒精擦
拭，再用干净的湿毛巾擦干净晾干收好。

值得一提的是，以前用洗衣机洗羽绒服，有可能发生爆炸的危险，但新国标规定，“所有
羽绒服都要适合水洗，尤其推荐用滚筒洗衣机机洗。”

祝大家都能买到既好看又好穿的羽绒服。 （据科普中国）

在享受完一顿热气腾腾、香气四
溢的火锅盛宴后，我们常常会面临一
个尴尬的问题——衣服上那挥之不
去的火锅味儿。这股味道就像一个
顽固的“小怪兽”，怎么赶都赶不走，
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形象和穿着体
验。那么，为什么这火锅味儿会如此
难以散去呢？

火锅味儿难以消散，其实是多种
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首先，火锅在
烹饪过程中，里面的油脂和香料成分
在高温的“催化”下大量挥发。这些微
小的油脂颗粒和香料分子就像一个个

“小伞兵”，在空中飘荡，一旦遇到衣
物，就会附着其上。而且，这些油脂和
香料往往具有较强的附着力，就像胶
水一样，紧紧地“抓”住衣物纤维，使得
味道难以轻易去除。

衣物材质也是影响火锅味残留的
关键因素。像棉质和羊毛这类材质，
它们的纤维结构就像是一张张细密的

“小网”，有着较大的表面积和丰富的
孔隙。这些特点使得它们在接触到火
锅味时，更容易吸附异味。就好比海
绵吸水一样，棉质和羊毛材质的衣物
会将火锅味“吸”进去，然后长时间地
保留在其中。

此外，通风情况对火锅味的留存
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无论是在火
锅店那相对封闭的环境里，还是在家
中空气流通不畅的空间，异味都很难
有机会逃散。如果没有良好的通风条
件，那些附着在衣物上的火锅味分子
就会一直聚集在衣物周围，不断地“骚
扰”我们的嗅觉。

既然我们知道了火锅味难以散去
的原因，那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可
以将其去除呢？答案是肯定的。

一种简单又实用的方法是自制清
水加柠檬汁喷雾。准备一个小喷雾
瓶，在100毫升的清水中加入3-5滴
柠檬汁。柠檬汁就像是一位神奇的

“清洁小卫士”，它所含的酸性成分能
够中和火锅味中的一些异味分子。将
调配好的喷雾轻轻喷洒在衣物上，然
后把衣物挂在通风良好的地方晾干。
在通风的过程中，随着空气的流动，异
味分子会逐渐被带走，衣物也会慢慢
恢复清新。

通风和日晒也是不错的选择。阳
光中的紫外线有着强大的能量，就像
是一把把“小扫帚”，可以帮助分解和
驱散衣物上的异味。把衣物挂在通风
处或者阳光下晾晒，让风与阳光充分

发挥它们的魔力。在阳光的照射下，
异味分子的结构可能会被破坏，而风
则会将这些被打散的异味分子吹走，
让衣物重获新生。

使用香氛喷雾或香水也是很多人
常用的办法。当我们将香氛喷雾或香
水喷在衣服上时，那股迷人的香气会
迅速弥漫开来，暂时掩盖住恼人的火
锅味。不过，这种方法只是一种“表面
功夫”，它并没有真正去除火锅味，只
是用一种更令人愉悦的味道将其遮盖
住了。但在紧急情况下，比如马上要
出门却没时间彻底去除异味时，这也
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应急手段。

还有一种方法是利用蒸汽挂烫
机。当挂烫机喷出的热水蒸汽接触到
衣物时，就像是给衣物来了一场“桑拿
浴”。蒸汽的高温和湿度能够松动衣
物纤维中附着的异味分子，然后随着
蒸汽的散发，将这些异味分子一并带
走，让衣物恢复原本的气味。

在去除火锅味的过程中，还有一
些注意事项需要我们牢记。当我们使
用柠檬水或其他清洁剂时，由于不同
衣物的材质对这些液体的反应不同，
所以最好先在衣物不显眼的地方进行
小范围的测试。比如，可以在衣物的

内侧边角处喷一点，观察一段时间，看
看是否会出现褪色、变形等损坏衣物
的情况。如果没有问题，再对整件衣
物进行处理。对于丝绸、羊毛等特殊
材质的衣物，更要格外小心。这些材
质比较娇贵，需要使用温和的清洁剂，
或者尽量避免使用可能会引起褪色或
变形的方法。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
对衣物造成不可挽回的损伤，那可就
得不偿失了。

（据科普中国）

人类第一架直升机的设计灵感
居然是竹蜻蜓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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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嗅觉和视觉一样快？

为什么这火锅味儿会如此难以散去呢？

在收藏火车票等纸质票据时，我们常
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票面上的字迹逐
渐褪色，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与热敏打印
技术有关。

热敏打印技术是一种无需墨盒或墨粉
的打印方式，其原理在于票据上的特殊涂
层。这种涂层含有内酯环结构的无色染
料，当与显色剂接触并受到热量和压力时，
内酯环打开，形成有色化合物，从而实现信
息的“打印”。这种技术因其成本低廉和操
作便捷，被广泛应用于火车票、电影票、超
市小票以及部分照片打印机中。

热敏纸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通过摩擦
产生的热量和压力即可在票面上留下痕
迹，这也是为何我们常看到用手指在小票
上一划，便能留下黑色印记的原因。然而，
热敏打印的票据难以长期保存，因为显色
反应是可逆的，接触阳光和空气会导致字
迹逐渐褪色。

为了长期保存热敏纸票据，需要隔绝
空气和避光。塑封保存并不推荐，因为塑
封过程中的加热可能会导致票据整体变
黑。一些收藏者选择使用小袋子，仅塑封

票据的四周，虽然效果有限，但操作较为繁
琐。不同热敏纸的成分和工艺决定了其保
存时间的长短，而火车票在热敏纸中相对
保存时间较长。例如，避光保存的十年前
的火车票仍可辨认字迹，相比之下，半年前
的电影票可能已字迹全无。

综上所述，热敏打印技术虽然为票据
打印提供了便利，但也带来了保存上的挑
战。对于希望长期保存票据的收藏者而
言，了解热敏纸的特性并采取适当的保存
措施至关重要。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推
移，热敏纸票据的褪色仍是不可避免的现
象，这也许正是时间在这些票据上留下的
独特印记。 （据科普中国）

火车票、电影票为什么会褪色，究竟该怎么保存？

高清、超清、4K、8K……
这些分辨率到底咋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