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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发展，让数码产品的使用界限越来越模糊。手机不再是单纯的通话功能，也拥有了
高科技元素，并兼具了很多社会功能。

手机“智”在何方
姻本报见习记者 袁一雪

不管你是否乐意，你只要使
用网络、电视，或广播，甚至只不
过是从商场路过，每天都能看到
或听到大量的“科技知识”，多数
是关于神奇产品的：神药的、养
生的、美食的等等为商业性推销
而“创立”的“新科技”。商业资本
为追求利润而“创造科技知识”
已经是个客观存在的现实。对多
数人，这类科技信息污染还是容
易识别的。

这类科技创新行为特别强
调“客观性”。早在上世纪 80 年
代，很多大商场就出现了“计算
机算命”，它很“客观”，只要把生
日、身高等个人信息输入，它就
能打印出一条算命结果。商家表
示，他们不像算命先生那样一会
儿一个说法，算命结果很“客
观”。这显然是曲解科学上的客
观性。

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商家
开始印小报，编小文章，以各类
头衔的专家口气或笔法写出各
类“科技知识”。这类小报夹在正
规报刊之中，大量发行。这类科
技创新行为特别强调“可靠性”。
也就是利用人们当时对报刊的
信任而使自身创新的“科技知
识”获得“可靠性”。

以上的小儿科手法演化为
现在的网络、电视，或广播上的
节目或长时间重复的广告专题
片。这些科技信息污染是人们熟

知的，也是社会所放任的。
到了本世纪，编辑出版的专刊出现了，但是

这类刊物太商业化，“权威性”不够。有人就想到
了在学术期刊上做文章。这类“玩儿法”就高级
多了。

近几年，科技界突然承认：正规学术期刊上
有大量的科研论文也成为科技信息污染源。这
是社会各界所未能料到的。

我们总不能承认自身发表的研究论文是科
技信息污染源吧。过去学界不愿正面承认，就搞
了一条“曲线”评价道路。有人设计了一个办法：
把期刊分成各类等级，高等级期刊上的是好论
文，而低等级期刊上的是不好的论文（视同为科
技信息污染源）。

这个办法基本管用，但是不到 10 年的工夫，
高等级期刊上的造假论文事件多次发生，而其影
响也的的确确是配得上科技信息污染源的称号。

无论学术界如何辩解，如何作出各类保证，
一个客观的事实摆在学界面前：正规学术期刊
上有大量的科研论文的确是科技信息污染源。

用形式主义的办法（期刊等级及各类量化
指标）识别科技信息污染源的实践没有多大成
效。为了减少在正规学术期刊上出现科技信息
污染源类的论文，审稿的论题被提到水面，学界
把通过“严苛”的审稿来排除污染源类论文的努
力看得很重。但早在 30 年前，有关研究就表明，

“严苛”的审稿既不能把错误（含造假）类论文排
除出去，也不能保证值得发表（有重要进展性）
的论文得到发表。“严苛”审稿的本质作用纯粹
就是中庸之道，以及排版印刷上的质量把关。

科技信息污染有多严重？估计还没有哪个
机构能给出答案。到今天再反思上世纪 70 年代
兴起的情报学研究，尤其是关于“情报”概念的
各家争论和论述，我们是否可以说：把正规学术
期刊上的科技信息污染源（充数的科研论文）识
别出来是当下的紧迫课题。

（作者系河南理工大学测绘与国土信息工
程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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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图

美国摄影师文森特·布拉迪拍摄了一组 360 度全景照，展现绚烂而壮丽的星轨。这些照片采用布拉迪
自制的摄影装备拍摄。

鉴于地球以每小时 1040 英里（约合每小时 1673 公里）的速度旋转，他研制的摄影装备由 4 台搭配鱼眼
镜头的照相机组成，用以捕捉运动中的整个夜空。这种摄影装备不仅能够捕捉地球的 360 度全景景象，同
时还能捕捉环绕北极星的星轨以及南极效应。

布拉迪的每一台照相机连续拍摄长曝光照片，曝光时间通常在 1 分钟左右，电池巡航时间可达到 3 个
小时。布拉迪编写了电脑程序，将数千幅全景照拼接成延时视频。 图片来源：谷歌图片

便捷笔记本散热支架
这款便携散热支架使用德国技术的黏胶轻松

粘到笔记本底部，轻轻一拨便可获得倾斜姿势，非
常便捷。

（朱香）

极客酷品

复合式直升机
美国 AVX Aircraft Company 计划推出一架复

合式直升机，该机采用双轴螺旋桨加推进器与小翅
膀的方式，使得动力大幅提升，不仅将直升机的时速
提升至 270 英里，而且运载能力也翻番，一次性可承
载 12 名士兵与 4 名机组人员。

智能自助停车系统
虽然飞机节省了大部分旅途时间，但在上飞

机之前仍需花费大量时间去停车。有了 RAY 智能
停车系统，你只需要将车开进指定区域，剩下的工
作就交给这辆灵活敏捷的叉车搬运底座即可。此
停车系统能够接入飞机航班情况，可根据你的飞
行计划选择合适的位置，并在下飞机之后将车子
停到指定地点。

紧急避难指示路标
灾难来临时，有效的避难路径是逃生关键之一。

这款避难路标平时可以显示正常的道路指示，一旦
有灾情，路牌会立即被救援中心激活，显示绿色逃生
标示，同时其三角框架也会旋转并指示逃生方向，尽
快疏导人们到安全的地方。

喵星人模块化小屋
这种模块化小屋既有休闲娱乐模块，又有舒适

的休憩模块，可将各个模块垒起来使用，节约空间的
同时，给喵星人创造出一片好玩的空间，让它们的生
活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轻便充气帆船
Tiwal 是一艘充气橡皮筏，架上船帆后可用来

完成高水平的竞技运动或纯粹用来在海边放松。
整艘船重 50 千克，展开后长 3.2 米，船帆可选 5.2
米或 7 米高，拆装仅需 20 分钟即可。

壮丽的
全景星轨

“铃……”电话铃声响起，接起电话，对方的
立体影像立刻跃然于手机屏幕之上，连对方说
话的表情动作都能 360 度全方位看到……看起
来这像是科幻电影中出现的场面，不太可能出
现在日常生活中。但是，7 月 17 日，国内一家公
司对外发布了一款全息手机，完全可以复原科
幻故事中的“神奇”场景。

这款名为 takee 的全息影像手机，打破了人
们使用手机时需要通过眼镜观看立体影像的局
限，让人们可以通过肉眼直接在手机上观看到
3D 图像界面。

作为全球首款全息技术手机，takee 的出现
彻底引爆了手机圈儿对未来趋势的讨论，而基
于 3D 和全息技术的讨论更是不绝于耳。

那么，什么是全息影像技术，未来智能手机
功能还将带给人们怎样的惊喜，手机功能过于
集中是便捷还是危险？

有创新，让现实也“丰满”

有句话这样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
感。”大致意思是，想得太好，做得不够，眼高手
低。其实，只要有创新思路，并兼具坚持不懈的
恒心，总能让现实也变得“丰满”起来。takee 的出
现就是最好的证明。

尽管手机上应用 3D 技术不再是新闻，但是
能“裸眼”看到三维图形还是足以令人振奋了。

“全息技术算是 3D 技术的一种，其实两者方式

上有些类似。”北航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副
教授欧攀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一个是 3D 显示技术，这种技术在观看影片
时一般需要佩戴眼镜。3D 眼镜不同于一般生活
中的镜片，电影院中使用的几乎都是偏振光眼
镜。这种技术在方式上和快门是一样的，其不同
的是被动接收，所以也被称为被动式 3D 技术。
它对输出设备的要求较高，所以非常适合商业
影院等需要众多观众的场所使用。这种眼镜的
原理是通过电视分离左右影像后同时送往眼
镜，通过眼镜的过滤，把分离后的左右影像分别
送到左右眼睛，大脑再把这两个影像合成让人
感受 3D 立体感。

除了需要佩戴眼镜的 3D，近两年渐渐流行
的是裸眼 3D。“裸眼 3D 有个问题，就是视线不
能偏离某一范围，一旦超出就看不到 3D 效果
了。”欧攀说。之前，电商亚马逊曾经大张旗鼓地
宣称自己要推出裸眼 3D 手机，但实际确实搭配
了一个名为“动态透视”的功能。为实现这一功
能，亚马逊在手机屏幕前面加入 4 个摄像头，用
来捕获人眼的位置，判断距离远近，然后自动改
变、调整数据，让使用者在任何角度都可以看到
立体图像。

“提到全息，我们一般都会说是激光全息技
术。”欧攀介绍道。普遍而言，普通照相是以几何
光学原理为基础，利用透镜成像来记录各点的
光强分布，所成像为二维平面图像，物象间关系
是点点对应的，只要底片破损就不能重现图像。
而全息照相得到的是三维立体的实像。物象之
间的关系是点面对应的，全息图上每一点都记
录了所有的物光信息，无论磨损还是残破，只要
得到一小块儿全息图，就能把原来的物体真实
再现出来。

而 takee 提出的全息概念则是数字全息。
“数字全息也叫计算全息，与三维技术有关。”欧
攀说，“在 takee 的机身上，安装了六个摄像头，
四个在前，两个在后。通过扫描获取场景的全部
信息，而且摄像头还有追踪人眼功能，保证一定
角度内看到的都是全息影像。”欧攀说。

“目前，我们在研发一种新的技术，让人们
戴上一种特质的头盔，就能通过普通手机观看
3D 电影。”欧攀说，“当然，首先片源得是 3D
的。”更神奇的是，这款头盔还具备放大功能，让
电影不再局限于手机屏幕大小，而是可以通过
头盔放大，让使用者看到巨幕的 3D 效果。

屏幕重要还是功能重要

全息、3D，听起来都很不错。然而，屏幕虽
然是人们选择手机重要的考量标准之一，但是
一个真正的好手机，单凭亮丽的外形并不能成
为拥趸粉丝的唯一标准，还是实力更重要。未
来，智能手机到底是硬件更重要还是软件更重
要呢？

去年，英特尔信息技术峰会上，英特尔院
士、人类学家 Genevieve Bell 博士指出，未来最
卓越的技术将可以感知每个人所处的整体环
境，并提供个性化的体验。这一趋势反过来将
决定技术构建模块的发展方向，无论是芯片、
操作系统、中间件、应用或服务。她同时表示，
这一全球愿景的实现，需要考虑技术所创造的
可能性和个人用户的期望值之间的持续相互
作用。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副教
授高泽华也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三维显示技术的发展是未来手机发展

的趋势。不过，不论是 3D、全息的显示技术还
是 其他软件功 能的实现 都离不开 硬件的 支
持。”因此，手机硬件的不断扩充，才能保证软
件实力的提升。

而另外一项限制智能手机功能的就是无线
通讯网络的建设。“手机硬件资源的发展，自然
会让手机 CPU 内存变得越来越大，而且人们对
于手机使用要求越来越高。”高泽华表示，“现在
中国已经慢慢进入了 4G 时代，将来会过渡到
5G、6G 时代，但是运行商需要考虑的是，在提供
高速带宽的同时，也应该积极加强基站的建设，
因为用户会越来越多，如果基站建设跟不上，很
快就会出现上网速度变慢的情况。”而且，在未
来人们对于智能手机越来越依赖，很多功能必
须通过其实现。届时，“还需要运营商将网络资
源配置到位，才能保证在线医疗、车联网等功能
的实现。”高泽华说。

智能手机安全如何保证

然而，随着手机功能的集中，手机已经被公
认为是这个世界上最丢不起的东西，因为你的
智能手机可能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包括你的银
行卡帐号密码、你的生活圈子、你的私密照片，
甚至是你的生理指标都被存在手机中。“目前，
在中国，手机功能集中化是大势所趋。”中科院
信息工程研究所副研究员翟立东告诉 《中国科
学报》记者，“数码产品的界线越来越模糊，数码
相机可以上网，手机可以拥有高像素”。显而易
见的是，在未来，智能手机将被用于更多的领
域，它将成为物联网的核心，成为车联网的组成
部分，也将是你的家庭医生。其实你看到的几乎
每一款智能产品都和智能手机有联系。

而这样集中的功能，也增加了手机泄密的
危险性。德国《明镜》周刊曾经报道，美国国安局
内部代号为 ANT（英文“高级网络技术”的简称）
的下设团队，研发的设备主要用于网络设备渗
透、手机和计算机监控等。这家周刊获得一份近
50 页的内部名录，详细罗列 ANT 研发的产品、
用途及价格。其中一个特制“短信基站”售价 4
万美元，可以帮助情报人员模拟目标网络手机
信号塔，进而监听目标手机。

“现在，每个人都离不开手机，对于国家一
些需要保密的部门来说，防止泄露是必要的。我
们可以在电脑中装入加密软件，但是对于手机
的控制却比较薄弱。”翟立东说，“目前，手机上
面的隐私泄露也是比较严重的，特别是安卓手
机。而且，很多公司的大数据分析也是基于用户
一些公开信息实现的。”

很多人都喜欢用安卓系统的手机，因为其
开放性的系统和低廉的价格。不过，今年，安卓
的拥有者谷歌公司，开始关闭一部分安卓底层
数据。“这样非常危险，因为如果有某个 APP 应
用被病毒篡改，绕过防护软件窃取信息，只能从
最底层进行数据拦截才能分辨哪个是被篡改的
程序。但如果底层数据被关闭，对于我们就会相
当被动。”翟立东解释道，“因此，开发我们自有
的手机系统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

图片来源院百度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