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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机也能被“打包带走”吗？

VITURE 推出的一款扩展现实眼镜——VITURE One，也许

能解答这一问题。

扩展现实（XR）是指通过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高科技手段

营造真实、虚拟组合的数字化环境，以及新型人机交互方式，为体

验者带来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无缝转换的沉浸感，是增强现

实（AR）、虚拟现实（VR）、混合现实（MR）等多种技术的统称。

有了这款扩展现实眼镜，你可能不需要用家中的电视机来

追综艺、刷剧、看电影、玩游戏。戴上它，用户能够获得沉浸式观

影体验。

基于云计算和 5G 等技术，VITURE One 扩展现实眼镜兼具

高算力渲染和便携两大优点，重量仅 78 克。而从外观上来看，这

款扩展现实眼镜与普通眼镜无异。

除此之外，这款扩展现实眼镜还配备了颈挂式的颈环。该颈

环搭载了基于安卓系统的定制化操作系统，并内置了多种与眼镜

协同的 App。

美国《时代》周刊评价称，这款扩展现实眼镜是“行走的电视机”。

扩展现实眼镜：

把电视“戴”在眼睛上

如今，智能手机的功能愈发强大。就拿拍照来说，手机镜头可

以实现 30 倍数字变焦，甚至可以把月球的轮廓都拍得清清楚楚。

手机俨然已经成了望远镜。

那么，手机有没有可能化身显微镜，让我们尽情地探索微观世

界呢？

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公司推出了一款适配智能手机的显微

镜。这款显微镜仅有指尖大小、重量 0.5 克，可以通过纳米垫轻松

连接到智能手机的镜头上。

借助这个小工具，使用者可以将物体放大几百倍——无论是

昆虫还是钟表的齿轮，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使用该显微镜，摄影爱

好者可以观察微观世界、探索其中的奥秘。

智能手机显微镜：

探索微观世界的好帮手

来自美国《时代》周刊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销售约 500 亿个

塑料饮料瓶，且大量塑料瓶没有被回收利用。这不仅造成了资源

浪费，还给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

为了保护环境，许多人养成了随身携带杯子的习惯。然而，在

很多情况下，比如在户外运动时，人们常常找不到安全、干净的水

源。美国公司 LARQ 推出的便携滤水杯（Bottle Filtered）有望解决

这一问题。

这款便携滤水杯内置滤水系统，能够有效过滤铅、镉、汞等重

金属以及农药、微塑料、化学药品等有害物质。该便携滤水杯中

的过滤器能够使用两个月，其间可以过滤 150 多升的水，且易于

更换。搭配使用特制的瓶盖，这款便携滤水杯还能够进一步过

滤水中的杂质、消灭水中的细菌等，让人们随时随地喝到安全、

干净的水。

本栏目图片来源于《时代》周刊官方网站

便携滤水杯：

让你随时随地喝到干净水

在刚刚过去的“双节”，不少人选择出

游度假。在入住酒店时，很多人都会用网

上盛传的鉴别双面镜的方法对房间内的镜

子进行鉴定，以免自己的隐私被偷窥。

这种鉴别双面镜的方法是用手指顶着

镜子，如果指尖与镜中成像有距离，则是单

面镜；如果指尖与镜中成像没有距离，就是

双面镜——你看不见别人，别人却可以看

见你。

不过，这种用手指鉴定双面镜的方法

靠谱吗？科技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

专家。

双面镜有层很薄的半反射膜

提起双面镜，很多人脑海中首先浮现

的是警匪片中审讯室里安装的双面玻璃。

实际上，由于双面镜具有单向可视的“特异

功能”，通常被安装在审讯室、辨认室、心理

咨询室等特殊场所。

“我们常说的双面镜，也叫双向玻璃，

实质上是一种半透镜。”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理学院副教授周广刚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普通的镜子，其反射层会反射全部的光

线。双面镜表面有一层很薄的、用金属材

料（如汞、银或铝）制成的半反射膜。这层

薄膜从镜子外表几乎看不出来，但它却能

够使部分光穿透镜子。

“比如，我们用手电筒去照射一张透光

率为 20%的半透镜，那么能穿过这张半透

镜的光就只有 20%，另外 80%的光会被反

射回去。”周广刚解释道，双面镜不存在正

面和反面，真正让镜子呈现出“一面镜子一

面玻璃”效果的，是两侧的光强差。双面镜

具有半透光半反射光的特性，在其两边的

光线都会有一部分透射到对面，另一部分

则被镜子反射回来。

用手指鉴别准确性欠佳

那么，网传的“手指法”是否靠谱呢？

镜子能照见物体，靠的是反射光线。

但反射光线的并非镜子本身，而是镜子那

一层薄薄的反射膜。周广刚介绍，人们日

常所用的镜子，其反射膜都镀在镜子的后

表面，当光线照到镜子的后表面才会被反

射回来。

光线在被反射回来之前照射到的物

体，都会出现在镜子里。如果把指尖按在

普通镜子上（镜子的前表面），由于隔着一

层镜子，因此手指和镜像之间会有一段距

离，二者不会“贴”在一起。

“普通镜子的反射膜可以被镀在镜子

的后表面，也可以被镀在其前表面。双面

镜的半反射膜也可以被镀在前表面或后表

面，甚至可以像三明治一样，被‘夹’在中

间。”周广刚进一步解释，当半反射膜被镀

在双面镜前表面时，可以借助“手指法”甄

别，但在其他情况下这种方法就失效了。

“‘手指法’简单实用，但是准确性欠

佳。”周广刚直言。

正确的甄别方式有这些

真正有效又科学的鉴别双面镜的方式

是什么呢？

对此，周广刚表示，根据双面镜具有

“暗处的人可以窥视亮处”的特点，我们可

以用手电筒直接照射镜子，让强光照到镜

面，如果镜子中只显现亮光，那基本可以判

定这只是一面普通的镜子；倘若透过强光

看到了对面的偷窥者，那这就一定是双面

镜无疑。

除此之外，周广刚还提到另一种鉴别

方式。“一般双面镜的后面都是空的，而单

面镜大多被装在墙上，后面有墙抵着。从

理论上来说，可以敲击镜子表面，通过声音

进行分辨。如果声音空洞、略带回响，那就

要小心了，镜子可能有点‘异常’。”他提醒

道，遇到这种情况，最好及时跟酒店工作人

员确认一下。

怕酒店镜子暗藏“玄机”

用“手指法”鉴定双面镜不科学

入住酒店时，万一遇到被人用双面镜

偷窥，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呢？

“用双面镜偷窥他人属于侵犯个人

隐私权的行为，在民事上属于对公民人

格权的侵犯，同时也是一种违法行为，更

严重的甚至会构成犯罪。”北京中征律师

事务所律师张晓告诉记者，遇到这种情

况，首先要保存对方偷拍偷录的证据，可

以通过拍照、录音、录像的方式进行证据

留存，同时要第一时间报警。此后，还可

以根据初步调查和处理情况，继续向消

费者协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

要求相关部门协调处理并对酒店作出处

罚。若赔偿协商不成，也可以向法院提

起民事诉讼。

若遭遇偷窥需尽快保存证据

◎主持人：实习记者 骆香茹

又到菊黄蟹肥时。不只螃蟹，恰逢秋收季，新上市的

应季食物大大丰富了人们的餐桌。不过，上个月一些关

于食品的流言在网络中被大肆传播：浸出法制油存隐患、

自热米饭是塑料、味精加热后会产生致癌物、面粉含大量

滑石粉……弄得人心惶惶，严重影响了人们“贴秋膘”的

兴致。

今天，科技日报记者就对 9月流言逐一进行盘点，帮您

拨开迷雾、寻找真相。

浸出法制油存隐患？
真相：是普遍采用的先进工艺

花生油、大豆油、橄榄油、葵花籽油……这些老百姓日

常吃的植物油 9 月登上了“黑名单”。一个题为《这些植物

油你还敢吃吗》的视频上月在网络上被大量传播。该视频

中的“养生专家”称，植物油的“浸出法制油和现代油脂加

工工艺”存在安全风险，呼吁消费者多吃动物油，尽可能避

免食用植物油。

对此，中国粮油学会油脂分会公开发文进行了辟谣，

指出浸出法制油是利用安全性溶剂将植物油料中的油脂

提取出来，是一种先进的制油工艺技术。

目前，浸出法制油已经在国际上被广泛认可，并得到

大面积的推广使用。在发达国家，超过 90%的植物油都

是采用浸出法生产的。我国使用浸出法制备的油也占到

了油脂总产量的 80%以上，相关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先

进水平。

“从植物油料中提取油脂的方法有许多种，除了浸出

法，还有压榨法和水媒法等。”天津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

程学院教授周中凯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无论

是哪种制油方法，都经过了严格的科学研究和实验验证，

相关生产工艺、生产装备和最终产品均要经过国家相关部

门的审核。只要是按照国家标准生产并达到国家食品安

全标准和产品质量标准的成品食用植物油都是绝对安全

的，消费者大可放心。

对于“养生专家”鼓励大众吃动物油的观点，周中凯表

示：“实际上，植物油与动物油一样，主要成分均为甘油三

酯，不同的油脂其脂肪酸组成不同。一般而言，动物油中

饱和脂肪酸丰富，植物油则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无论饱

和脂肪酸，还是不饱和脂肪酸，都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

二者适量摄入，都是有益的；反之，如果偏执于其中一种，

则弊大于利。”

自热米饭是塑料？
真相：和塑料没有任何关系

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当下，自热火锅、自热米饭、自

热面条等的出现，让一日三餐变得更加便捷。不过，自热

米饭在口感和外观上与普通米饭相比有所差别，因此关于

“自热米饭由塑料制成”的谣言在网络上传播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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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自热米饭中的米主要

有 3大类：α化米饭、无菌米饭以及复合米。这 3种米的原

料都是大米，和塑料没有任何关系。

α化米饭是将天然大米蒸熟、干燥、脱水以后获得的

产品。无菌米饭则是将天然大米蒸熟后不干燥不脱水、直

接进行无菌包装的产品。复合米是目前自热米饭行业大

部分品牌采用的一种米，是将天然大米磨成粉末，再加入

玉米淀粉、魔芋精粉等混合，而后加水做成米糊，再将米糊

蒸熟烘干，压制成大米的形状后抛光。

“这些经过加工后的米，只需外界给予较少的热量，就

能够被快速做熟。”王浩说。

“用塑料制大米，不仅成本很高，而且在高温下会产生

有害物质，根本无法食用。”王浩表示，随着自热食品的市

场份额不断扩大，相关的食品安全标准也在不断完善。正

规厂家生产的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自热米饭，其安全

性还是有保障的，消费者可以放心食用。

味精加热后产生致癌物？
真相：对人体影响微乎其微

近来网络上掀起一波国货热潮，9 月被冷落多年的

国货老品牌——莲花味精也再度翻红。与此同时，当年

“杀死”味精的流言——味精加热后会产生致癌物，也再

次出现。

对此，王浩表示，我国味精的制作原料以小麦为主，小

麦中的谷氨酸钠是味精的主要成分。“味精在进入人体肠

道被吸收后，谷氨酸钠会被分解成谷氨酸。后者是人体必

需的氨基酸之一，可以在肝脏中参与糖代谢，降低血液中

氨的浓度。谷氨酸还会在大脑中参与蛋白质及糖的代谢，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大脑及神经中枢的功能。因此，味

精对人体健康有一定益处。”他说。

当温度超过 120 摄氏度，味精中的谷氨酸钠就会与其

他物质发生一系列化学反应，进而转化为焦谷氨酸钠。“人

们之所以认为味精具有致癌性，就是因为焦谷氨酸钠是一

类有致癌作用的成分。不过，在日常炒菜的过程中，饭菜

温度极少能够达到 120摄氏度。即便味精中的谷氨酸钠被

转化为焦谷氨酸钠，量也是非常小的，对人体的影响微乎

其微。”王浩解释道。

王浩建议，由于焦谷氨酸钠也会降低味精的风味，因

此炒菜时，味精最好在出锅前加入。这样不仅更健康，而

且能够更好地发挥味精提鲜的功效。

面粉含大量滑石粉？
真相：国家标准规定禁用该添加剂

中国人的餐桌离不开各式各样的面食，如包子、饺子、

馒头、面条等。然而，9 月网络上流传着“面粉里的科技让

人细思极恐”“面粉里的‘科技与狠活’”等视频，称“加工企

业在面粉生产过程中添加了大量滑石粉等添加剂”。于

是，一些网友对面粉的安全性产生了担忧。

对此，中国粮油学会粮油营销技术分会发布严正声明

指出，视频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

周中凯解释，由于不同品种和地区的小麦，其蛋白

质、淀粉等成分含量不同，且同一种小麦由外层至内层微

量元素、淀粉和蛋白质含量也会有变化。面粉生产厂会

通过调整小麦的加工精度，以更好地满足不同食品加工

的需求。

“除了常见的高中低筋面粉外，市场上还有许多用于

特定食品加工的专用面粉，如面包粉、馒头粉、蛋糕粉等。

这些产品的名字虽然和普通面粉不同，但究其根本，它们

均为以小麦为主体的加工产品。”周中凯说，“国家《食品添

加剂使用卫生标准》以及地方性强制标准和法规对添加剂

的使用品种、使用量等都有明确要求，面粉中不得添加滑

石粉；相关厂家生产的产品也会被抽检，消费者可放心购

买食用。”

浸出法制油存隐患、自热米饭是塑料……

这些网上流传的说法靠谱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