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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 3D扫描仪
这款手持 3D 扫描仪能根据物体的几何形

状，有无定位目标点均可扫描。扫描获得的图像
可以通过软件进行分析，生成精度达 0.1毫米的
三维几何图像。它的大小与无绳电钻相当，安装
有环绕着白色 LED灯的摄像头，任何人无须经验
都可以扣动开关对物体表面进行扫描，可用于保
存珍贵的建筑遗产。

垂直厨房
垂直厨房是将厨房常用工具和设备集合在一

起，通过旋转厚薄不一的面板而选择不同的工具，
如水槽、切菜板、电磁炉、冰箱等等。此外，水资源
的循环、各功能模块间资源共享与交换以及面板
外侧的私人小果园等都是该厨房的设计亮点。

悬吊卧室
在这个空间有限的居室里，设计师巧用悬吊

结构，将卧室房间吊在了天花板上。如此一来，狭
小的房屋结构变得丰富多变，错落有致，而主人
的隐私也得到了一定的保护。

毒物预警手套
多数有毒物质如硫化氢、一氧化碳等都是无

色无味，没有专业检测设备很难察觉到，这对于
从事化学研究或一线检修人员来说相当危险。这
是一款方便易用的毒物预警手套，通过在手套织
线上浸染特殊染料，当遇到有毒物质后，染料会
改变颜色以警示工作人员。

遥控拖把
一天辛苦工作回到家，拖地这些家务活自然

就成为了一种负担。有了这款遥控拖把，把拖把
变成遥控玩具，窝在沙发上，就可以轻松指挥它
来打扫房间了。

冷热水杯
想喝热水就喝热水，想喝冷水就喝冷水。这

个杯子的内胆被一分为二，一半可以用来放置热
水，另一半则放置冷水，旋转杯盖即可选择出水
口，通过杯口颜色区分冷热。

姻本报记者胡珉琦
烽火传信、击鼓鸣金、信鸽、旗语、驿站……

是古代人传送信息的方式，直到 19世纪，人类才
开始研究如何用电信号传递信息。如今，无线网
络已将整个世界织成了一张巨网，人类的交流变
得更快速且高效。然而，现代通信方式的不完美
还是影响了人类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在 5月 17
日国际电信日这一天，我们可以畅想未来的通信
世界里，哪些技术将脱颖而出，从而改变我们的
生活。

同声传译无处不在

你是否还记得，上海世博会信息通信馆那场
“超越时空、突破感官、跨越物种”的未来体验，人
和动物，甚至是植物，居然也可以毫不费力地进
行对话和交流。
这一切看起来让人觉得太不可思议。因为，

现实是，即便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还尚未突破所
有阻碍。因此，未来通信率先要解决的恐怕依然
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问题。
人与人的交流虽然早已突破了国界的限制，

但语言却始终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个不小的障
碍。在重大国际会议现场，同声传译成为了一个
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未来通信是否也能用上
类似谷歌翻译的软件，而不再借助于人力来完成
跨国交流？
答案是肯定的。
谷歌已经研发了一款手机翻译软件，能让手

机即时翻译用户通话。对着谷歌 Android智能手
机讲话的用户，将会听到他们的话被翻译成另外
一种语言。而通话对方的话也会被翻译成该用户
的母语。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告诉《中国科学

报》记者，这类软件的内在过程是，首先记录用户
的通话，并把音频转换成文本，然后将它翻译成

另外一种语言文本，最后再以音频的形式发回到
手机上。
不过，目前，手机用户在通话中还必须在每

句话之间按一下“提交键”，谷歌翻译软件才能进
行正常工作。
阚凯力认为，软件内语言的多次转换一方面

影响了速度，同时软件对语音数据的识别处理能
力也有待提高，必须降低错误率。
而微软研发的快速口译系统几乎可以在瞬

间将英语译成中文，而且快速翻译机器生成的语
音还保留着说话者的口语风格。
此前，他们还与多伦多大学的科学家进行合

作，通过深度神经网络结构对瞬时翻译系统进行
改进。因为，深度神经网络识别声音的工作方式
与大脑相似。

手机接管生活

根据最新研究表明，平均每 6.5分钟人们就
会看一眼手机。不仅如此，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
便是看手机，而晚上睡觉之前的最后一件事自然
也是看手机。手机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一部
分。
在未来世界，更多样化的通信工具不断出

现，比如透明手机、腕带手机、弯曲手机等等。这
无疑是得益于无线通信网络传输速率的提高和
无线终端芯片集成程度的提高。
不过，在阚凯力看来，未来手机准确地说将

不再是手机，而是人人持有的无线智能终端。
目前的智能手机已经是集通讯、相机、上网

设备、音乐播放器、电子书阅读器等于一体的掌
上电脑，而在未来，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手机
将成为你生活中的“管家”。
例如，在智能住宅中，家里的一切电器都可

由手机远程操控。只要手机下一个指令，比如在
回家路上通过手机遥控将灯、热水、暖气或冷气
打开，到家后就可以直接进入一个理想的环境。
甚至家中的音乐和灯光可以组合成几种环境模
式，随着主人的心情和需要，提前设定或者切换。
而主人外出时，能随时监控家里的一切，出现紧

急情况，手机还能立即收到反馈并自动报警。如
果家中有宠物，手机还可定时给宠物喂食、喂水，
并实时显示宠物的状态。
此外，手机还能承担“家庭医生”的职责。手

机与医院联网，不需要直接去医院，家中老人就
可以通过手机将自己的身体状况远程传输给主
治医生进行诊断，手机可以测脉搏、心跳、量血
压，也能进行 X光照片等功能，甚至在一些不能
紧急送达医院的情况下进行基本的自救提示。

脑电波通信助你心想事成

当前，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触屏设备已经
彻底改变了人机交互的方式，世界的一切对人们
来说都是可以触摸的。而未来的通信技术将超越
触摸屏幕的范畴，语音和手势控制技术将会逐渐
成为主流。
比如，苹果 Siri和三星 S Voice等智能化的

个人助理，用户无须打字，通过语音就可以输入
文本；微软的 Kinect和任天堂的Wii，通过手势
就可以对设备进行控制。再如，备受瞩目的谷歌
眼镜，用户可以用自己的声音控制拍照、视频通
话和辨明方向等。
不过，这些依然不是人机交互的终点，脑机

接口通信才是人类的终极目标。
目前，来自互联网的数字化信息必须借助显

示器或者扬声器转化为模拟信号，再通过光波和
声波传输，才能被人们的眼睛和耳朵所接收，之
后再通过视网膜和鼓膜转化为模拟电信号，通过
视神经和听神经传输到大脑。
未来，一旦可以将芯片嵌入人体，或者出现

其他半嵌入、非嵌入式的解决方案，互联网、手机
与人体之间就能形成直接通信。
届时，当你去到单位时，大门会自动打开；经

过走廊时，灯光会随着你的脚步亮起；走进办公
室时，电脑会和你打招呼。总之，只要带有脑电波
通信设备，所有的系统都能识别你，有来电提醒、
新邮件通知、自动下载等等。甚至，在脑电波反映
出人们不同的情绪变化时，周围的数字环境也会
作出相应的反应。

不过，阚凯力也坦言，脑电波通讯的信号是
极其不稳定的，而信号的质量将直接关系到通信
信息的准确性。目前，脑电波通讯主要应用于医
疗行业，应用于生活则有赖于人类对于大脑更深
层次的认知。

量子通信不可预知

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必然会带来信息安全
的隐患。未来通信是否可以弥补现今无法完全解
决的信息泄露问题？量子通信被给予了厚望。

量子通信，是指利用量子纠缠效应进行信息
传递的一种新型的通讯方式。量子信息学告诉人
们，在微观世界里，不论两个粒子间距离多远，一
个粒子的变化都会影响、改变另一个粒子的现象
叫量子纠缠。科学家认为，这是一种“神奇的力
量”。
《自然》杂志曾经刊登过多篇论文，研究显

示，一个量子态在甲地消失后，在并没有经过任
何载体的情况下，瞬间出现在了乙地。这是因为，
这个量子态在传输的过程中，另一地的光子已经
通过“心电感应”感受到了这种状态。这类实验也
就是“量子态超空间隐形传输”实验。

随着甲乙之间的距离逐渐变远，科学家们认
为，量子信息可以通过卫星在不同地区，甚至国
家间传递。
由于传输的只是表达量子信息的“状态”，而

非作为信息载体的光子本身，因此，信息实质上
无法被窃取。而即便是传输中的量子态被人动了
手脚，异地的光子也能瞬间感应到。“量子态隐形
传输”也被认为是绝对安全的信息传输方式。

不过，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陈尧良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量子态超空间隐形传输”理论自 1993年诞生
以来就不断遭受争议。“严格地讲，直到目前，国
际学界对基于纠缠态的量子隐形传输的存在性
证明并未完成。”他认为，只有证明了这个假设
的存在，再谈量子通信应用才有意义。在他看
来，目前的量子通信研究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的
成果。

畅想未来通信世界

当今孩子过度使用电子视频产
品的情况非常普遍，对青少年健康
的负面影响正逐渐显现。曾有媒体
报道，武汉一名两岁半男童因长期
玩 iPad患上了 500度的近视。

在 5月 4日北京市卫生局举行
的《北京市中小学生健康指引》发布
会上，针对中小学生的视力不良问
题，“指引”也建议中小学生远离 i-
Pad等电子视频产品。

不过，这远不是过度使用电子
视频产品产生的全部不利影响。它
至少还包括：对其他方面的兴趣减
弱，不利于全面发展；容易成为“宅”
一族，引发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对其
身心发展产生不良影响；由于孩子
的理解和辨认能力有限，电子媒介
上的不良信息和不适宜娱乐会对孩
子的思想和情感发育产生负面影
响。

孩子为什么会成为触屏控？原
因之一是因为触屏产品越来越成为
人们生活、工作和社会交往的必需；
其二是孩子们的玩乐时间减少、玩
乐空间受限，面临的压力也在不断
加大；其三与家长有关。

许多家长不明白过度使用触屏
产品对孩子的危害，因而对孩子们
使用触屏产品放任不管，缺乏监控
和调节。有些家长想调节，但束手无
策。还有一点必须提及：家长们对电
子视频产品的过度使用，常常会助
长孩子对此类产品的痴迷。

要想让孩子摆脱对电子视频产
品的痴迷，家长必须弄清楚有节制

使用电子视频产品的益处及过度使用对孩子身心
健康的不利影响，并对孩子使用电子视频产品的
情况进行密切监控和有策略的调节。家长在家庭
中必须有节制地使用这些产品，避免成为孩子的
负面榜样。

其次，家长应积极引导孩子发展多种兴趣，改
变孩子喜欢“宅在家里”的习惯，多带领孩子参与
一些户外活动、体育锻炼和人际交往活动。孩子是
闲不下来的，总需要有些事做。如果家长喜欢宅在
家里，孩子也不得不宅在家里。当没有其他兴趣爱
好的时候，孩子就容易把时间花在电子视频产品
之上。电子视频产品本身是容易让人成瘾的，一旦
成瘾，要把孩子拉出来，就会相当困难。但是，如果
家长能够激发孩子发展出多种兴趣，并从中获得
乐趣和满足，孩子也完全可能从对电子视频产品
的痴迷中走出来。还应该多让孩子参与体育锻炼、
户外活动和人际交往活动，这些活动不仅转移了
孩子对电子视频产品的关注，还可以增强孩子的
体质、密切亲子关系、发展孩子的社交技能和情
感，对于其身心发展是极为有利的。

第三，家长要善于利用规则的力量，和孩子一
起制定规则，帮助孩子戒除对电子视频产品的痴
迷。不允许孩子接触电子视频产品，这几乎是不可
能的。如果家长对孩子接触电子视频产品的时间
和次数不管不顾，孩子就会越来越沉迷其中。当孩
子表现出类似迹象之后，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商
定孩子接触电子视频产品的次数和时间。当孩子
遵守了约定之后，给予适当奖励，如果做不到，则
给予适度惩罚。与此同时，引导孩子在空出来的时
间里从事其他有意义的事情。在孩子从其他事情
中获得了可替代性的满足之后，对电子视频产品
的痴迷就会逐渐转淡，直至面对电子视频产品变
得更加“平和”，仅仅将之视为一般的娱乐或工具。
（作者系作家、青少年研究专家，现任北京青

年报常务副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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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图

摄影师 Richard Gottardo近期捕捉到了北极光充满整个天空，笼罩在落基山脉上方。尽管这一天文奇观很难事先预料，
但 Gottardo最终等到了所有元素都完美配合到一起的时刻。为了不错失良机，这位来自多伦多的摄影师驾车 5小时到达不
列颠哥伦比亚灰熊镇，租了一辆雪地摩托车驶上山顶，并在那里守候了整晚进行拍摄。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当落基山脉遇到北极光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