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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助力新消费科技助力新消费
◎本报记者 何 亮

“把家里的纸箱、塑料瓶投进去，就可以直接兑换现金。”2 月

26 日，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呈祥社区居民李强体验了一次“垃圾

换现金”。

李强注册了与智能垃圾回收设备关联的微信小程序账户，一扫、

一点、一投。不一会儿，他的纸箱和塑料瓶就换了 1.08元。

记者在现场看到，居民只需用手机扫描智能垃圾回收设备触摸

屏上的二维码，选好垃圾投放口，待门慢慢打开将垃圾投入，点击投

递完成按钮。屏幕上随即显示投放物品的重量和兑换金额，最后点

结束投递按钮，兑换金额就进入居民个人账户。

“垃圾换现金”是如何实现的？垃圾怎样自动分类？呈祥社区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智能垃圾回收设备内置传感器和射频识别标

签，可实现垃圾自动识别和分类，降低错误分类的概率。智能垃圾

回收设备可以收集并分析垃圾产生和分类数据，为城市管理者提

供决策支持。

“以前，可回收垃圾都是直接扔进小区里的可回收垃圾桶。其

实，我也知道可以有偿回收，但总觉得很麻烦。”呈祥社区居民张晓娜

说，自从小区有了这台智能垃圾回收设备，居民可以随时投放可回收

垃圾，非常方便。

在引进先进设备的同时，嘉祥县还通过微信小程序推出个人账

户碳积分兑换活动。居民用碳积分可以兑换社区服务。

嘉祥县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说，该县下一步将积极开展“智能回

收”服务入户全覆盖宣传活动，让居民充分享受智能垃圾回收设备带

来的便利。

智能回收设备：

垃圾一投，现金到手

100 年前，滑雪登山作为 1924 年首届冬奥会的正式项目登上奥

运舞台。百年来冬奥会项目设置几经调整，滑雪登山阔别奥运赛场

几十年。2021 年 7 月 20 日，国际奥委会第 138 次全会表决通过滑雪

登山成为 2026 年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近期在内蒙古自治区扎兰

屯市举办的“十四冬”滑雪登山比赛，是该项目在全国冬季运动会的

首次亮相。

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高山运动部竞赛主管李振龙介

绍，滑雪登山由登山爬坡、设备转换、过旗门下滑构成，登山爬坡又分

为止滑带行进、背板行进等环节。

滑雪登山项目是最接近冬季雪山居民传统出行方式的滑雪运动

之一。其中在止滑带行进环节，运动员在滑雪板触雪面粘上类似动

物皮毛材质的雪板皮肤，利用倒刺绒毛为雪坡爬升过程提供抓地

力。背板行进则是模拟人们遇到崎岖山路无法穿滑雪板行走时背板

徒步登山的过程，过旗门下滑模拟人们下山绕障碍物滑行的过程。

“新疆的传统毛皮滑雪、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滑雪方式，都与

滑雪登山项目相似。”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高山运动部主

任李文茂说。

扎兰屯市南木鄂伦春民族乡的鄂伦春族老人介绍，传统滑雪板

在鄂伦春语里叫作“亲那”，用阴干两年以上的白桦树木制作，用剪成

小细条的狍子皮把野猪皮绑在滑雪板下面，滑行时野猪毛顺茬速度

快，上山时逆茬增加抓地力。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宣传委

员黄秀菊介绍：“早年鄂温克族群众利用猎取的猂、狍子等动物毛皮

绑缚在松木上，制作传统滑雪板‘金勒’，用于在林海雪原追击野兽，

这是鄂温克族冬季必备的交通狩猎工具。”鄂伦春族的“亲那”、达斡

尔族的“肯古楞”、鄂温克族的“金勒”，既是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群众赖

以生存的通行工具，也是滑雪登山项目在中国的早期雏形。

20世纪 70年代，滑雪登山在北欧地区逐渐发展为一项以雪山攀

登综合技术为主、滑雪为辅的高山探险极限运动，这一具有上百年历

史的运动有了更精细的发展方向。滑雪登山使用的雪板比日常滑雪

板更窄更轻便，具有更好的爬升性能和越野性能。滑雪登山靴需要

兼顾高硬度和轻量化，结合滑雪靴和登山靴的功能，为运动员提供足

够支持，又要保证舒适性。滑雪登山雪板固定器可以根据地形需求

调整模式，有下滑模式和行走模式，其中行走模式为靴前单侧固定，

便于穿板行走。

不同于绑缚在雪板底的动物毛皮，滑雪登山的止滑带可以实现

快速安装和拆卸。上山时将止滑带一头系绳带卡在雪板前端凹槽

内，其余部分与滑雪板完全贴合；下山时直接撕下止滑带，可以更加

顺畅地滑行。

“对中国人来说，滑雪登山项目既熟悉又陌生。”李文茂说，在高

山雪原有这一运动的早期雏形，但是作为专业运动引入国内较晚。

2007 年中国引入滑雪登山赛事，最初大多是业余运动员参赛，2022

年成立国家队以来，已有十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专业运动

队。2023 年滑雪登山世锦赛上，中国队摘得三枚金牌，实现该赛事

“零的突破”。

“国内很多滑雪登山运动员是从中长跑和越野滑雪项目转项过

来的，在前半程的爬升过程中具有耐力和协调性优势，这在滑雪登山

比赛中尤为重要。”李振龙介绍。

滑雪登山：

熟悉又陌生的百年奥运新项目

◎新华社记者 贺书琛 王雪冰

虽已入春，但室外温度依旧不高，人们健身后大量出

汗，容易着凉感冒。相较户外运动，室内运动较少受到天

气影响。因此用合适的室内健身项目替代户外运动，成

为不少人的选择。

近年来，在科技助力下，一系列“硬核”运动装备让室

内锻炼更高效、有趣。

LED跑道：
影子“陪跑”与运动者竞速

一个人在室内跑步，略显枯燥。如果有了互动与竞

争，会是怎样的体验？LED跑道或许可以给出答案。

运动者穿上装有传感器的跑鞋，踏入 LED 跑道。此

时，跑鞋内传感器立即与位于跑道一侧的 LED 屏幕连接，

并通过射频信号追踪运动者的足迹，记录其跑步时间、运

动状态等信息。

当运动者跑完一圈进入下一圈时，他会在身旁的

LED 屏幕墙上看到一个投影。投影的移动速度是运动

者上一圈的跑步速度。此时，LED 跑道上的运动者正在

和自己赛跑。运动者每跑完一圈，都能在位于终点的屏

幕上看到自己的成绩。

当运动者跑过投影，他就超越了自己。这时投影会

改变策略，以运动者的历史最快速度跑，督促其不断超越

自己。

如果运动者没看到信息也不要紧，跑步成绩会被记

录在相关 App中。

LED 跑道还设置了互动模式。研发人员在 LED 跑道

程序中加入了虚拟人物，里面有国家纪录保持者，还有其

他优秀跑步运动员。运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

与这些虚拟人物进行比赛或与其相伴训练。

因此，就算是一个人在 LED 跑道上跑步也不会感到

无聊。此外，运动者还可以跟着世界体育健将学习正确

的跑步姿势，长此以往练着练着说不定哪天就超过这些

运动员。

滑雪模拟训练器：
打破地域、季节滑雪限制

近年来，大众对滑雪运动热情高涨，但滑雪运动受季

节限制，只能在冬季进行。不过，室内滑雪模拟训练器突

破地域、季节的限制，降低参与成本，让人们哪怕在炎热

的盛夏也能“雪上飞”。

一位滑雪爱好者戴上传感器设备，在 12 米长的钢制

滑雪台上摆动双臂滑行。该爱好者身前的电子屏幕上显

示着模拟滑雪赛道以及场景。

这套室内多自由度模拟滑雪训练系统，可提升滑

雪 爱 好 者 回 转 、滑 行 等 专 项 动 作 的 训 练 效 率 。 该 系

统 主 要 研 发 人 员 告 诉 记 者 ，这 套 系 统 包 括 模 拟 滑 雪

训练平台、六自由度平台、运动形态识别与位姿测量

系 统 和 用 于 展 示 滑 雪 场 景 的 电 子 大 屏 。 使 用 者 可 以

选 择 不 同 竞 赛 项 目 ，进 行“ 过 旗 门 ”“ 大 回 转 ”“ 小 回

转”等训练。

滑 雪 台 下 方 的 六 自 由 度 平 台 能 模 拟 高 低 、倾 斜 、

偏 转 等 姿 态 ，还 原 滑 雪 者 在 真 实 滑 行 中 可 能 遇 到 的

各 种 赛 道 状 况 。 运 动 形 态 识 别 与 位 姿 测 量 系 统 ，则

用 于 采 集 分 析 滑 雪 者 训 练 数 据 ，为 科 学 化 训 练 提 供

指导依据。

“滑完一个赛道后，室内多自由度模拟滑雪训练系统

会结合滑行数据进行点评，纠正滑雪者存在的问题。”该

系统研发人员告诉记者，室内多自由度模拟滑雪训练系

统配备的高速动态摄像机可以捕捉滑雪者的动作。这个

系统会记录滑雪者的滑行姿态，并将其姿态与优秀运动

员姿态进行对比分析。

当然，安全是训练的前提。记者看到，室内多自由度

模拟滑雪训练系统研发人员在滑雪台前后设置护栏，还

为滑雪者配备了安全绳。如果滑雪者在左右滑行时不慎

摔倒，滑雪台上的光学传感器可以及时感知，并立即暂停

设备，确保人员安全。

室内跳伞系统：
让更多人体验飞行快乐

身着飞行服和头盔，脚踏运动鞋，站在风洞出口处

的“飞行员”随着号令一个接一个地跃入风洞。在风力

的作用下，他们挥舞双臂，努力保持平衡，体验飞行的快

乐……

近些年，一项充满乐趣和挑战的体育运动——室内

跳伞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追捧。

室内跳伞利用空气动力学原理，通过人工控制气

流，让体验者在风洞内飞起来，达到与室外飞翔同样的

效果。参与者可以通过改变身体重心，在空中做出各种

动作。

位于重庆市渝北区的际华园，有一个直径 4.3 米、高

12.88 米的圆柱状室内跳伞系统（风洞飞行舱），一张巨

大的安全网将舱室分开。参与者在网面上方飞行，网面

下方是一个巨大的风机，最高风速可以达到 255.6 公里/

小时。

透过际华园室内跳伞系统的玻璃窗，记者看到训练

有素的跳伞爱好者在倒飞、旋转，也看到经过培训的小朋

友在教练员的陪护下悬浮于空中。

际华园室内跳伞系统相关负责人介绍，与室外跳伞

运动相比，室内跳伞运动安全系数高且成本较低，想体验

飞行的零基础“小白”也可以尝试。

智能发球机：
永不疲倦的教练员

一手握紧球拍，一手抛球，只需 1秒，多个乒乓球便被

球拍打出，直抵球台对面，让接球者应接不暇……在刚刚

过去的寒假，这位名为“庞伯特”的乒乓球智能发球机几

乎每天都在不知疲倦地发球。

记者在上海体育大学训练馆看到，几位小学生在挥

汗如雨地打乒乓球，变换着步法想接住每一个球，而球台

另一侧的“庞伯特”则不停向他们发出一个个高速旋转、

落点刁钻的球。

上海体育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庞伯特”的发球技

巧高超，发球落点精准，线路随意。它可以根据不同水平

乒乓球爱好者的训练要求，制定专属训练方案，帮助他们

提升球技、强身健体。

相关研发人员介绍，“庞伯特”可以被用于多球训

练。多球训练是由教练不停发形式多样的球，使练习者

达到熟练某一动作的方法。不管是刚入门的新手还是有

一定水平的专业选手乃至国家队队员、世界冠军，都需要

多球训练来提升打球水平。有了“庞伯特”，教练就能从

发球工作中“解放”出来，把更多注意力放在纠正训练者

步伐、动作上。

“庞伯特”不光会发球，还能当教练。“‘庞教练’的观

察力很强。”相关研发人员告诉记者，它内置的分布式双

目 视 觉 系 统 可 以 及 时 捕 捉 乒 乓 球 和 参 与 者 的 运 动 轨

迹。借助人工智能算法，它能够分析乒乓球的轨迹和参

与者的动作，根据分析结果给出训练建议，帮助调整技战

术策略。

如今，“庞伯特”已经在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世界人

工智能大会等大型展览上亮相。但目前“庞伯特”的使用

人群比较有限，如何让它得到进一步普及，是产品开发者

正在解决的问题。

“未来，它会走进更多社区、学校，还会走进普通家

庭，陪着广大乒乓球爱好者一起训练，体验体育运动的乐

趣。”“庞伯特”开发者说。

LED跑道、滑雪模拟训练器、智能发球机……

“硬核”装备相伴 室内运动添趣

在第四届吉林雪博会现场，参观者体验室内滑雪机。 新华社记者 张楠摄

居民在使用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设备。 新华社记者 曹力摄

黑色是纺织服装产品最常见的颜色

之一。不过，最近网传“常穿黑色内衣易

患癌”。

那么，这一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

大部分国家已禁用有害染料

“包括黑色染料在内，目前我国纺织

行 业 使 用 的 染 料 ，主 要 为 化 学 合 成 染

料。该类染料本身没有毒性。”中国纺织

建设规划院工程师宋立丹说。

资料显示，偶氮染料是目前占比较

大的化学合成染料，常被用于多种天然

和合成纤维面料的染色和印花中。“偶氮

染料本身无毒，可是一小部分偶氮染料

会与人体代谢产物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还

原反应，释放致癌芳香胺类物质，损害人

体健康。”宋立丹说。

不过，这部分偶氮染料已经被包括

我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禁止使用。我国

国家强制标准《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

技 术 规 范》（GB 18401-2010）明 确 规 定

“禁用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

“在我国市场销售的纺织服装产品

必 须 符 合 该 强 制 标 准 的 规 定 。 黑 色 纺

织服装产品同样适用以上规定，故质量

合格的黑色衣物是安全无害的。”宋立

丹说。

选购时要注意产品标识

一些消费者反映，有的黑色纺织服

装产品，穿着后会把皮肤“染”黑。宋立

丹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生产中衣物水洗不充分导致染料残

留；二是产品染色牢度不达标，在汗液浸

泡下或与皮肤摩擦过程中，色彩转移到

皮肤上。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GB 18401-2010）规定了 5 种染色牢度

等级，并提出婴幼儿纺织产品应符合 A

类要求，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至少应符

合 B 类要求，非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至

少应符合 C 类要求。

宋立丹建议，消费者在购买直接接

触皮肤的纺织服装产品时要选达到 A 类

或 B 类要求的产品，购买婴幼儿纺织品

时则要选达到 A 类要求的产品。

除此之外，网上还有人提出“品质差

的面料通常被染成黑色，以掩盖面料上

的瑕疵”。这一说法靠谱吗？

宋立丹说，目前现代纺织产业的面

料 织 造 已 经 实 现 大 规 模 自 动 化 和 智 能

化，相关企业对面料品质的管控水平也

已 大 幅 提 升 。 部 分 企 业 已 经 应 用 人 工

智 能 视 觉 检 验 技 术 实 现 面 料 质 量 的 在

线监控。

“ 一 卷 布 从 织 造 到 染 色 完 成 ，具 体

到布用什么织造结构、染什么颜色，企

业 都 会 在 设 计 阶 段 定 好 。 在 织 造 过 程

中，企业会对每个环节进行质检监测，

以提高品质、降低瑕疵率。”宋立丹说，

现 阶 段 几 乎 不 可 能 存 在 将 次 品 面 料 染

黑的情况。

“消费者在选购服装时应该从正规

渠道购买有质量保证的产品，查看产品

是否具有完整的标识或吊牌，包括是否

明确标注了产品名称、产品标准编号、制

造商名称和地址、产品号型或规格、安全

类别、纤维成分及含量、维护方法、产品

质量检验合格证明等。”宋立丹提醒道，

对于标识不清、标注内容不详、价格过低

的服装，建议慎重购买。此外，消费者要

对新买来的纺织服装产品，尤其是直接

接触皮肤类的衣物，进行适当清洗，洗去

产品上可能存在的浮色，这样穿起来更

放心。

常穿黑色内衣易患癌？别信，假的！

图 为 穿 黑
色裤子锻炼的
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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