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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识五线谱，不需四处奔波去请教名师，将钢琴

连上 iPad，再安装个 App，就能跟随着键盘上的指示

灯，弹出美妙的旋律了……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在叶滨创办的小

叶子科技公司里，“壹枱”智能钢琴已经让这样的想象

化身为实打实的创新产品。

5 月 14 日，在第十七届科博会的中关村“智汇未

来”展区里，这台新奇有趣的“快速入门钢琴”，更是吸

引了不少媒体的聚焦和观众的眼球。

瞄准商机：“让全球的钢琴小
白们玩起来”

“这首曲子我大概也就练习了三四遍。”漂亮的外

观，优质的音色，伴着键盘上不断闪烁的提示灯，在小

叶子科技公司的一个房间里，一首优美的《月亮代表

我的心》从叶滨的指尖缓缓流出。

对于慕名而来的“钢琴小白”们而言，能在几十甚

至十几分钟内流畅地弹奏，这样的体验无疑新奇而令

人兴奋。

其实，2012 年，当叶滨萌发涉足音乐教育领域的

想法时，他也是个不折不扣的“门外汉”。

然而，得益于清华科技园里 11 年的两次创业经

历和 3 年的创投经历，这些难得的积累和锤炼，让他

敏锐地意识到，当今社会个性化社会化学习的趋势，

以及教育用户本身需求的变化正孕育着巨大的商机。

“现在更多家长希望通过学习钢琴，让孩子接受

音乐熏陶，提高素养。”在叶滨看来，当一个行业面临

着变革和洗牌，对于新创业的公司而言正是机遇。

细心的叶滨发现，纯在线教育模式中尽管有不少

钢琴相关的 App，但几千万的下载量背后却是用户并

不会为此付费的尴尬；传统的线下教育虽然很赚钱，

却不能满足不断变化的用户需求，且必须要面对场

地、师资等诸多问题。

能不能让日益普遍的智能产品与有品质的钢琴

交互起来？能不能让学钢琴摆脱“苦”字的束缚，让更

多的人获得钢琴带来的快乐？

经过认真的市场调研和大胆的设想，

2013 年 4 月，叶滨开始了自己的第三次创业

——专注于智能钢琴打造。彼时，智能硬件

热潮还未兴起，而小叶子公司也正在不经意

间迈入了创业时尚的前沿。

专注简单：“把用户体验做到极致”

与传统钢琴相比，“壹枱”钢琴既保留了电子琴的

体积大小，更精益求精地完善了普通钢琴的音色和配

重的琴键。随着琴键上闪烁的灯光和 ipad上类似“节

奏大师”游戏的瀑布流提示，初学者毫不费力就可以

与钢琴轻松互动起来。

“要设计一台有品质的钢琴，包括工业设计、硬件

品质以及供应链等，都要花许多功夫去做。”为了做到

这些，2013 年，“行业新兵”叶滨花了许多时间泡在深

圳，对于硬件的品质更是格外关注，“App不好用可以

更新，硬件则必须要拥有保证用户满意的品质。”

一开始，叶滨曾打算将安卓平板嵌入到钢琴中，

但几次南下深圳，他却得知，这些安卓平板由于技术

不成熟等种种原因，其设计寿命甚至不超过 10个月，

而嵌入设备也必然提高钢琴的成本。

此后，外接 iPad的思路，让小叶子团队豁然开朗，

“专注于钢琴本身”，让小叶子团队决心“把用户体验

做到极致”——

演奏速度、左右手控制都可以自行调节，如果弹

错音符，LED灯和琴键瀑布流会等到你弹对后再提示

下面的音符；

为了减少左右手单独练习的枯燥性，可以自行播

放的钢琴会让你在进行单手练习时，提供另一只手的

旋律伴奏；

其 App中已有上万首曲谱，并保持每周更新一次

的频率，针对同一首曲子也会有不同的练习方案推荐

……

这些站在使用者角度精心设计的点滴细节，无疑

贴心而实用。

“使用者也不用担心自己的手形不标准，App 里

还会有来自音乐学院的老师专门的教学视频。”叶滨

告诉记者，相比于传统硬件制造商仅仅注重产品的生

产和销售，“壹枱”钢琴还更擅长与用户的互动：除了

纠错、打分、录音、制定学习计划等功能，甚至还引入

了一些简单的社交功能——比如，你可以把自己的演

奏录下来分享到朋友圈、微博、豆瓣、QQ空间……

互联网思维：“做全球最牛的
一款智能乐器”

传统琴行里一个月也就卖出几台钢琴，刚刚面市

的“壹枱”钢琴能否真正在市场中“一炮走红”？

“互联网时代，想让别人知道一个产品是很容易

的。把用户体验做好，后面就不担心了。”对此，叶滨

并不感到忧虑。

尽管这一产品还处于预售阶段，叶滨也仅仅通过个

人的微信朋友圈做了一些小推广，但不逊于普通三角钢

琴的品质，智能化的操作，亲民的价格，使得这款创新产

品甫一面市，就在短短一个多月里收获了几百张订单，

这样的市场反馈甚至已经超过了叶滨的心理预期。

打开“壹枱”钢琴的官网，了解它的各种性能数据

和视频介绍之后，直接注册成为会员在线购买，就可

以在家里等着送货上门了，专门的讨论社区和活动版

块更是为粉丝们量身定制了网上交流空间。

“我们并不追求很高的利润，打算像小米手机一

样做网上直销。”相比普通钢琴动辄上万元的价格，

“壹枱”钢琴低至几千元的“互联网定价”，让许多买家

都大呼意外。

尽管还未正式开启市场宣传的小叶子科技公司

显得十分低调，但叶滨坦言，“这一作品是瞄准全球市

场的，希望能像苹果手机一样，成为全球最牛的一款

智能乐器，让全球零钢琴基础的人能够玩起来。”

“在国外，我们还会卖曲谱，大概 3 至 5 美元一

首。”如今，叶滨正和美国领先的三四家曲谱出版社洽

谈合作，旨在拿到十万级的正版曲谱数量，这也让“壹

枱”钢琴又增加了一条新的盈利渠道。

置身于当今新品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的智能

硬件热潮，也许，专注只做一件产品的小叶子科技公

司显得有些另类。

然而纯粹才意味着完美，对于叶滨和小叶子团队

而言，也许，音乐教育领域的智能化探路，才是他们为

智能硬件领域添上的最灵动的那一抹“新绿”。

走近清华科技园之六

小叶子科技：“壹枱”钢琴的智能化探路
——写于清华科技园成立 20周年之际

日前，美国宇航局在夏威夷对未来的“宇宙航行车”的着陆器进

行了测试，这一系统在未来的某一天或许将帮助人类前往火星。

报 道 称 ，这 个 飞 行 器 的 名 字 叫 做“ 低 密 度 超 音 速 制 动 器 ”

（LDSD），美国宇航局用氦气球将它送上了 12 万英尺的高空之中。

然后这一航行器携带的火箭助推系统点火，推动它飞上 18万英尺高

空。NASA称，在上述高度，地球大气结构与火星类似。

尽管降落过程中，飞行器的降落伞出现了一些故障，但飞行器的

硬件和数据记录器都已经被取回，进行分析。

NASA测试
“宇宙航行车”
预演火星着陆

太阳镜是在海边游玩时最容易丢的东西。据英国《每日邮报》6

月 28日报道，世界知名眼镜公司 Dragon Alliance近日推出了可漂浮

眼镜系列，帮助游客解决了在海水中游玩时丢眼镜的烦恼。

据悉，该系列眼镜采用特制镜架，即使是在水下几米深处，眼镜

也能自动浮上水面。单副眼镜的起步价约合人民币 1145元。

可漂浮眼镜解
决丢失烦恼

起步价超千元

27岁的伦敦工程师亚历克斯·拜戈拉夫研制出世界上最先进的

机关水枪，可装 10 升水，射程 12 米，造价高达 2128 美元。拜戈拉夫

家住伦敦南部，用了 50个小时设计和制造这个全球首款格林机关枪

型水枪，一共使用了 55个零部件。

发射时，二氧化碳焊接罐负责压两个大型灭火器，水随之从 6个

枪管射出。由于采用少量食用色素，不同枪管喷射不同颜色的水。

世界最先进
机关水枪
射程12米

前美国宇航局工程师丹·格兰特设计了一个身高约 21米的巨型

机器人，能够投掷大众甲壳虫等重物，像杂技演员一样将它们当球

耍。这款机器人名为“BugJuggler”，利用液压缸将汽车等重物抛到半

空，例如将 3辆汽车同时抛到半空。

在设计上，操作舱位于 BugJuggler 头部同时与高速伺服阀相

连。操作人员利用触觉反馈控制机器人的移动，它采用水力蓄力器，

允许其做出平稳顺畅的动作，将汽车或者其他大型重物抛到半空。

研制过程中，格兰特首先制造 2.4 米长的机械臂，能够抓举 113 公斤

的重物，用于进行概念验证。

巨型机器人
高21米

把汽车当球耍

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三届“蜂群”科学

会议上，欧洲航天局报告，由 3颗卫星组成的“蜂

群”卫星群产生的第一组高分辨率结果显示，地

球磁场正变得越来越弱，但变弱水平很低。

蜂群卫星群 2013 年 11 月发射升空，为科学

家了解地球磁场的复杂运作提供了空前的信

息。这些数据将帮助科学家更好地了解地球磁

场是如何运作的、太阳活动对它产生怎样的影响

以及大片地球磁场正在变弱的原因。

在接下来几个月内，科学家会分析这些数

据，根据地幔、地壳、海洋、电离层和磁气圈等来

源了解磁场作用。这会为科学家了解从发生在

地球深处的事件到太阳活动引发的太空天气等

许多自然过程提供新线索。

地磁减弱的那些事儿

地球的磁场向太空绵延约 58000 千米。导

电的地核就好比是一个巨大的电磁铁，地球磁场

就是它在旋转过程中产生的。由于地核的体积

极大，温度和压力又相对较高，使地层的导电率

极高，使得电流就如同存在于没有电阻的线圈

中，可以永不消失地在其中流动，这使地球形成

了一个磁场强度较稳定的南北磁极。

但是，电子的分布位置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并会因许多的因素影响下会发生变化，再加上太

阳和月亮的引力作用，地核的自转与地壳和地幔

并不同步，这会产生一强大的交变电磁场，地球

磁场的南北磁极因而发生一种低速运动，这种运

动的积累将造成地球的南北磁极逆转。

磁场形成了一个泪珠形状的气泡保护在地

球表面，从而对地球上的生物形成保护膜，保护

人类免遭连续轰击地球的宇宙射线和带电粒子

的伤害。

如果地球磁场发生变化，同时受到伤害的

还有围绕地球旋转的成千上万颗卫星和其他航

空器，失去地球磁场的保护，它们将赤裸裸地

受到外太空高能量辐射的侵害，从而变得非常

脆弱。

巨大的“气泡”
地球表面的保护膜

通过蜂群卫星过去 6 个月获得的测量结果

证实地球磁场变弱的总趋势，同时显示西半球磁

场减弱最为明显。

在印度洋南部等一些地区，磁场从 1月以来

持续增强，但地球磁场的总趋势是在变弱。此

外，最新测量值还确认磁场向北朝西伯利亚方向

运动的事实。这些变化以源自地核的磁场信号

为基础。有数据显示，在过去的 150 年里，地球

的磁场已经减弱了近 10%。

另外通过对 1980年到 2000年的地球磁场研

究发现，地球磁场存在很大的地理差异：在亚洲、

太平洋地区磁场变化较小，非洲、欧洲和大西洋

的变化非常大，变化最大的地区是非洲南端，在

这个地区的磁场极性与正常的极性刚好相反。

变化！
150年里，地球磁场减弱了近10%

在欧洲航天局的观测中，大西洋南部磁场显

得特别虚弱，这里被称为南大西洋磁场异常区。

早在 6年前，就有研究指出这一地区的磁场仅为

一般磁场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地球的磁场保护

在该地区已经出现了凹陷。而南大西洋上空的

卫星暴露在强辐射中时，地球磁场的这种异常就

会给它们造成一些小故障或“小难题”。

对于南大西洋的磁场异常，科学家分析，南

大西洋和北冰洋下方的液体金属地核可能出现

了巨型涡流，从而影响了其上空的磁场。由于巨

型涡流的力量足以逆转其他涡流的方向，因此极

有可能令地磁场南北极就此开始大逆转。

大西洋南部磁场特别虚弱

2011 年，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

院杨学祥教授等人发表的科研论文称，地磁减弱

的原因在于两极冰盖融化导致地壳和地幔转动

惯量减少自转加快，由此引发核幔差异旋转在数

值和方向上的改变。在磁场减弱和磁极反向过

程中，太阳辐射的增强和核幔热能的释放与灾害

有一一对应关系。

地球历史表明，强地磁场对应地球的寒冷气

候，如第四纪冰期；弱地磁场对应高温气候，如中

生代的温暖期。地磁场减弱也是全球变暖的原因

之一：地磁场减弱导致更多太阳能量进入地球。

2013 年，来自日本的一项研究也印证了这

个观点。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的研究小组发

现，冰盖大小出现变化后，地球自转速度就会受

到影响。为了调查地球自转速度变化与地球磁

场变化的关系，研究小组利用计算机模型推算发

现，地球磁场强度会随地球自转速度的变化而变

化。即使自转速度只有 2%的变化，磁场强度的

变化会达到 20%至 30%。

这一研究成果显示，地球磁场会受到气候变

化的长期影响。研究人员认为，由于全球气候在

变暖，冰盖正在不断减少，虽然规模还相当小，但

是地球的自转速度和磁场强度有可能相应出现

变化。

与气候变暖或有关联

在地质勘测中，研究火山岩和沉积物中的金

属粒子，能够了解的远古时代的地球磁场，许多

国家已经从这类研究中查到了地磁逆转的证

据。研究发现，磁场在最近 600万年间发生了三

次翻转，而这三次的间隔时间不等。

有研究显示，最近一次引起磁场巨大变化的

是在 78万年以前磁性逆转过程中产生的。当南

北磁性倒转后，确立新的磁极需要一段时间，而

磁性也将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因此地

球的磁场就会相应地减弱。

逆转？
地球磁性曾在78万年以前逆转

地磁逆转是在很长的时间尺度上发生的，发

生逆转前，磁力会急剧减弱，甚至出现零磁场，就

是说磁场衰减是翻转过程中的一种现象。近年

来的一些研究表明，下一次磁性逆转即将发生。

我国从事地球动力学和自然灾害研究的学

者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目前有些地区地磁

场的强度确实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否意味着磁场

的强度还会持续降低，是否意味着地磁将要在未

来千百年的尺度内翻转，科学家还存在争议，需

要继续观测和深入研究。

地磁减弱预示下一次逆转即将发生？

每隔 11 年，太阳就会经历一次完全的磁极

倒转，此时太阳的南北磁极就会颠倒过来。这一

过程将会对整个太阳系产生影响。

尽管目前我们还无法理解这一过程发生的

内部机制，但美国斯坦福大学维尔克斯太阳观

测台的研究人员自从 1975 年以来一直坚持每

天对太阳磁场情况进行记录和监视。自从观测

记录开始以来，这将是四次记录到太阳磁极倒

转事件。

每一个磁极倒转的开端都可以从太阳黑子

的行为上体现出来。太阳黑子是太阳表面的强

磁场区，当一个磁极倒转周期开端之时，黑子会

在接近太阳赤道的区域出现。在大约 1 个月的

时间内，这些太阳黑子会逐渐解体并从赤道向两

极移动。

托德·何塞马(Todd Hoeksema)自从 1978 年

以来便一直在斯坦福工作，现在是维尔克斯太

阳观测台的台长。他指出，当这些带有新磁极

特征的黑子抵达极区，它就会抵消原有的磁场

极性。此时太阳的磁场逐渐趋向于消失，随后

再次反弹增强，并完成一次太阳磁极反转过

程。何塞马表示：“这就有点像是大海中的潮

起潮落。每一次小的潮头都会带来更多的水

量，但最后全都会退去。”

太阳发生磁极倒转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太

阳磁场影响的空间范围构成一个巨大的气泡状

结构，被称作“日球层”，其延伸一直要到冥王星

轨道之外，目前美国宇航局的旅行者号飞船刚刚

通过这一太阳系边缘区域。另外，太阳活动的高

峰期一般同样发生在其发生磁极转变的时期，在

此期间除了黑子数量增加之外，太阳耀斑和日冕

物质抛射(CME)同样是非常频繁的。

当然，太阳磁极的转变以及太阳带电粒子的

爆发对于地球也会产生影响。当大量来自太阳

的带电粒子轰击地球高层大气时，便会出现美丽

的极光现象。太阳活动的强弱也将对地球上的

供电网络，卫星以及 GPS 定位系统等产生不同

程度的影响。为此，科学家们必须不间断地对太

阳活动和空间天气状况开展连续监视。何塞马

表示：“我们也会考察这一事件对其他行星产生

的影响。木星上会出现风暴，土星上出现极光，

这些都会受到太阳活动的影响。”

延伸阅读
太阳每隔11年完成一次磁极倒转

◀地球的磁场向太空绵延约 58000千米。导
电的地核就好比是一个巨大的电磁铁，地球磁场就
是它在旋转过程中产生的。

▼由 3颗卫星组成的“蜂群”卫星群产生的第
一组高分辨率结果显示，地球磁场正变得越来越
弱，但变弱水平很低。

被称为“地球保护膜”的地球磁场在150年中减弱了近10%，甚至在一些
地方出现了“漏洞”，这些变化预示着什么，地磁会不会发生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