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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开发一种新型“智能材料” 可根据体温自动调节温度

一种新型织物可以感知人体的热量，并自动将其释放到外部空气中。

 可穿戴设备一直在让衣服变得更智能，但你想要在一件衣服上实现的最基本功能之一——根据需要为你保暖或降温
——仍然令人沮丧地难以实现。现在，马里兰大学(UMD)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材料，可以感知人体的温度，并
自动调节身体吸收或释放的热量。

 调节体温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就是穿上或脱掉衣服。但之前在智能服装领域的研究已经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比如
一件两面穿的夹克，一边凉快，另一边暖和，这样你就可以根据需要把它翻过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高科技尝试是
一种“机器人”夹克，它使用机器学习算法来判断一个人的体温，并相应地打开或关闭通风口。

 UMD面料似乎是一个更优雅的解决方案。它的创造者说，由这种材料制成的衣服将能够对红外辐射(人体释放热量
的主要方式)自动做出反应，并让它进入外部空气。

 要做到这一点，纤维是由两种不同的合成材料制成的，一种吸收水，另一种排斥水，然后两种材料都被涂上碳纳米
管。这个想法是，当水(即汗)被每根纤维的一半吸收时，它会扭曲纤维，使它们靠得更近。这使得布料可以同时以两
种方式给穿着者降温。

 首先，它打开了材料的气孔，让更多的热量释放出来。其次，更活跃的冷却来自于碳纳米管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这改变了电磁耦合，“调整”纳米管吸收超过35%的红外辐射，并从佩戴者身上吸收更多热量。

 “你可以把这种耦合效应想象成无线电天线的弯曲，从而改变与之共振的波长或频率，”该研究通讯作者王玉皇表
示。“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思考方式，但是想象一下把两个天线靠得很近来调节它们接收到的电磁波。”当纤维靠得
更近时，它们所受到的辐射就会发生变化。在服装中，这意味着面料与人体散发的热量相互作用。

 研究小组称，这种动态红外门控技术使这种织物成为人体热量的第一个“真正双向调节器”，而且很明显，在穿戴
者意识到自己变得太热之前，它就开始发挥作用了。

 它听起来确实没有人工智能夹克那么笨重，而且据发明者说，所有的材料都已经很容易在市场上买到，而碳纳米管
涂层可以在常规的染色过程中使用。

 这项研究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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