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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广告

2017 双创活动周，上海杨浦长阳创谷。

曾经的纺纱厂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最具活力

的双创周主会场。会场主题展示区域，百余

件极具科幻和未来感的展品令人眼花缭乱。

穿梭其间，厂房的历史厚重感和科技的新鲜

感相互交融。

未来的生活什么样？从双创周可以略窥

一二。未来，已来！

伤口处理：“胶水”一
涂，当天就可洗澡

相信术后缝针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很

可怕的一件事。像蜈蚣一样的伤疤不但有碍

美观，而且还容易开裂、感染。

强生展出的一款猪皮纤维黏合剂，则完

全颠覆了缝针这一伤口处理方式。

患者手术后，就像涂胶水一样，只需用这

种黏合剂往伤口处轻轻一涂，蛋白纤维就能

将人体组织“黏合”在一起，而且不需再进行

任何处理。更神奇的是，就算是剖腹产这样

的伤口，使用后当天晚上就能洗澡。

这种黏合剂可以有效避免缝针带来的伤

口开裂、感染，而且愈合后疤痕也会淡很多。

据介绍，由于提取自猪的身体，相对于神奇的

效果，这种黏合剂的成本并不算“天价”，普通

人也可以承担。

这种科幻小说里才有的“神奇胶水”，已

经成为现实。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国内不

少医院都已经开始推广这款伤口黏合剂。

摄像监控：前方遮挡
也无处遁形

电视剧里，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桥段：犯罪

嫌疑人为了躲避摄像头监控，往往会利用前

方遮挡物来隐藏自己。然而，不久后，这样的

小伎俩将不再管用。来自上海科技大学的虞

晶怡教授团队和公安系统合作，将智能光场

技术应用到了刑侦领域。光场技术模拟人

眼，是介于建模和计算机渲染之间的技术。

在光场技术构建的场景里，可以从不同的角

度和距离观察事物。

在机场、地铁站等人流量巨大的区域，传

统的单个摄像头升级为多个智能摄像头，当可

疑分子利用遮挡物从摄像头前走过时，摄像头

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监控，再通过算法处理，

还原遮挡物背后可疑分子的真实面貌。再通

过和数据库比对，匹配概率高达90%以上。

目前，这一技术正在研发阶段，预计下半

年将在机场进行试点。

汽车：两个轮子也能跑

两个轮子的一定是单车？汽车必须得

四个轮子？

北 京 凌 云 智 能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用 事 实

证 明 ，两 个 轮 子 的 电 动 汽 车 ，也 能 跑 得

飞 快 ！

两个轮子的电动汽车，绝不是电动自行

车加汽车外壳的“辣眼睛”组合，而是极具科

技感的“黑科技”。这款两轮汽车不但外观

酷炫，而且相比普通汽车更加节能、轻便，占

地还小。

两轮汽车通过力矩陀螺和平衡系统保持

稳定。直行、转弯、加速，想让两轮汽车跑起

来，绝不是件轻松的事儿。它的平衡设计算

法，运用了现有的最尖端技术。

凌云智能经过近 3年研发，使得两轮汽车

逐渐从概念成为现实，并接近试量产。据介

绍，两轮汽车将融入和整合自动驾驶、车联网

应用以及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打造未来出行

“神器”。

伤口胶水、无“遮挡”摄像头、两轮汽车……

双 创 周 上 的 神 器 窥 见 未 来
刘 禹 本报记者 王 春

15 次大洋科考、1 次南极科考，中国地

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副总工程师

何高文是个有着丰富海洋科考经历的“老

海洋”。9月 17日，他第一次坐在网络直播

间，与来自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张鑫

研究员、国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的乔方利

研究员一起，结合卫星传来的海上现场视

频，和广大网友分享有关海洋的故事。

这是 2017 年全国科普日的重要活动

之一，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以

下简称“海洋国家实验室”）与中国科协科

普活动中心合作，促成了这次“海洋科考直

播课堂”活动。在我国关键核心海区“两洋

一海（西太平洋—南海—印度洋）”及近海，

同时连线 4艘开展不同科研任务的科学考

察船，这在国内尚属首次。

“虽说首次多船连线直播难度很大，但

总体达到了预期效果，向公众展示了我国

海洋科考的精彩内容。”直播前，何高文还

有点担心，自己给“海洋六号”现场下达的

“任务”能否实现。所谓“任务”，是他希望

当船上科学家坐在室内讲台前讲述海洋知

识时，相关人员能辅助用移动设备，将镜头

切换到室外作业现场。

何高文曾经参加过几次科普活动。

“如果没有有现场感的作业画面，直播

效果要大打折扣。”但他也坦言，目前船上

缺乏将长距离实时移动画面信息上传到卫

星上的专门设备，又没有专业摄影记者，要

完成这一任务，对没有科考直播经验的现

场科研人员来说并非易事。

为了这次直播活动，组织方动用了大

量资源，尤其是在通讯保障方面，将船上网

络带宽放大了好几倍，和陆地上视频时，海

上浪花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海上直播受技术装备条件制约，如果

能提前对硬件设施进行改造，也许能获得

更好的传播效果。”在何高文看来，现在已

经迈出了多船连线的第一步，下一次在此

基础上会更上一层楼。

下次活动啥时候？中国科协相关人士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明年肯定要做，但到底

怎么做，现在还没定。

“咱们会像美国‘决心号’那样，将海上

连线科普常态化吗？”

面对记者这个问题，该人士直言，目前

看来可能性较小。

美国“决心号”在执行每个航次时，都

会安排科普专员负责科普连线和协调工

作，一个航次下来要做几十场科普连线。

“制度化保障，是‘决心号’科普工作能够持

之以恒的关键。”国家海洋局海洋二所研究

员丁巍伟曾经在“决心”号上做过多场科普

并颇受欢迎。几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人士认

为，随着我国科考船硬件设施提升，大部分

船上可以上 QQ、微信，硬件不缺，主要还

是缺乏制度化的保证。

采访中，多位人士表示，与其他领域的

科普相比，海上连线科普有特别的优势。

大海是天然的课堂，教具甚至都不用特别

准备，大洋深处湛蓝的海水都可能是科普

素材。

（科技日报北京9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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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绿色发展·遇事问科
学”为主题的2017年全国科
普日暨辽宁省第六届科普日
启动仪式 19 日在辽宁省科
技馆举行。

图为新奇的展演吸引众
多学生参与。

本报记者 郝晓明摄

“红领巾”
爱科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