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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温背心”、超材料织物、便携式温度调节器……

把防暑降温“黑科技”穿在身上

日前，我国多地气温“爆表”。 热浪滚滚，人们对于防暑降温的需求愈发迫切。 科学快速发展，

新材料层出不穷，新技术不断落地，一些可穿戴设备正在悄然改变人们应对高温的方式。

超材料织物、“降温背心”……这些“黑科技”降温装备以别出心裁的设计、令人惊叹的效果为

人们带来全新的防暑降温体验，让我们可以免受酷暑煎熬，轻松享受夏日生活。

“降温背心”：

内芯相变材料送清凉

炎炎夏日， 稍一活动便汗流浃

背。“空调背心”以其独特的设计和

功能， 为高温环境下工作的人员带

来舒适体验。

“空调背心”主要由

3

个部分组

成：一个内置冷却液的背心、一个圆

柱形的制冷单元以及一个电源。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研

究人员张行周介绍，“空调背心”的

制冷单元本质上是一个小型制冷

机， 它通过背心中的冷却液吸收人

体热量， 然后将吸收了热量的冷却

液输送到制冷单元中冷却。 冷却后

的液体再次循环回到背心， 为使用

者送去凉爽， 同时将热量排到外部

环境中。

“空调背心”采用先进的压缩机

变频调节系统， 让使用者能够通过

一个简单的转钮调节背心温度，调

节范围从

18

摄氏度到

25

摄氏度。

一名体验者在室外

37

摄氏度的高

温下穿上这款背心后， 体表温度可

以降至约

30

摄氏度。

在设计过程中， 研发团队曾尝

试将降温载体设计成帽子、短裤等，

但最终发现背心的适用性最广。

张行周介绍， 为了满足特殊行

业工作者的需求， 研发团队特别考

虑了“空调背心”的便携性，对其进

行轻量化处理。 制冷单元重量与

4

瓶矿泉水相当， 背心和电源的重量

各为

0.5

千克， 让用户穿起来感觉

更轻便。

同时，一些用户从事体力劳动，

需要肩扛重物， 不希望设备占用肩

膀的空间。 因此，研发团队只在“空

调背心” 的前胸和后背安装了冷却

剂，给肩膀留出自由活动的空间。

即便“空调背心”研发人员挖空

心思，但随身携带电源，难免会使用

户行动不便。 而采用相变材料制成

的“降温背心”则更胜一筹。

相变材料作为一种新型恒温材

料，具有存储和释放热量的功能，能

够根据环境温度变化在服装周围形

成相对恒定的微气候。 人们将相变

材料的内芯加在背心里， 就相当于

随身携带了一个空调。 它可以根据

气温变化，释放或储存热量，使人体

温度保持在凉爽舒适的范围内。

用户使用这种“降温背心”时，

只需把内芯提前半小时放入冰箱 ，

它就可以在

30

多摄氏度的户外持

续提供

2

个小时的清凉。 相变材料

降温的优势明显， 它不会产生冷凝

水，且环保无污染，可以温和地降低

人体温度。

超材料织物：

太阳辐射反射率

92.4%

找到合适的织物面料， 将其制

成衣物帮助人们降温， 是科学家长

久以来的追求。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陶光明团队

以及浙江大学研究员马耀光团队联

合多家科研单位进行创新， 研制出

无源制冷光学超材料织物。

人体散热过程， 是将热量从皮

下组织传导到皮肤， 再透过衣物向

周围环境散发。 通过衣物进行人体

热量管理，是较高效、便捷的办法。

目前， 基于热传导和热对流原理设

计的衣物能够降低体表温度， 但效

率较低。

超材料织物由可生物降解的聚

乳酸纤维与二氧化钛复合后形成的

二氧化钛———聚乳酸纳米 粒 子 组

成，具有独特的光学特性。 同时，研

究人员在织物表面覆压防水透气的

聚四氟乙烯薄膜， 使其制作的衣服

穿起来更舒适。

测试结果显示， 这种超材料织

物的太阳辐射反射率高达

92.4%

。

它能够将太阳光谱分解， 可全面阻

挡紫外线。

陶光明说， 把用无源制冷光学

超材料织物制成的衣服穿在身上，

就像背着一面镜子。

为了进一步验证其效果， 研究

人员进行了一项实验， 让一名实验

者穿着一半是棉一半是无源制冷光

学超材料织物制成的背心， 在太阳

下暴晒。 实验结果显示，两种材料覆

盖区域的温差达到

3.4

摄氏度。

除提供凉爽的穿着体验， 无源

制冷光学超材料织物还有其他优

势。 这种超材料织物的纤维韧性强，

足以承受缝纫机的加工， 可以在其

表面进行图案印染。 与普通材料相

比， 用这种超材料织物制作衣物的

成本仅较普通衣物高

10%

。

便携式温度调节器：

利用珀耳帖效应降温

日本某公司研发出的可拆卸便

携式温度调节器， 虽然个头仅有鼠

标大小，但却拥有独特功能。 它基于

珀耳帖效应，结合热设计技术，被贴

身放置时能够悄无声息地调节体感

温度。

珀耳帖效应是指电流在通过不

同导体时，会在接触点产生吸热或者

放热效应。 研发人员利用这一原理，

使便携式温度调节器能够显著降低

或提升体感温度。 数据显示，便携式

温度调节器可以使体感温度下降

13

摄氏度或上升

8.3

摄氏度。 这意味

着， 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寒冷冬日，

它都能够提供相对适宜的温度。

为了确保穿戴的舒适性和隐蔽

性，研发人员还对便携式温度调节

器进行了精心设计，其尺寸小于一

部

5

英寸的手机， 厚度仅

20

毫米，

重量轻至

85

克，可以轻松隐藏在正

装或休闲装下。 除此之外，该公司

还专门推出了一款特制

T

恤，其背

后有口袋 ，方便放置便携式温度调

节器。

不仅如此， 用户可以通过蓝牙

将便携式温度调节器与智能手机连

接， 通过手机应用程序调节它的温

度和风量， 实现加热与冷却的自如

切换。 用户还可以设置设备的关机

时间，以满足不同的使用场景需求。

目前， 便携式温度调节器可以持续

工作

90

分钟 ， 充电时间约为

2

小

时。 在待机状态下，电池续航能力可

以达到

24

小时。

（都芃）

锂离子电池

回收技术瓶颈获突破

日前，发表在《高级功能材料》杂志上

的一项最新研究中， 美国莱斯大学研究人

员描述了一种使用微波辐射和易于生物降

解的溶剂进行选择性锂回收的快速、 高效

且环保的方法。 研究结果显示，新工艺可以

在短短

30

秒内回收废旧锂离子电池（

LIB

）

阴极中多达

50%

的锂， 突破了

LIB

回收技

术中的一个重大瓶颈。

目前，锂这种银白色金属需求量很大，

面临供不应求的局面。

传统从废电池中回收锂的方法会对环

境造成污染，且效率极低。 这主要是由于回

收过程中锂受到污染和损失， 同时回收过

程能耗太大。 由于锂通常在其他金属之后

才会析出， 研究人员试图找出专门针对锂

的回收方法。

此次，研究人员使用氯化胆碱和乙二

醇的混合物作为深共晶溶剂（

DES

）。 他们

此前已发现，在

DES

浸出过程中，锂会被

氯化胆碱中的氯离子包围并被浸出到溶

液中。

为了浸出钴或镍等其他金属， 氯化胆

碱和乙二醇都必须参与该过程。 在这两种

物质中，只有氯化胆碱擅长吸收微波，于是

研究人员将电池废料浸入溶剂中， 并用微

波照射， 从而能够选择性地从其他金属中

浸出锂。

将微波辐射用于此过程类似于厨房微

波炉快速加热食物。 能量直接传递给分子，

使反应比传统加热方法快得多。

使用微波工艺 ， 研究人员发现浸出

87%

的锂需要

15

分钟， 而通过油浴加热获

得相同的回收率则需要

12

小时。 这种突破

性方法可极大改善锂离子电池回收的经济

性和对环境的影响， 为解决日益严重的全

球问题提供了可持续的新方案。

（张佳欣）

毛毛虫会感知

捕食者静电场

日前，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生物学家对

毛毛虫的研究显示，至少有

3

种毛毛虫能够

感知捕食者产生的静电场并做出反应。

以往研究表明， 许多动物在移动时会

释放出静电荷。 在最新研究中，团队重点分

析了毛毛虫和黄蜂。 毛毛虫身上有丰富的

刚毛，可以作为一种静电感应“设备”。黄蜂

则以毛毛虫为食， 当它们在空中快速移动

翅膀时，可能会产生静电荷。

为测试这些物种， 研究人员首先捕捉

了黄蜂， 发现它们在拍打翅膀时确实会产

生静电场。 而且，随着翅膀活动的变化，电

荷量也易于测量。

研究人员随后捕获了

200

多只毛毛

虫，它们分别是朱砂蛾、稀有蜡蛾和欧洲孔

雀蝶的幼虫。 在实验室，研究团队测试了这

些毛毛虫对人工产生的静电场的感知和反

应能力， 这种静电场可以模拟黄蜂产生的

静电场。

结果显示 ，

3

种毛毛虫对静电的反应

都非常明显， 而当电场与黄蜂通常产生的

电场相一致时，毛毛虫的刚毛反应最强烈。

研究人员认为， 毛毛虫的刚毛已进化到可

以感知黄蜂和其它捕食者的静电场。

（刘霞）

中石化朔州石油

大力拓展充电市场

“加油站也能充电了！ 真是太好了。 ”

近日， 在中石化建设北加能站给爱车充电

的王师傅感叹道。 近年来，中石化朔州石油

加快构建“油气

+

新能源” 的多能互补格

局，充分发挥网点优势，建设光伏发电站，

并加大对新能源车主的服务， 增设充电桩

等设施，为实现“双碳”目标添砖加瓦。截至

目前 ， 在朔州

8

个站点建成

62

个充电车

位，加速拓展充电市场，不断向“油气氢电

服”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型升级。

（边伟涛）

连日高温，上海酷暑

难耐，上海二十冶的罗泾

安置房项目工地上，建设

者们汗如雨下， 坚守岗

位。 公司心系一线，送去

清凉与关怀， 防暑套装、

洗护用品等实用慰问品，

传递着企业对员工的深

切关怀。

这份清凉，不仅缓解

了身体的燥热，更温暖了

人心， 激发了团队凝聚

力。 建设者们纷纷表示，

将这份关怀化作动力，继

续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

为城市发展贡献力量。 高

温虽烈，但建筑人的热情

与决心，让这份“热”度不

减反增。 史立璞 摄

高温下的坚守：建筑人的使命与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