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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SUMMARY

科技圈真是一个小鲜肉层出不穷，竞

争异常惨烈的“圈”。从年头到年尾，新产

品成打地被捧到消费者眼前，新概念成堆

地在投资界流传，而关于未来的展望，那

更是累积了一箩筐。

2016 年，有些“新人”一夜爆红，来势

汹汹；有些“旧人”表现良好，事业迎来第

二春；有些“练习生”推迟了出道的日子，

有些“老艺人”终于有了代表作……

而风头最劲的，大概是这些——

2016 追击灵感 撬动潮流
文·本报记者 张盖伦

世界顶级 IP加上一点黑科技可能等于

什么？任天堂说，大概是一款让人“不疯魔

不成活”的游戏。

你也许没玩过《口袋妖怪 Go》，但你一

定听说过它在江湖上的传说。今年夏天，

它红得理直气壮，又红得让人瞠目结舌。

《口袋妖怪 Go》是由任天堂、口袋妖怪

公司和谷歌 Niantic Labs 公司联合制作开

发的一款增强现实的宠物养成对战类手

游。玩家打开手机摄像头，就能看到一个

全然不同的、和小精灵共生的城市：天上会

飞小火龙，河里游着杰尼龟，扔出精灵球，

就能收了它们，让它们与你并肩作战。

《口袋妖怪 Go》最火的那段日子，把无

数“千年死宅”赶出了家门。他们不惜在外

面游来荡去，就是为了寻找可能潜伏在城

市角落的小精灵。

据AR（增强现实）业内人士分析，这款游

戏的 AR技术并没有多么精深，仍然存在瑕

疵。但超级大IP和AR黑科技产生了神奇的

化学反应。爆款之“爆”，并不单纯在于技术突

破，而是在于让技术找到了和应用结合最戳人

的那个点。

《口袋妖怪 Go》也让各路玩家，看到了

AR 游戏的商业潜力。12月，支付宝平台发

行国内首款 LBS+AR 手游《萌宠大爆炸》，

2017年《猩球崛起》的第三部即将上映，官方

近日宣布，将在电影上映同期推出AR手游。

看来，2017 年的 AR 游戏市场，有的是

热闹可看。

AR玩出新境界
口袋妖怪满大街

和《口袋妖怪 Go》前后脚红起来的，是

横空出世的修图软件“Prisma”。当时流传

一句话——“世界上一半的人在用《口袋妖

怪 Go》抓精灵，另一半，在用 Prisma修图。”

表面上，Prisma和外面那些妖艳修图软

件的不同，在于它的“艺术格调”。在 Prisma

这里，画出一幅“世界名画”只需要四步——

下载 Prisma，上传随便一张什么照片，选择

随便一种什么风格，然后点击确认就好。

然而，Prisma 还有更火的技术为其背

书——人工智能。它不是简单加一层滤

镜，而是通过卷积神经网络分析大师作品

的特征。当用户上传了照片和视频，软件

在后台把分析出来的大师作品特征与用户

作品进行纹理合成，最终生成作品。

业界人士称，Prisma 采用的技术，在人

工智能领域，也不算复杂。但妙就妙在，它

找到了修图应用的这个小而美的点。Pris-

ma 的“一夜蹿红”，也让众多 P 图爱好者发

现，原来人工智能早已渗透自己的生活。

只是，类似软件，似乎最终都难逃“红

一把就死”的命运。当新鲜感下降，要如何

继续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不管是人工

智能党还是滤镜党，都得思考这个问题。

人工智能来修图
人人争当毕加索

Magic Leap，一家神奇的网红公司。估

值超级高，产品特保密。它站上的，是超级

大风口——MR（混合现实）。12月以来，其

麻烦缠身，比如承认演示技术视频用了特效

啦，公关总监宣布离职啦。但是，这也妨碍

不了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和MR

（混合现实）这“3R”兄弟成为2016年度进行

科技圈盘点时绕不开的关键词。

巨头已经进入这一领域，而且大有站稳脚

跟之势。三星在移动VR布局较早，今年年初

推出Gear VR；微软去年发布了Hololens，被

称为“地表最强”的增强现实头盔；Google则

推出了Daydream平台，其生态系统包括专属

设计的手机、头显设备以及APP应用，或许能

加速VR用户体验向更完善方向发展。

都说 2016 年是 VR 元年，我们也确实

看见了不少跟 VR有关的好东西。不过，接

近岁末，国内已出现了“概念正热现实降

温”的局面，领军企业暴风魔镜大规模裁

员，似乎释放出了一些“泡沫要碎”的信号。

讲真，“3R”兄弟的前途，难说是一片

坦途。眩晕的问题依然存在，光场显示技

术小型化尚未取得重大突破，优质的 VR和

AR 内容仍然匮乏，整个产业的生态体系仍

然不够健全……不过，大浪淘沙过后，剩下

什么，出现什么，还是令人期待。

Magic Leap涉造假？
“3R”兄弟仍势不可挡

12 月中旬，苹果终于开售首款无线耳

机 AirPods。曾被段子手们狠狠涮了一把的

它，如今迎来市场大考。

相较普通耳机，AirPods没了音频线，多

了枚 W1 芯片。这款芯片能利用传感器和

加速计检测 AirPods是否在人耳朵里，甚至

能确认你佩戴的耳机是一只还是两只。

小小耳机，同样蕴藏技术革新的各种

可能。

AR 耳机能让佩戴者选择想听到的声

音。该耳机原理类似调音台，当耳机上的

麦克风收到外界声音后，处理器会根据设

置“加工”声音，然后再传至耳朵，给耳朵自

动加上“结界”。

骨传导耳机就更拉风了——它更像是

耳朵上一种装饰物。这种耳机将声音转化

为频率不同的机械振动，在通过颅骨、骨迷

路、内耳淋巴液传递、螺旋器、听神经、听觉

中枢传递。最直接的好处就是，传输过程

中几乎没有噪音和杂音，也不伤耳膜。

新技术的引入，大都在“怎么听”上做

文章，这些新耳机都为典型的使用场景而

生。而反观“好好听”这件事，技术进步并

不大——耳机的结构、用料乃至发声原理，

近几十年来，没有本质上的变化。

不知道苹果这次能不能引领一场“耳

机无线化”的潮流？不说了，先去找耳机去

了……

无线、AR、骨传导
耳机越来越花哨

11 月，李安用一部《比利·林恩的中场

战事》告诉我们，24 帧不是电影界颠扑不

破的真理。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2016 年 12 月 11 日 ，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在内地的票房为

1.65 亿。讲真，这个数字并不漂亮。

但是李安的技术冒险给人留下了深

刻印象。该电影采用 3D 技术、4K 清晰度

以及每秒 120 帧的高帧率拍摄手法，被认

为“超越了现有的时代”。

实际上，电影这门从诞生时就被称作

“机械女神”的艺术，其发展的每一步，都

跳脱不开技术。无声到有声，黑白到彩

色，胶片时代到数字时代……技术的创

新，让电影艺术展现出不同的美学面貌。

只是，所有新技术，似乎总要在冒头之后，

迎来一段时间的蛰伏期。彩色电影产生

于上世纪 30 年代末，而过了三十年之后，

黑白电影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1952 年第

一部立体电影就已问世，却始终没能唤起

观众的观影热情，直到 2010 年卡梅隆用

《阿凡达》开启电影的 3D 技术革命。

李安的冒险是否成功，时间会给出答

案。

电影技术大冒险
120帧你可看得惯？

2016 年的你，一定或多或少接触甚至

拥有了“具有智能的产品”。无论它是一只

手环，一双跑鞋，还是一个机器人。

亚马逊的 Echo 智能语音音箱取得了

成功，在类目众多的智能产品中刷出了存

在感。它不仅是个音频播放器，通过云端

的大数据处理以及开放的 Alexa语音助手，

你可以让 Echo 干更多的事情——购物、询

问、叫车、外卖，或者控制家里其他智能设

备。

讲真，它俨然成了智能家居的入口——

谁会想到，智能家居这事，可以先从音箱做

起呢？看来“红”，总需要那么一点点机遇，

和那么一些些运气。

除了放在家里的，还有戴在身上的。

科技和艺术结合，碰撞出智能珠宝——内

置传感器的珠宝首饰 Bellabeat Leaf。它能

跟踪用户运动状况、睡眠质量和压力指数，

在与应用程序进行配对后，还能追踪女性

每月的身体变化，提醒月经期、排卵期和避

孕药的摄取量。

是的，万物互联，一切皆可智能。智能

硬件已是一片红海，如果技术上不创新，用

户体验上不改进，商家拿着这张旧船票，便

很难登上消费者的客船啦。智能硬件，一

直“不温不火”，不知道这“队伍庞大”的组

合里，能不能真正冒出一两个“天王天后”

级的人物呢？

衣服音箱加首饰
万物智能“初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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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网络）

无人机已经算不上“小鲜肉”。但是，

它已经进化出了越来越多的花样。

12 月 7 日，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公司

顺利完成第一单由无人机运送的快递。该

无人机从亚马逊在剑桥的基地出发，13 分

钟后安全抵达目的地，并成功投递货物。

不过，无人机送快递，大多数时候只是噱

头。据分析，这项服务的受众有限。即使下

单顾客拥有足够大的、能使无人机降落的花

园，货物的重量和送货距离也是限制因素。

而且，一遇到坏天气，无人机就得“趴窝”。

模块化组装的无人机也是今年的亮

点。这个点子出自一家创业公司。它设计

了一款模块化可编程无人机“Airblock”，这

款产品的模块间利用磁性连接搭建，支持

智能设备操控，可设计多种形态，轻松 DIY

各种奇形怪状的无人机装备。

中国公司大疆也表现亮眼，比如它推出了

目前为止最为智能的消费级航拍无人机以及

首款紧凑型航拍无人机。根据预测，2018年，

我国民用无人机市场规模将达到110.9亿元。

目前我国无人机的数量已超过 2万架，

但一半以上未取得无人机驾照。追本溯

源，造成无人机乱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出在

管理问题上。“规范管理”，仍是在无人机行

业狂奔路上，可能出现的紧箍咒。

无人机“进化力”强
唯独缺个“紧箍咒”

3D 打 印 ，同 样 也 是 科 技 圈 的“ 老 腊

肉”，而且，它也一直没有“过气”。打开万

能的淘宝，搜索“3D 打印机”，你会发现，

很多家用 3D 打印机，还没你每天捧着刷

朋友圈的苹果手机贵。

3D 打印，是一种快速成型的先进制

造技术，其本质原理，是离散与堆积。在

计算机的辅助下，通过对实体模型进行切

片处理，把三维实体的制造转化为二维层

面的堆积和沿成形方向上的不断叠加，最

终实现三维实体的构造。

今年 7 月，一位英国伦敦的小哥发布

了 一 款 能 变 废 为 宝 的 3D 打 印 笔 ——

Renegade。它拥有强有力的挤压机、螺旋

送料装置和融化塑料的加热系统，能在笔

内传送、粉碎和融化废旧塑料。使用者可

在 50 至 320 摄氏度的区间中自由调节加

热温度，还能方便地控制打印速度。另

外，Renegade 的 PRO 版本还内嵌了一个

小型液晶屏，用来显示笔内的温度、材料

使用状况以及打印速度。

3D 打印发烧友们将 3D 打印这门专业

的事，变得“性感起来”。不仅“看见什么

打 什 么 ”，还 能 实 现“ 打 了 什 么 回 收 什

么”。作为释放创作力的工具，消费级 3D

打印机的出现，当真是极好的。

3D打印机出平民款
创意分分钟就“变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