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新技术走近我们身边，会给衣食住行

带来哪些改变？2023 中关村论坛展览（科博

会）可能会给你答案。

助眠脑机接口设备、可实现视觉听觉双

重“防窥”的屏幕……这些在科博会上展出的

“硬核”科技产品有望成为我们未来生活的

“好拍档”，同时它们也为人们“绘制”出了新

时代智能生活的生动图景。

脑机接口设备：
助使用者改善睡眠质量

睡眠问题困扰着很多人，入睡难、睡眠质

量差往往把人折磨得“痛不欲生”，科博会上

展出的一款家用医疗级脑机接口设备有望解

决该难题。

这款脑机接口设备设计得十分灵巧。据

该设备生产商、浙江柔灵科技有限公司首席

科学官刘冰介绍，这款设备的重量只有 4 克，

大小与 1 元硬币相当。使用时，只需将该设

备贴在比创可贴稍微大一点的睡眠贴片上，

随后将睡眠贴片贴在使用者的额头上，即可

完成佩戴。

刘冰边佩戴，边打开配套的手机 App。

只见他眨了眨眼，App 上的脑电信号图就发

生了改变。他介绍道，该设备可以监测、收集

海量脑电信号，并将数据存储于云端，再通过

多层卷积神经网络和 AI 分析算法测算出人

体各睡眠周期时长、睡眠效率、深度睡眠与快

速眼动睡眠的比例等具有医学价值的睡眠指

标，并在应用软件上生成针对用户的睡眠建

议及计划。

“通过监测，该设备还能在特定时间点，

给予佩戴者特定刺激，增强其深睡时长。如

果在睡前给予佩戴者这种刺激，或可使其更

容易入睡。”刘冰表示。

记者了解到，该脑机接口设备不仅可以

改善睡眠质量，而且可以作为正念冥想的辅

助工具使用，缓解使用者的焦虑与紧张情绪。

聚音屏：
实现视觉听觉双重“防窥”

如今，许多人为了保护个人隐私，会在手

机上贴一张防窥膜，以保护屏幕上的信息不

被他人偷窥。

在科博会上，一款名为“聚音屏”的屏幕，

可以做到视觉听觉双重“防窥”。

当使用者位于屏幕正前方时，能够清晰

地看到屏幕上的内容；但当其位于屏幕两侧

时，屏幕上的内容全都看不到，只能看见一片

漆黑。

聚音屏的神奇之处远不止于此。装有聚

音屏的笔记本电脑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喇叭或

音响，但它发出的声音却能让身处屏幕正前

方的人听见，但当人身处除屏幕正前方外的

其他方位时，就无法听到它发出的声音。

聚音屏是如何做到让声音“防窥”的呢？

该展台负责人杨锋指着屏幕介绍，聚音

屏前有张名为“定向超声膜”的透明薄膜，这

张膜能够“指挥”声音定向传播，以此实现听

觉“防窥”。

据介绍，该设备的应用场景十分广泛，可

以被用于办公区域、影音场景、车载场景。

智能纸笔：
手写字迹可同步至App

当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出现后，一些

人在记笔记时，就不再愿掏出笔和纸了。电

子化笔记既便于整理、也便于保存。但与此

同时，也有部分人抱怨电子笔记的体验感

差：“只用键盘敲、不手写一遍，根本记不住

写了什么”“在屏幕上写，书写感远不如真实

用笔写”……

如今，借助科技的力量，书写感和便捷可

以兼得。在科博会上，记者看到了一套智能

纸笔。用特制的笔在特制的笔记本上写字，

书写内容能被实时同步到相关 App 中；不仅

如此，手写字迹还能以电子化的形式被保存

下来。

该智能硬件是由北京印象笔记科技有限

公司推出的，据该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这套

智能书写装备由智能笔和智能本两部分组

成。智能笔的笔尖处安装了高速红外摄像

头；智能本的纸张颜色偏灰，其上布满了肉眼

几乎无法看到的码点坐标。

“当用户用智能笔书写时，高速红外摄像

头通过每秒 200 次的拍摄，记录下智能笔在

码点之间穿梭的坐标位置，随后将坐标位置

和笔迹细节上传至 App，再通过点阵技术识

别手稿内容并将其转换为文字。”上述工作人

员介绍道，在 App 内还能看到手写轨迹视频

回放，使用者可以回顾自己记笔记的过程。

记者了解到，本次科博会共有约 650 家

企业机构参展，其中展出的许多科技成果已

经被应用在生活领域。

脑机接口设备、聚音屏、智能纸笔……

科博会上的未来生活“好拍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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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十几天就到端午节小长假了，不少人计划等放

假了去电影院看部大片。上映至 6 月底的影片《长空之

王》，想必是不少影迷的选择。

在该片开篇部分，主角驾驶着战斗机对抗窜扰我国

领空的外国战机。双方追击时，战斗机产生的音爆及音

爆云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么，音爆的威力有多大？音爆云又是如何产生

的？就此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当物体运动速度超过声速时，会产生巨大的声响，

这种现象被称为音爆，也被称为声爆或者声轰。”中国声

学学会高级会员张志博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当飞机超越声速的时候，其表面就会产生我们称之为

激波的压缩波。压缩波内有巨大的能量，当这一能量被

传递到地面时，就会产生巨大的声响，数十公里内都能够

听到这一巨响，地面的人、牲畜甚至是建筑物都会受到音

爆的影响。

相关专家解释，在日常生活中，音爆是一种常见的现

象，例如公园里锻炼身体的大爷甩鞭子时所产生的啪啪

声，就是鞭子运动速度超过声速时所形成的音爆。

在飞机制造和设计过程中，研发人员要考虑到如

何减少音爆对飞机的影响。除此之外，在设计这种超

音速飞机航线时，相关工作人员也会将航线尽可能远

离居民区，以保护地面人员的听力并减少对其生活的

影响。

那么，音爆云是如何产生的呢？

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在影片《长空之王》中，当超

音速飞机的飞行速度超过音速的一瞬间，其周围会出现

环状的云雾。

“当飞机在超音速飞行的时候，它周围的气流运动速

度非常快、气压陡变、气温骤降。此时，飞机周围空气中

的水蒸气就会凝结成水滴，形成裙状的云雾，我们称之为

音爆云。”张志博表示。

电影《长空之王》中的音爆

是如何产生的

炎炎夏日，防晒衣成为不少人必备的防晒“利器”。

不过，最近有网友发出“灵魂拷问”：为啥穿了防晒衣，还

是被晒黑了？

那么，防晒衣的防晒原理是什么？为何穿了防晒衣

还是会被晒黑？就此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防晒主要防的就是紫外线。”北京服装学院副教

授张婧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到达地球的

紫外线主要包括波长在 320 纳米到 420 纳米的长波紫

外线（UVA）和波长为 270 纳米到 320 纳米的中波紫外

线 光（UVB），其 中 UVA 占 比 超 90% ，是 让 人 晒 黑 的

“真凶”。

服装对防止人体受到紫外线伤害起到了重要作用。

人们日常穿着的服装通常都具有一定的防紫外线功能，

当紫外线照射到服装表面时，会发生反射、散射、吸收、透

过等现象，这样人体皮肤受到的伤害就少了。

不过，日常服装对紫外线的防护效果有限，当长时间

暴露在强烈阳光下时，我们就需要具有较高紫外线防护

功能的衣物。

“防晒衣由防紫外线纺织品制成，它通过将照射到

服装的紫外线以反射、散射、吸收等方式耗散掉，从而减

少人体皮肤受到的伤害，以此来达到防晒的目的。”张婧

表示。

紫外线防护系数（UPF）和 UVA 透过率是评价织物

防晒性能的指标。UPF 值越高、UVA 透过率越小，纺织

品的防紫外线性能越好。根据我国相关行业规定，防紫

外线纺织品的紫外线防护系数必须大于 40，UVA 透过率

则要小于 5%。

“没有达到上述标准的防晒衣起不到良好的防晒作

用。”张婧表示，另外，防晒衣老旧、频繁洗涤或者经常在

潮湿的环境下穿着，都可能导致其防护效果大打折扣。

如果防晒衣面料出现了明显的透光，或织物结构出现松

弛现象，就应该考虑更换了。

那么，我们该如何科学选购防晒衣呢？

“防晒衣的防晒效果与纺织品的纤维材料种类、织造

结构紧密度、织物厚重度、颜色深浅等因素密切相关。”张

婧进一步说，例如，在天然纤维中，棉和丝的防晒效果一

般、毛稍好、亚麻最好；在化学纤维中，聚酯纤维即涤纶的

防晒效果最好。另外，面料的织造结构紧密度越高、越厚

重、透孔率越低，防晒效果越好。

相关专家介绍，目前市场上常见的防晒衣面料是涤

纶，其次是锦纶，或者是由涤纶和锦纶交织而成的面料。

消费者在购买时，建议尽量选择深色系的防晒衣，如黑

色、藏青色、深蓝色、深紫色、红色等，其中红色防晒衣防

晒效果最佳。

除此之外，在清洗防晒衣时，要尽量用手轻轻地洗，

避免使劲揉搓衣物，破坏面料的防晒效果，或者造成织物

结构松弛。

选购防晒衣

既要看面料又要看颜色

进入 5 月，新冠病毒又刷了一波存在感。我们在抵御新

冠病毒的同时，还要警惕那些成本低、传播快的“流言病毒”。

吃竹炭食品排毒养颜、手机电池只能充 500 次、海上二氧化碳

封存破坏环境、“超级高铁”要来了……这些流言给人们带来

了极大的焦虑感。

今天，科技日报记者就对 5月流言逐一进行盘点，帮您拨

开迷雾、寻找真相。

吃竹炭食品排毒养颜？
真相：反而会引发消化不良等问题

前几年竹炭花生火爆“出圈”，今年又有主打超酷“工业

风”的竹炭饮品闪亮登场。除此之外，市场上还有竹炭蛋糕、

竹炭面包、竹炭千层等竹炭食品。网上有这样的说法：竹炭

可以吸附人体内有害物质，还有助清洁肠道，有排毒养颜的

功效。

对此，天津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王浩在接

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竹炭食品的排毒功效缺乏有力

的科学依据。

在日常生活中，竹炭本身有吸附作用，可以被放置在室内

或冰箱内，作为吸湿剂、除臭剂等。

“竹炭的分子直径非常大，这么大的颗粒是不可能被人体

吸收的。当该物质进入人体后，其大概率是被原样排出的，因

此不仅没有清洁肠道、排毒养颜等功效，反而还会影响营养的

吸收，引起消化不良、便秘等问题。”王浩说，人体有自己的代

谢系统，进入人体的有害物质可以通过正常的代谢系统排出，

没有必要借助竹炭食品来“排毒”。

王浩强调，竹炭尚未被列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

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因此，目前在我国，竹炭作

为添加剂被加入到食品中，是不合法的。“对于竹炭食品，广大

消费者要谨慎对待。”他提醒道。

手机电池只能充 500次？
真相：使用习惯越好充电次数越多

如今很多人手机不离身，每天都要给手机充电。网传“手

机电池只能充电 500 次，之后就‘寿终正寝’了”，因此许多人

觉得，要尽量减少给手机充电的次数。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副教授吉科猛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目前智能手机所使用的电池基本为锂离子电池，其

以含锂化合物为正极材料、以人造石墨为负极材料。锂离子

电池的充放电过程，就是锂离子在正、负极材料中反复嵌入与

脱嵌的过程。

“从理论上来讲，只要锂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的结构以

及所使用的电解液在其工作电压范围内足够稳定，那么手机

电池就可以实现无限次的充放电循环。”吉科猛介绍道，在实

验室恒温测试中，电池能够实现两三千次以上、稳定的充放电

循环。而在现实使用中，手机电池通常只能实现 500 次至

1000次的充放电循环（约能够使用 3年至 5年）。

吉科猛解释，日常使用时电池的可充次数之所以较低，

是因为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错误的手机使用习惯，例

如满充甚至过充（此时锂离子将从正极材料中完全拔出，

会破坏正极材料的结构）、快充（易导致手机发热，会加速

电解液的分解、损耗）等，这些行为理论上都会对关键电池

材料的微观结构造成不可逆的破坏，进而导致电池容量的

不断减少。

吉科猛提醒，在现实使用中，通常手机电池在完整充放电

400 次至 500 次后，电池性能可能就开始出现衰减，如电池容

量低于原来的 80%。为了尽可能延长手机电池寿命，我们要

保持好的手机使用习惯，如不要整晚充电、不要将手机用至关

机再充电、避免手机出现过热现象等。

海上二氧化碳封存破坏环境？
真相：尚无直接证据证明此观点

地下岩层深处，不但有珍贵的油气资源，也有二氧化碳等

温室气体。在海洋油气钻探过程中，如何通过技术手段捕获

伴生的二氧化碳，将其封存在海底？

我国海上首个百万吨级二氧化碳封存工程 6 月 1 日在南

海东部海域正式投用，开始规模化向海底地层注入伴随海上

石油开采产生的二氧化碳，实现长期稳定封存。

在其正式投用前，随着媒体加大对“海上二氧化碳封

存”的宣传，这一概念逐渐走进公众视野。对于相关工程，

有网友表示，把二氧化碳封存在海底，会破坏海洋的生态

环境。

对此，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胡献刚在接受

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海洋碳封存是一类复杂的工程技

术，其中也涉及诸多物理化学及生物过程。目前没有直接证

据证明，海上二氧化碳封存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二氧化碳注入是一种常见的海上碳封存方式。目前多数

学者认为，将二氧化碳注入海洋的深度越大，封存效果越好。

注入至 3000 米以上深度的海洋中，则 70%以上二氧化碳的保

存时间超过 500年，甚至可达上千年。

胡献刚表示，实施海底碳封存，在国外已经被证实安全有

效。其中，海底碳封存较为成功的案例是在挪威。

1996 年，挪威将开采油气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进行分

离，通过一口斜井将其注回到海底咸水层，利用咸水层地质结

构的气密性来封存二氧化碳，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商业规模

的咸水层碳封存工程。该工程运行 20余年来，从未出现过二

氧化碳泄漏情况，每年封存二氧化碳 100 万吨，封存的二氧化

碳也未出现过异常活动。

目前，除我国之外，巴西、澳大利亚、丹麦等国也启动了海

底碳封存项目。

“超级高铁”要来了？
真相：短期内技术很难落地

“从杭州到上海只需 15 分钟”“时速 1000 公里！第一条

‘超级高铁’要来了”……最近网络上流传的关于“超级高铁”

的消息，让不少网友的心也跟着“起飞”，迫不及待地想体验

一把。

对此，业内专家表示，每项技术落地都需要较长时间，短

期内时速 1000公里的“超级高铁”难以出现。

“超级高铁”的消息来“源于”一场名为“高速飞车”的主题

科普展。在该展览上，参展人员透露，正在研制的“高速飞车”

取得新进展，近期完成了国内首次全尺寸超导航行试验。接

下来，相关团队将在试验线上开展更多试验，目标是使“高速

飞车”能够实现每小时 1000公里的速度。

其实，早在 2017 年，我国科研人员就决定开始研制“超级

高铁”，将超声速的飞行技术和轨道交通技术相结合，通过应

用超导磁悬浮技术和真空管道技术，实现列车超音速近地“飞

行”。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 3种高速磁浮技术路线，分别是以

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和同济大学为代表的常导技术，以西南交

通大学为代表的高温超导技术，以及以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为代表的高温超导

电动技术。

不过，现在已有的试验线路均比较短，无法进行长距离试

验。此外，业内专家表示，新技术想真正落地，还要考虑运营

的安全性和经济性等诸多问题。因此，说“超级高铁”要来了，

还为时尚早。

虽然短期内“超级高铁”无法出现，但我国从未停下探索

相关技术的脚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它就会成为我们的出行

好“帮手”。

吃竹炭食品排毒养颜、“超级高铁”要来了……

这些网上流传的说法靠谱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