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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8 日立冬。虽然眼下在节气上

已经进入冬季，但全国各地似乎在经历

“冰火两重天”。最近，我国黑龙江、山西、

陕西、河南等地均发布暴雪预警。其中哈

尔滨市今冬第一场雪就达到了大暴雪级

别，降雪过后黑龙江省部分地区的降温幅

度达 12 摄氏度。据此，有网友推测，今年

会是一个冷冬。

然而，在另一些地区，气温却迟迟不肯

下降。中国气象局官网数据显示，上周安

徽省合肥市最高气温 22 摄氏度，远高于该

地 1981 年至 2010 年 11 月最高气温（16 摄

氏度）。相似的情况，在浙江省杭州市、湖

南省长沙市等地也出现了。不少人据此预

言，今年可能是一个暖冬。

这些看似反常的气候现象，和冷冬暖

冬是否相关？今年到底是冷冬还是暖冬？

针对这些问题，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

专家。

判断冷暖冬有严格标准

资料显示，冷冬和暖冬均属气候名词，

它表示的不是某一日或短期的气温情况，

而是指整个冬季（12月至次年 2月）的气温

与历年平均水平的对比情况。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制定的《冷冬等级》

国家标准和《暖冬等级》国家标准，判定冷

暖冬的基本要素为冬季 3 个月的平均气

温，在空间上分为气象观测单站、区域、全

国三个范围等级。

在区域总站数方面，暖冬站数超过总站

数的50%，即为暖冬；冷冬站数超过总站数的

50%，即为冷冬。在全国有效面积方面，暖冬

面积超过全国有效面积的50%，即为暖冬；冷

冬面积超过总站数的50%，即为冷冬。

由此可见，要想判断这个冬季是冷冬

还是暖冬，需等冬季结束后才行。

那么，为什么我国 11 月上旬的天气会

出现“冰火两重天”呢？

“目前，厄尔尼诺事件已经形成并达到

中等强度。”北京市科协防灾减灾智库专

家、北京市气候中心主任王冀表示，目前受

厄尔尼诺影响，西太平洋副高偏强、脊线偏

北，有利于暖湿空气长时间聚集在我国南

方地区，并不断向北输送，因此南方始终在

暖湿空气控制中，气温较常年明显偏高。

“我国北方地区在频繁冷空气和北上

暖湿空气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明显的降

雪天气，雪后气温明显下降。不过，南下的

冷空气势力不强且移动速度较快，因此南

方受到的影响较小。”王冀说。

此外，记者了解到，进入 11 月，虽然北

方冷空气势力较强，但今年我国多地却入

冬推迟。相关专家表示，今年秋季以来，我

国北方气温异常偏高，虽然东北大部、华北

西北部、西北大部等地已经入冬，但上述大

部地区入冬时间较常年偏晚。

“这是因为欧亚中高纬度地区以纬向

型环流为主，我国受高度场正异常控制，西

伯利亚高压强度总体偏弱，导致我国大部

地区气温持续偏高。”王翼表示。

整体偏暖但有阶段性变化

那么，从气候的角度来预测，今年我国

冬季是偏冷还是偏暖呢？

王冀表示，目前的厄尔尼诺事件预计

将至少持续到 2024 年 4 月，会间接推动我

国冬季气温偏暖态势的形成。此外，从总

体上看，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势力偏弱，今冬

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可能接近往年平均值

或偏高。

“尽管今冬全国气温整体可能偏高，但

仍会出现阶段性的气温变化。”王冀指出，

今年前冬的冷空气强度较弱，全国大部分

地区气温偏高；而后冬冷空气活动频繁，东

北北部、内蒙古东部、华北、新疆北部、青海

南部等地阶段性强降温、强降雪过程都会

很明显。“即便后冬冷空气活动频繁，但它

不会影响今年冬季我国整体气温偏高的趋

势。”王冀说。

统计数据显示，在厄尔尼诺事件的影

响下，冬季气温起伏通常较大，影响我国的

冷空气出现次数往往偏多。相关专家提醒

道，公众应注意天气变化，及时添加或减少

衣物。此外，北方地区在面对强降雪时，要

注意警惕路段积雪和结冰可能导致的交通

拥堵或事故，强降雪地区设施农业区和牧

区要提前做好温棚和牲畜圈舍的防风加固

和防寒保温工作，及时清除棚顶积雪。

厄尔尼诺已形成 今冬气温或偏高

今年热闹的“双十一”购物节已经落下帷幕。每逢各

大电商购物节，比商家还忙碌的当属物流业。国家邮政局

监测数据显示，2023 年 11 月 1 日至 11 日，全国邮政快递企

业共揽收快递包裹 52.64亿件，同比增长 23.22%，日均业务

量是平日业务量的 1.4 倍。11 月 11 日当天，共揽收快递包

裹 6.39亿件，是平日业务量的 1.87倍，同比增长 15.76%。

过去一到“双十一”，部分快递驿站便会“爆仓”。如

今，这一窘境已经基本不再出现，不少消费者感叹快递“神

速”，“双十一物流为什么这么快”甚至登上热搜。

小小快递包裹背后，是一条长长的物流链、一套复杂

的物流网络体系，而科技则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一个个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正在显著提升人们收发

快递的体验，也给日常生活带来了更多便利。

智能AR眼镜：
解放双手提升效率

每当消费者心急如焚地点开电商 App，查询包裹的物

流信息，看到包裹被一个站点接一个站点地接力运送，内

心的焦躁便会得到些许平复。快递包裹每到一个站点，工

作人员就会将相关信息录入到系统中，这个过程也被称为

入库，由此用户便能实时查询其运输进程。

在传统的出入库流程中，工作人员需要手持 PDA 设

备，对快递包裹面单上的条形码进行逐个扫描，以获取包

裹信息并将其录入到物流系统中。操作手持设备需要至

少占用工作人员的一只手，而在出入库过程中，搬货、拣

货、理货等环节时常需要工作人员双手操作，手持设备此

时反而成了工作人员的“累赘”。此外，手持扫描设备通常

一次只能扫描单个包裹，这些因素都限制了人员的工作效

率，延长了快递的在途时间。

不过，随着 AR 技术及硬件设备的逐渐成熟，将 AR 技

术与网络信息技术结合起来的智能 AR 眼镜如今正在悄悄

改变着物流行业的传统工作流程。

智能AR眼镜支持双目全彩AR显示，透过率超过95%，

在显示高清内容的同时还不遮挡人员视线，能够实现双手操

作和信息获取两不误。更重要的是，其不仅是一款具备显示

能力的AR眼镜，它还是一台拥有独立计算能力的智能设备。

在拣货出库环节，佩戴这款智能 AR 眼镜的工作人员

无需再用手持设备扫描货物，他们在找到货物时，眼镜便

可以自动完成扫描操作。在需要扫描多个货物时，只要货

物在这款智能 AR 眼镜的“视野”范围内，它都可以对包裹

进行快速识别，并确认货物的箱数与件数，确保拣货过程

高效，避免缺件、漏件情况发生。

该智能AR眼镜不仅能够扫描货物信息，其还能够将货

物在仓库中的具体位置等信息在镜片上通过AR技术进行显

示，快速指引工作人员找到货物所在位置。同时，佩戴该眼镜

的工作人员还可以边走边查看货物信息，不再需要东奔西跑，

降低了工作人员与仓库内物流车辆等发生碰撞的可能。

此外，佩戴这款智能 AR 眼镜的人还可以通过语音通

话功能实现与调度中心及其他工作人员的对话，高效沟

通，进一步提升拣货效率。

智能头盔：
守护快递员平安出行

庞大的物流网络中既有“大动脉”也有“毛细血管”。

每一个快递包裹能够被准时送到用户手中，都离不开一个

个快递小哥的辛勤付出。智能头盔的出现在保护快递小

哥安全的同时，还能够显著提升其派送效率。

在传统头盔基础上，智能头盔创新增加了佩戴和碰撞

检测系统、自感应尾灯、蓝牙耳机、麦克风等。智能头盔内

部嵌有智能检测模块，快递员在佩戴头盔时，需与头盔进

行绑定。借助该功能，物流平台可以监测快递员的戴盔使

用情况，确保“一盔一戴”。

在配送过程中，快递员常需与商家及用户进行电话沟

通。智能头盔中内置的蓝牙模块，可以与快递员手机无线

连接，快递员可通过单击或长按 2 秒方式接听或拒接来

电。此外，考虑到长时间佩戴蓝牙耳机会给耳朵带来不

适，该蓝牙耳机采用外放式立体声，让快递员久戴不累。

同时，智能头盔内置的麦克风具备风噪抑制功能，即使在

雨雪或大风天接打电话，通话质量依然有保障。

同时，智能头盔还具备语音接单功能。外卖骑手在配

送过程中，手机上相关 App 会对骑手进行多种语音提示，

比如接单提示、到店确认提示、顾客打电话提示，以及超速

提醒、低电量提醒等。骑手可以直接语音回复或使用快捷

按键进行确认。当光线昏暗时，智能头盔将开启自感应尾

灯，以提示后车，防止追尾，最大限度保障快递员安全。

目前，北京三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已经研发出相关产

品并投放应用。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其

研发的智能头盔在拥有上述功能的基础上，还具有诸多人

性化设计。例如，该公司研制的智能头盔能够防风、防水，

头围可调。盔顶透气孔可调，透气性好，头盔配备的磁吸

式充电口能够防止插反，充电 2小时可用 3天。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说，该智能头盔经过严格的视野、佩

戴装置强度及稳定性等检测，且通过碰撞性试验，检测结果

均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能够为快递员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

截至2023年10月，该公司已经在全国28个城市投放32万顶

智能头盔，借助智能技术为快递员配送安全保驾护航。

包裹分析系统：
确保快递完好无损

保证包裹完好无损送达用户，是快递企业的基本责

任。在物流运输途中，暴力分拣、抛扔等不规范操作是导

致包裹破损的主要原因。这不仅损害用户利益，也给物流

行业自身带来了不良影响。

为了防止工作人员在包裹分拣过程中出现不规范操

作，除了加强人员管理，科技手段也逐渐在其中发挥重要

作用。

例如，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丰）开发的

一系列快递包裹智能分析系统能够有力保障包裹安全，提

升物流效率。其研发的违规动作检测子系统，能够对覆盖

中转场和网点的几十万个摄像头所拍摄的视频进行实时

分析，自动识别作业人员的违规动作以及违规评级，并对

相关人员进行提醒和预警，极大降低了快递的破损率。

顺丰研发的外包装破损检测子系统则能够及时发现

破损包裹，避免进一步损害托寄物。顺丰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该子系统通过工业相机采集快件高清图片，进行外

包装破损智能检测，能够实时发现快递破损情况并介入处

理，避免包裹被进一步损坏。该智能分析系统可以检出肉

眼难以发现的损坏情况，比如穿透性破损、湿损、皱褶及压

痕等。

皮带传输机拥堵停转会造成流水线瘫痪，影响分拣

效率，同时堵转也会导致货物挤压、变形、损坏等。为了

对皮带机堵转现象进行实时监控，顺丰研发出皮带机堵

转检测子系统。该系统可以通过分析摄像头监控画面，

精准定位堵转区间，实时上报并推送消息，确保堵转问题

被快速处理。

AR眼镜、智能头盔、包裹分析系统……

“黑科技”为“双十一”快递提速

图① X4多旋翼无人机。该无人机航时约半小时，最
大载货重量 7千克，可被用于偏远山区等交通不便利区
域。 新华社记者 王翔摄

图② 分拣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王翔摄

图③ 在 2023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展出的物
流智能快递车。 新华社记者 刘续摄

潮科技潮科技K
◎主持人：实习记者 骆香茹

如今，在出差途中、下班路上、聚餐现场，如有需要人们可以随

时随地打开电脑进行办公。未来，新技术还有望让人们实现屏幕

自由，让物理意义上的屏进入“云端”，实现屏幕随身携带、随时取

用，免去携带笔记本电脑出行的麻烦。

几年前，企业家塔米尔·柏林纳和托马尔·卡汉离开了增强现

实耳机公司 Magic Leap 并创立了新公司 Sightful。该公司推出的

第一款产品 Spacetop 就是 AR（增强现实）笔记本电脑。使用者只

需戴上一副轻巧的眼镜，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看到 100英寸的虚

拟屏幕。

据悉，该产品将于 2024年正式发布。

AR笔记本电脑：

使屏幕随时取用成为可能

今年下半年，City Walk（一种以徒步探索城市的休闲方式）

火爆网络，不少人开启了城市漫步之旅，在走街串巷中解锁老城

的新玩法。如今，City Walk 爱好者有了新装备，他们可以穿着

带 轮 子 的 电 动 鞋 走 在 大 街 小 巷 。 这 款 名 为“ 月 球 漫 步 者 ”

（Moonwalkers）的电动轮式鞋由 Shift Robotics 公司推出。该公

司官方网站信息显示，“月球漫步者”能让穿戴者更快、更便捷地

“以一种奔跑的速度行走”。有媒体曾将其比作“不能飞的风火

轮”。

或许有人会问：“这不就是旱冰鞋吗？”该公司在官网回应，“月

球漫步者”并不是旱冰鞋，而是一种易于学习、可提升步行体验的

工具。这款鞋会使用机器学习算法主动适应使用者的步态，有换

挡和锁定两种模式。当用户上下楼梯或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时，切

换锁定模式即可锁住轮子，保证用户安全前进。

“月球漫步者”的续航里程为 8 千米至 11 千米，最高时速为 11

公里，是普通步行速度的 2.5 倍。穿上它，可以让使用者轻松走到

更远的地方。

当然，这款鞋子的售价也不菲。目前，“月球漫步者”官网售价

为 1399美元。

电动轮式鞋：

可主动适应使用者步态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大屏幕是智能设备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但无屏幕的人工智能个人助手（智能硬件产品）——AI Pin却改变

了人们的想法。AI Pin 可以通过激光束在人的手掌上投影，将用

户的手变成文本、图形等元素的幕布。

该设备混合使用专有软件和 OpenAI公司的生成式预训练模

型（GPT），可以让用户完成拨打电话、发送文本等操作。当用户需

要语音提问时，只需单指按住触摸板便可询问，双指按住触摸板则

可启用翻译功能。另外，在触摸板上可以通过触摸、滑动等来接听

电话、控制音量等，双指点击还可拍摄照片。

与此同时，AI Pin 的内置摄像头可以识别事物并提供相关

信息。例如，当它识别食物时，可估算其卡路里。当 AI Pin 的

摄像头、麦克风或输入传感器处于工作状态时，被称为“信任

灯”的隐私指示器就会亮起，以确保周围人都知道它处于收听

或录制状态。

AI个人助手：

把手掌变成投影幕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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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6日，游客在哈尔滨建筑艺术馆外游览。当日下午，黑龙江省气象台发布暴雪
红色预警信号。 新华社发（刘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