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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2的结构如图12所示。

D部分评述

D 部分主要研究的是相位问题。本题主要是

利用已知的结构的 MR0 晶胞，确定未知晶胞的结

构。解题过程中，需要通过实验测量衍射斑点的强

度分布，然后将其转化为透射率分布，并通过与已

知晶胞结构对比就可以确定MR1和MR2的结构。

本次试题利用晶体的周期性，通过衍射的方法

研究晶体结构。试题通过研究晶胞的参数、晶胞的

对称性和相位，从而确定晶体的结构。试题有很多

的理论分析和公式推导，试题题量大，考察的内容

和知识点很全面，具有一定难度。

图11 MR2透射率

图12 MR2晶胞结构

将信息用3D打印机美味安全地嵌入食品中

保质期、产地、过敏原等信息都写在包装上，可是

如果失去包装，又怎么了解这些信息呢？大阪大学的

一个研究组成功地以肉眼察觉不到的方式在饼干等

食品中植入信息，按照设计用“食物 3D打印机”加入

图案制作之后，从背后打光读取信息。既不破坏食品

外观，又能保证食品安全。

从烤好的曲奇饼干背面打光，内部的二维码就浮

现出来，拍摄后就可以读取。在制作二维码的实验

中，如果把编码的黑色部分单纯作为空隙，烤饼干时

表面会出现明显的凹凸，导致无法读取。为了防止面

团在烤时膨胀，底部开了小洞后，表面就多少出现了

明显凹凸。如果加上支撑空间的细支撑结构，虽然抑

制了凹凸，但却读取不出来。支撑结构如果只安装在

大空间，凹凸不明显，读取效果也最好。

代码包含了 56 位，相当于 32 个英文字母的信

息。除了曲奇饼，用猪肉末做成的肉饼状食品也能读

取编码。和果子（日本传统糕点）中的年糕、巧克力等

不能顺利读取，而美味饼干中的芝麻，则会堵住打印

机喷嘴。

如果在食品中嵌入编码，将有助于加强生产流通

的可追溯性。还可以加入制作者推荐的食品搭配信

息，通过与网络连接的咖啡机，以最适合品尝的温度

和浓度自动加入咖啡——这些独特功能也是值得期

待的。另外，加入AR标记、投影图形等，还可以增加

食用的娱乐性。研究组认为，对数据植入的食用体

验，大家可以尽情发挥想象。

（高凌云编译自 2022 年 10 月 25 日 Science Portal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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