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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

■第三只眼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近日的报道中，

为我们盘点了 2015年最“酷”的 21项发明。这些发明

要么让人会心一笑；要么让人叹为观止；要么令人忍

俊不禁……无一不生动地诠释着“科技让生活更美

好”这一宗旨。

1.记住电视节目最有趣的部分

昨晚的电视节目中，什么最让我们咧嘴大笑呢？

谷歌申请的一项新专利可以通过观察你观看电视时

的表情，来为电影或电视节目中的精彩片段分门别

类。然后，当你搜索“昨晚最有趣的娱乐场面”时，谷

歌会将昨晚使你大笑的这个视频精确地展示给你。

2.使用平板驾车

谷歌的专利技术使你能在驾驶员位置之外的任

何位置观察平板电脑中的视频，并用平板电脑驾车。

3.出门再也不会忘记带钥匙了

有很多人经常在出门散步时忘记带钥匙或钱包，

给生活带来极大不便。现在，谷歌申请了一项专利技

术，在忘记带钥匙或钱包时向你发出警告，警告你的

手机距离你想要带的东西（钥匙、钱包）太远了，你再

也不用担心出门会忘记带钥匙啦。

4.没有GPS时知道自己身处何方

如果你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没有 GPS，在你茫然

四顾、手足无措之时，你上载一张图片给谷歌，随后，

你能通过谷歌地图获取你的位置信息。

5.用触控板做空格键

今年 5月 1日，谷歌公司申请了一项全新专利，它

的作用是将空格键从键盘废除。在专利附图中，空格

键所在的位置被触控板取代，空格键原有的功能同样

位于触控板上方，通过检测触摸感应来实现，而下部

分的区域可以用来实现导航和手势操作。

6.用隐形眼镜做密码

今年 5 月份，谷歌又获批了一项关于虹膜识别作

用于隐形眼镜的专利，大致方向是利用隐形眼镜中存

储的虹膜样张与正在扫描的虹膜进行对比，以判定是

否是用户本人。举例来说，隐形眼镜上的传感器采集

一张来自虹膜的图像，然后将其与存储在电脑中的同

一虹膜采集的图像进行对比。如果两张图像能够成

功配对，那么一扇门就能为佩戴者解锁，或者佩戴者

就可以获准阅读含有机密信息的资料。

这项技术将可以极大方便人们的生活起居：人们

可以通过佩戴隐形眼镜打开任何想打开的设备，包括

手机、电脑、汽车、空调等任何私有物品，只要通过数

据匹配，通过眼镜一扫就能锁定或是解锁。

7.用手机显示全息图

我们曾在很多科幻电影中见过全息影像技术

的“倩影”，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试过将它应用

在手机上，三星又要当第一次吃螃蟹的勇士了。最

近在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的网页上就公开了

三星的这项新专利。三星方面的解释是这样的：首

先把手机的屏幕当成一个投影仪，然后在屏幕上设

置一种特殊的全息导向材料，当全息模式开启，手

机画面穿过这层导向材料时就会转成浮空的全息

图像。

不过目前相关技术似乎还只能投射出较为细小

的全息影像；视觉效果并不好；也不能直接用手与影

像互动。如果以后加入动态感应器捕捉用户的动作

并将其转化为指令，那么，科幻电影中的场景走进千

家万户就指日可待了。

8.手机能像报纸一样卷起来

使用柔性显示屏技术，三星申请了一项专利，让

手机能像报纸一样卷起来并放在口袋中，三星表示，

你甚至能将手机做成一个花瓶。

9.360度全息显示屏

《星球大战》中 R2D2 机器人通过全息投影开关

救出公主的场景可能距离我们不远了。三星已经发

明了一种手提的全息显示屏，其拥有 360 度的观察角

度，这一显示屏包括一个能够旋转的支承板，板上有

空间光指示器和一个成像区域。通过全息影像投放

技术，我们可以在空气中看到真实的 3D 视频讯息，效

果同《星球大战》中的景象完全一样。

10.将你的手机折叠起来

三星公司的一项专利可以将智能手机折叠起来

放入口袋。据《韩国商业》杂志报道，三星宣称即将在

2016上半年推出折叠智能手机，这一折叠技术不久会

被应用到电子书甚至超便携笔记本电脑上。未来，你

甚至可以将计算机收起，然后揣入自己的口袋。

11.将任何物体变成 Play-
Station控制器

想像一下，你拿起任何 3D 物体，就能控制你的

PlayStation游戏机上虚拟的短棍、虚拟的撞球球杆、虚

拟的保龄球等。这是索尼公司正在潜心烹制的一道

娱乐大餐，这项技术已于今年初获取了专利。

12.新的虚拟显示头盔

索 尼 公 司 研 制 的 新 的 虚 拟 显 示 头 盔 Project

Morpheus的屏幕已经提升到了 5.7 英寸，将为佩戴者

带来宽达 100 度视野，此外该装置还包含了 9 颗发光

二极管（LED）追踪器，以便带来 360 度的追踪体验。

研究人员表示，有了这款新的虚拟现实头盔，我们距

离真实的虚拟现实游戏又近了一步。

13.自动过滤掉不好的照片

索尼近期提交了一项新专利，能识别每张照片里

用户的情绪状态，并对照片进行标记，将不好的照片

过滤掉，这不啻为自拍一族的福音。

这项专利显示，用户拍摄的照片将通过安全网络

发送至服务器，服务器将对照片进行处理，软件随后

将辨认每张照片中用户的情绪状态，并对照片进行标

记。系统识别照片的情绪后，用户将可以搜索一天中

最快乐的时刻，或是悲伤的时刻。所有无表情的照片

都可以被过滤。这一技术还可以帮助用户创建各种

情绪事件的时间线。

14.动画书随声而动

想像一下，你正在给小孩读一本童话书，就在你

说：“龙突然咆哮一声”的当口，一条龙发出了一声骇

人的咆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想一想这样的阅

读方式就非常的炫酷。微软公司今年申请的新专利

HoloLens就做到了这一点。

HoloLens利用书中的增强型现实标记，可以直接

同步用户阅读节奏，显示书中的阅读场景，让读者可

以身临其境。这种阅读模式支持多种阅读对象，包括

报纸、书籍、杂志、期刊等。尽管这项专利看似非常炫

酷，但其还在研发阶段，一旦研发成功，必定会对交互

式学习、电子书等行业带来新的启发和影响。

15.在数字画布上作画

现在，你能使用鼠标甚至数字笔在你的计算机上

画画，但微软公司更近了一步，他们申请的一项新专

利让你能用刷子在你的电脑屏幕上画画，就像屏幕是

一块数字画布一样。

16.用脚发短信

微软刚刚通过了一项专利，让用户通过利用特定

的肌肉活动传感器来控制电子设备。这项技术利用

绑在手臂上的 EGM（肌肉电信号）传感器来探测手指

动作及手势，无需摄像头或其他传感装置参与。未来

某一天，如果你在开会，你或许能够通过脚发短信，没

有人会注意到这一点。

17.车再也不会“迷路”了

苹果公司申请了一项新专利，让用户可以通过

Siri和 CarPlay实现车辆定位功能。

苹果官方对这项专利的描述为：“车辆位置自动

识别功能”或“在弱信号地区的车辆定位功能”，简而

言之，就是让用户通过 Siri来帮助他们在停车场中找

到自己的车：只需向 Siri发出“找出我的车”的命令即

可，当然，车必须搭载苹果的 CarPlay系统。

这项功能无疑将给开车族带来很大的便利：首

先，用户不仅能在硕大的停车场中快速找到自己的

车，甚至在车辆失窃的情况下也能迅速定位到车辆的

位置。其次，这是一个能替代 GPS 的全新定位方式。

在地下停车场这种 GPS定位能力较弱的地方，这项功

能的实用性将大大增加。

18.在屏幕上“感觉”物体

有传言称，苹果将在明年年初推出一款内置有更

大显示屏幕的 iPad 产品，这款产品将包含一支手写

笔。如果情况属实，那么，这支笔或许能让你在屏幕

上“感觉到”物体。这项专利称，用户在屏幕上移动这

支笔，笔会震动从而模拟物体的纹理图案。

19.学会如何更安全地驾驶

雅虎申请了一项专利，能测试你的驾驶本领并在

你不安全驾驶时，向你发出警告。安装在手机上的一

款应用软件能直接向你发出指令。

20.制造出你梦想的购物分类

未来，当你登录亚马逊购物时，它能即时向你提

供一个购物分类，其中只包括你感兴趣的商品信息，

这一信息基于你的在线搜索记录。

21.在脸谱之外给朋友贴标注

你能在脸谱的邮件和照片上给朋友贴标注，但现

在，脸谱考虑让你通过一个浏览插件，在其他站点的

博客或照片上给你的朋友贴标注。这一专利在 2011

年进行申请，现在获得了通过，但并不确定脸谱公司

最终是否会使用这项技术。

手机能像报纸一样卷起来
——盘点 2015年最酷的 21项发明

本报记者 刘 霞 综合外电

在 YouTube 热播的科技视频中，有一个点击率

高达 1000 万次的视频——《五项可以摧毁世界的

实验》。我们仍然存活在世，这一事实意味着这些

实验并没有摧毁世界。但是这个视频传递出来的

意义却十分明确：我们经常采用儿戏的态度对待我

们一知半解的事情，这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我们

担心，人类在探索超出自己控制的力量时并没有相

关的知识。

虽然在某些情况下的确如此，但美国全国公共

广播电台网站近日报道指出，人们毋须为这五项试

验忧心。

克拉超深钻

1970年，前苏联科研人员开始在北极圈内克拉岛

上钻井，至 1989年时井深达到 40230英尺（约合 12262

米），钻探工作终止于 1994 年，停止钻井的官方理由

是经费不足。尽管如此，这是前苏联继空间站、深海

勘探船之后的第三大科研成果，一直是俄罗斯科学家

的骄傲。

克拉超深钻是一个典型的冷战项目。在冷战的

20世纪 60年代，随着太空竞赛不断升温，另一项竞赛

也慢慢展开，这就是地心争夺战。在美国推出一项力

图达到这个深度的钻探项目后，前苏联也加入到这场

钻出世界上最深的洞的竞赛中。此前，美国保持着在

俄克拉何马州沃希托县伯萨·罗杰斯钻洞 31440 英尺

（9583米）的世界纪录。

尽管科研人员付出了诸多努力，但这个钻井只达

到了波罗的海地区陆壳三分之一的深度。这当然无

法威胁全世界的安全，但对地理研究大有裨益，包括

分析超过 25亿年前的太古时代的岩石等。

得益于前苏联科学家的执着，虽然人们没有从井

中放出地狱恶魔，但关于地球内部的科学数据如泉涌

般而来。人们惊异地发现，深藏在地下的大量液态氢

似乎处于沸腾状态。另外，科学家们在地下 12 英里

深处超高温高压的环境下，竟然发现了浮游生物，这

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科学家找到了自

信，他们向国会申请经费，准备继续探索宇宙生命。

尽管前苏联解体后克拉岛上的钻井平台被废弃，

但鉴于“克拉深坑”给人类带来了关于地球知识的飞

跃式进步，某种意义上说，应该给前苏联科学家记上

一功。

三位一体实验

1945 年 7 月 16 日，人类首枚原子弹在美国新墨

西哥州的沙漠里引爆，这就是“三位一体”实验，它相

当于大约 20 千吨的 TNT 能量，是美国和欧洲科学

家三年来辛勤工作的结晶。实验目标是制造能震慑

纳粹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此次试验后的短短 24

天之内，日本两大城市广岛和长崎先后被原子弹炸

为一片废墟，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以日本的战败

而告终。

科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随后说，当看到这次爆

炸测试，他想起了印度圣经薄伽梵歌中的一句话：“我

成了摧毁世界的死亡之神。”

人们最初担心爆炸会引燃大气，但数学方法表明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次实验是完全安全的。不过，

科学家最近发现，在新墨西哥城的居民可能已经遭受

了超过正常水平数以千倍的放射线的辐射伤害。

大型强子对撞机

大型强子对撞机（LHC）这个庞大的粒子加速器

位 于 瑞 士 日 内 瓦 附 近 的 欧 洲 核 子 研 究 中 心

（CERN），用于让以接近光速移动的质子束进行对

撞。经过 40 年的研究，2012 年，科学家们报告称，他

们在 LHC 的对撞中发现了“上帝粒子”——希格斯

玻色子，这是现代技术和先进的粒子物理学结合产

生的“胜利之果”。

由于这种对撞可以产生迷你黑洞，因此，许多人

担忧这样的庞然大物会失控并吞噬整个地球。但

是，复杂的计算再次证明这几乎不可能发生，因为迷

你黑洞会在瞬间消失。不仅如此，当宇宙射线内高

速穿越太空的粒子撞击到上层大气中的氮分子和氧

分子时，会发生更高能量的对撞。如果人类能在这

类对撞中存活 40 亿年，那么，大型强子对撞机也应

当是安全的。

“一流星鱼”热核试验

1962 年 7 月 9 日，美国在海拔 400 公里处进行了

代号为“一流星鱼（Starfish Prime）”的热核试验，引爆

了一枚大型核弹，目的是破坏前苏联的导弹系统。冷

战同样是这起事件的起因。这次爆炸的核当量为

1450 千吨，引爆后，五颜六色的“极光”瞬间照亮了广

阔的天空，有些地方甚至持续了好几分钟，几颗低轨

道卫星上的太阳能电池板也被损坏。

另外，爆炸产生的电磁脉冲对瓦胡岛上的供电系

统造成了破坏，岛上的防盗报警器持续尖叫，300盏路

灯被损坏。但尽管如此，除了美苏因此互掷氢弹外，

人们无需担心其他的地球灾难。

搜寻外星文明研究

搜寻外星文明研究（SETI）是一项历时 50多年的

项目，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来自外星文明的无线电信

号。但也有人担心，我们发出的信号可能暴露了地球

在星系中的位置，让外星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抓住我

们。

然而，多种因素表明这样的可能性极低：首先，星

际距离遥远，外星文明即便拥有尖端技术也需要数百

年甚至数千年才能到达地球（使用现有技术，我们需

要 10 万年才能到达距离我们最近的星系）。如果先

进的外星文明在银河系中的确存在（这个假设就是非

常不确定的），它们有大把时间把邻近的星系开拓为

殖民地。对我们来说，没有外星访客的证据应该是个

安慰。我们没有证据表明外星人绝对不存在（因为这

样的证据在科学上说不通），但我们绝对有证据证明，

银河系周边的高级生命形式非常罕见。

其实，对于人类来说，最大的担心来自热核冲突

可能造成的同归于尽，虽然这个威胁现在离我们比较

遥远，但仍真切地存在着。不过，造成这起灾难的罪

魁祸首并非科学家，而是拥有按下核武器按钮权力的

政治家。

差 点 毁 灭 世 界 的 五 大“ 骇 人 ”实 验
本报记者 刘 霞 综合外电

搜寻外星文明研究搜寻外星文明研究（（SETISE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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