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的充电习惯对吗？
■ 澜欣

新手机电池电量通常可维持一整天，但
有的手机用了一两年，电池续航能力似乎就
有所下降，可谓手机未“老”电池先“衰”。这
是为什么？如何充电才能使电池更耐用？

电池长期处在高电量状态会“折寿”。许
多人习惯让手机时刻都保持在“满电”状态，
可是手机电池长期处于满电量或高电量状
态，会加速电池老化。因此，当手机充满电

后，应及时拔掉充电器，避免电池长时间处于
高电量状态，以延长其使用寿命。一般来说，
让手机电池电量保持在30%到80%，可以延
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插头、数据线插拔顺序有讲究。给手机
充电时，你会先做以下哪个动作？是先将数
据线插入手机还是先将充电器插入插座？请
注意，这一微小举动对手机电池使用寿命的
影响很大。

给手机充电的正确步骤是：先把插头插

入插座，再把数据线插到手机上。如果先把
数据线插在手机上，再插插头通电的话，瞬间
可能会产生较大的浪涌（浪涌也被称为突波，
是超出正常工作电压的瞬间过电压），长此以
往会损坏手机电池。充满电后，同样不要先
拔充电器插头，而要先拔掉数据线。因为在
拔下充电器时，容易产生反向瞬时电流，这也
可能会加速电池老化。此外，若想手机电池

“延年益寿”，还要注意：
1.远离高温环境。手机充电时，环境温

度尽量保持在16到22摄氏度之间。当手机
等设备长时间处在35摄氏度以上环境中，电
池可能会出现永久损坏。

2.必要时开启低电量模式。很多智能手
机都带有低电量模式，在手机电量较低时，启
动这一模式可延长电池使用时间，也可优化
电池性能。在低电量模式下，屏幕亮度一般
会被调低，并尽可能减少系统动画。当你的
手机被重新充电后，低电量模式也会被自动
关闭。

手机未“老”为何电池先“衰”

“为投身于科学的女性”国际盛典倡议：以行动争取男女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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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团
队近期研制出一种新型低成本
智能变色“玻璃”——多色显示
电致变色器件。该器件不仅能
实现多色显示，而且可以实现
自供电驱动，未来有望应用于
节能建筑、低功耗显示器、防炫
后视镜等领域。

据介绍，这种基于纳米线
组装体的多色显示电致变色器
件，具有特定的光学、电学和多
色显示特性。在施加不同电压
下，组装体可以呈现出由橙色、
绿色到灰色的动态颜色变化，
还表现出良好的太阳光辐射调
控性能。

（王磊）

科学解惑解惑

我国研制出新型
智能变色“玻璃”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杨娜

“男女平等并不意味着要让女性比男性更
强，而是平等享有机会。如果你想要获得平等，你
必须为之奋斗，你要展现你的能力，要努力工作，
兢兢业业，只要我们女性努力做到更好，女性的地
位也会越来越高。”在最近举行的世界顶尖科学家
论坛首届“她论坛”上，95岁的中科院院士、中国
首个女天文台台长叶叔华在演讲中这样鼓励女性
打破“玻璃天花板”，以行动争取男女平等。

这份激情鼓舞的背后，是包括女性科研人员
在内的职业女性在工作中仍然需要面对种种不
平等的现实。美国一项调查发现，男性研究人员
获得的平均资金资助比女性要多出50万美元。
2021年沃尔夫医学奖得主琳妮·马奎特指出：

“在学术领域存在明显性别差异，就像一个漏水
管道，女性在研究生、博士、博士后阶段不断被漏
出，没能进入科学领域，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欧莱雅基金会执行副总裁Alexandra Palt也表
示：“即使变化已经发生，但‘玻璃天花板’在研究
和创新方面也还具有不可思议的阻力。”

12月7日，欧莱雅基金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通过线上直播形式共同举办了“为投身于科学
的女性”国际盛典，邀请全球5大洲科研领域的
女性围绕“女性科学家如何在后疫情时代发挥作
用”深入探讨全球公共卫生和解码数字革命两大
国际议题。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从线上直播
中了解到，这场盛典还讨论了阻碍女性科学家职
业发展的因素，以及如何战胜阻碍科学包容性发
展的偏见和制度性不平等。来自全球5大洲40
位各行业的女科学家通过主题演讲、一对一访谈
以及圆桌讨论的形式，分享了她们各自的职业生
涯和科研理想，全面展现了女性在科学领域的卓
越成就。

全球科研工作者中女性比例已超
33%，仍需推动更多年轻女性进入科学领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1年发布的科学报告
显示，全球科研工作者中女性所占比例已超过
33%，但增长速度仍然缓慢，“玻璃天花板”依然
存在，女性在机构内获得最高级别的责任和认可
的机会仍然很少。这两年新冠肺炎疫情及伴随
而来的出行限制并没能缩小男性与女性科学家
之间的差距，即使是从事科研的女性也无法逃避
额外的育儿责任。有调查发现，疫情期间女性科
学家用于科研的时间下降幅度比男性同行高了
5%，有孩子及处于职业生涯早期阶段的女性科
学家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对于至少有一个5
岁以内幼儿的女性来说，她们科研时间的减少幅
度高达17%，这些女性研究人员将永远无法找
回失去的时间。

欧洲委员会2018年“她数字”报告显示，在领
先的人工智能科技领域，女性专业人员仅占
22%。经验表明，缺乏性别多样性的团队在创新过
程中更容易遭遇挫折。一项研究发现，用于包括医
疗健康和法律等关键领域的面部识别技术，根据人
的性别和肤色的不同，识别的准确率也不同。面部
识别技术识别男性的准确率比识别女性的准确率
高得多；在识别不同肤色人种时，识别白人男性的
失误率只有1%，识别白人女性的失误率为7%，而
深肤色女性的识别失误率高达35%。这种性别差
异表现也减缓了面部识别技术的运用进程。

性别不应成为科研领域女性实现科学理想
的制约，科学研究需要包容性，调动所有人才的
积极性，并在所有设计的初级阶段就植入性别平
等的观念。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报告估计，
在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领域消
除性别区别，将助力欧盟到2050年实现人均
GDP2.2%至3.0%的增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总署助理主任
Shamila Nair-Bedouelle表示：“世界需要科
学，科学需要女性。”因此，支持科学领域的女性
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不仅要鼓励其他女性加入
科学领域，还要明确女性可以成为这个领域的领
导者。“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差别对待、性别歧视
和偏见是存在的，因此我们需要做很多工作来
改变科学领域的现状。”Alexandra Palt说。

为此，自1998年起，欧莱雅基金会与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共同创设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
让女科学家进入公众视野，鼓励年轻女性投身
科学事业，迄今全球已有122名年轻女科学家
获此殊荣。欧莱雅在中国还携手全国妇联、中
国科协、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设
立了“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17年来共表彰了
164位青年女性科学家。

中国女科学家在STEM各个领域均做出了
突出成就，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
的中国本土科学家；今年11月，中国浙江大学
神经科学中心教授胡海岚获得2022年度“世界
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是该奖项历史上最年轻
获奖者；在载人航天、高铁等领域，女科技工作
者均担任关键角色。

应致力于提高更多人的数字素养，让
广大女性也从中受益

Alexandra Palt指出，在过去30年里，许

多研究人员发现医疗解决方案和健康研究中也
存在着偏见，这主要因为很多人持有“女性要比
男性弱小”的成见。而随着数字技术革命到来，
新的偏见或将产生，同时也带来了更多新的机遇
和面向未来的公正健康解决方案。

在盛典的圆桌讨论中，爱丁堡大学妇科和生
殖科学教授、骨盆疼痛和子宫内膜异位症
EXPPECT中心联合总监Andrew Horne教授
表示，女性健康问题已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企业创始人们开始关心和确保将资金分配到有
关女性健康问题的项目上。在美国，子宫内膜异
位症像糖尿病一样在女性群体中十分常见，但糖
尿病因为对两性都有影响，接受的投资规模是子
宫内膜异位症的35倍。“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采用
数字手段收集大量患者症状的数据，以便开发出
我们自己的算法和识别模式来诊断患者的病
情。因为很多女性患者希望尽量减少去医院的
次数，我们可以使用手机应用程序、可穿戴技术、
智能手表等手段帮助她们收集相关数据，并在临
床护理以及新疗法的试验等方面利用数字技术
进行改善。”Andrew Horne 教授说。

国际腹泻病研究中心传染病部粘膜免疫学
和疫苗学部高级科学家兼负责人Firdausi Qa-
dri教授介绍了孟加拉国数字化健康系统的使用
情况。“我们使用的管理信息系统（MIS）在过去

10到15年间经受住了实践考验，现在又有了地
区医疗信息系统（DHIS2），无论霍乱、伤寒或是
目前最受瞩目的新冠病毒肆虐之时，我们都需要
通过数字化系统来了解全国各地正在发生的疫
情。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个诊所都接入互联网，让
社区卫生工作者们收集到最底层的患者数据，并
通过模拟机器人将获取的数据上传到系统中。此
外，我们还开始建立远程医疗体系，在过去两年中
这一服务被大量使用，人们越来越习惯于使用手
机应用程序来获得自己所需的家庭医疗方案。”

开心生活科技创新医疗解决方案国际业务
副总裁杨眉博士介绍，她所在的医疗人工智能技
术公司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前沿
技术，开发了多个改善医疗保健服务的数字系
统。“我们会从电子病历中找寻病人、招募患者，
帮助医疗机构展开研究，或者灵活使用算法和建
模来预测哪些人是和研究最相关的目标人群，并
找到最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些技术可提高研究
效率，也可帮助研究人员和制药公司更快开发药
物，更有效为患者提供服务。”对于能否让患者负
担得起昂贵的服务，杨眉表示，“如何使药物开发
更高效、更便宜，使患者能够用得起新药，对于全
世界都是重要议题，对于改善女性健康也将是巨
大贡献。此外，保护患者隐私始终是我们的首要
任务，但更大的挑战或风险是关于数据质量。尤
其是在中国，研究的数据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它
将决定研究的水平高低。”

Firdausi Qadri 教授也提出，女性在为各项
数字化服务提供健康数据时必须感到安全，确保她
们的隐私没有被非法利用，这就需要提高女性的数
字化素养。“女性首先需要知道什么是自己应有的
权利，她们提供的数据质量才会有所提高。”

挪威奥斯陆大学新学院国际事务教授、“健
康的政治决定因素”团体联合总监Sakiko Fu-
kuda-Parr女士认为，相关机构应该开发出专门
解决女性问题的特定技术。“我认为就像在许多
两性不平等的领域一样，人们必须着眼于结构性
问题，以便找到克服这些不平等的长期可持续解
决方案，并降低这些新技术可能扩大不平等的风
险，避免存在性别差异的情况。我记得全球持有
移动电话的人数男女比例差距约为18%，因此
我们需要超越健康的范畴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
探讨，它们牵涉到性别、社会经济和种族等方面，
甚至可能是由国家发展之间的不均衡而引起
的。我认为政府需要更积极地干预和投资那些
被忽视的领域，解决基础设施问题，让数字化医
疗更适应女性的需求。”

Alexandra Palt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提
高意识、普及教育也是基金会和公共政策可以发
挥作用的领域，我们应当致力于提高更多人的数
字素养，让女性也从中受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发现，过去女性仅
占研究人员的四分之一，如今这一数字已经达到
了三分之一。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从事生命科学
工作的女性在人数上已经实现了平等。“从数字
和意识上看，进步正在发生。”Alexandra Palt
说，“现在，我们需要看到‘玻璃天花板’被打破，
让女性达到她们应有的水平。我们的目的是创
造意识、创造激情，并鼓励下一代，因为要求改变
的压力将来自整个社会，而不仅仅来自女性自
己。”

科学趣发现趣发现

一项针对美国连锁健身
房逾 6 万名会员开展的超大
型研究（大规模现场实验）显
示，一些数字化项目能将人们
去 健 身 房 的 次 数 提 高 9%-
27%。

来自美国15所大学的30
名研究人员组成了多个小型
独立团队，设计了 54 种为期
四周的不同数字化项目，来鼓
励美国一家连锁健身房的
61293名会员按时锻炼。这些
干预包括数字化体验、文字提
醒、每周邮件和奖励措施。

研究人员发现，其中 45%
的干预措施能在这 4 周内显
著提高人们每周去健身房的
次数（提高9%—27%）。表现最
好的干预措施是在人们错过
一次锻炼后，为重新回到健身
房的人提供少量现金奖励。
研究人员认为，这个实验能加
快提出和检验对人类行为的
新见解，并确保这些见解与公
共政策的相关性。

（佳欣）

数字化项目可提高
人们去健身房次数

抓鸡蛋用镊子捏罐头
“男友力”机器手问世

要力气时可以捏扁罐头，
要精细时可以拿起小镊子，拥
有这般“男友力”的其实是一只
机器手。韩国亚洲大学科学家
团队最近开发了一种灵活的机
器手，可以安装到现有商业机
器手臂上，从抓握鸡蛋到使用
剪刀和镊子，能够执行各种各
样的任务。

这只机器手由 20 个关节
组成，允许15度自由移动，指
尖力34牛顿，总重不到1.1公
斤，体积小巧（218毫米），有触
觉传感能力，在触觉传感、反馈
机制、精细操作等方面均有巨
大进步。

（张梦然）

瑞士日内瓦大学与日内瓦大学医院、英
国医学会下属的 BMJ 出版集团合作的一项
新研究显示，新冠肺炎疫情给女性科研人员
职业发展造成较大冲击，女性科研人员的文
章发表量明显低于男性同行。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的两年里，科研
文献的第一作者、最后作者、通讯作者中，女
性所占比例分别为46%、31.4%、38.9%。为了
解疫情是否给女性科研人员发表成果带来负
面影响，研究人员分析了BMJ出版集团旗下
11家期刊2018年1月1日至2021年5月31日
收到的 63259 份投稿的作者情况。结果显

示，在疫情初期，即 2020 年初，女性第一作
者、最后作者、通讯作者的比例较疫情前大幅
下降，分别为近20%、12%、20%。这与出行限
制、学校和科研机构暂时关闭有关。考虑到
职业和家庭负担，女性似乎更难在居家办公
期间继续开展科研活动。

拥有关键性作者头衔的女性科研人员少
于男性，新冠肺炎疫情把学术界的这一“隐性
共识”放大。因此，研究人员建议，在职位申
请和晋升、科研经费发放等决策中，应将这种
性别不平等纳入考量，以免妨碍女性学者的
职业发展。 （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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