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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符晓波）在二手电商平台上购买心仪的商品

时，对方要求在平台外下单购买，你是否会为了顺利交易而听从卖家

的建议？

近日，福建省厦门市警方公布了一起网络虚假购物案，为抱有侥幸

心理的买家敲响了警钟。

据悉，今年 4 月底，厦门市民王女士在某平台欲购买一款二手相

机。卖家称因双方不在同一城市，交易需通过某二手平台进行交易，

引导王女士在对方发来的链接页面“下单”。在支付阶段，尽管第三

方支付工具提示王女士正在给某直播软件充值，但对方表示因“脱离

原平台进行交易”，必须通过直播充值的方式才行，以此打消了王女

士的顾虑。

在王女士转账后，对方又以王女士与其他人“重复下单”为由，要求

王女士重新发起交易。王女士旋即要求对方先退还此前充值的 4500

元。此时，对方以“加客服 QQ 号，办理退款”为由，再次引导王女士在

所谓“财务人员”指导下下载一款会议软件。

之后在“财务人员”步步诱导下，王女士进入会议室并打开屏幕共

享功能。对方再次以“核验账户安全”为由让王女士向自己的银行卡里

转账 30000元。当看到银行账号被转出 30000元的信息时，王女士才意

识到自己被骗并报警。

厦门警方表示，王女士遭遇的是典型的网络虚假购物诈骗，不法分

子一般会诱导用户离开官方平台并进入伪造的虚假平台，该平台与常

用交易平台极其相似；随后，对方会以“充值”“退款”等为由诱使买家不

断转账，最终造成受害者财产损失。

警方提醒，不法分子为了更容易实施诈骗，一般会要求买家脱离原

官方平台的担保交易，其间会以“不在同一城市”“其他平台有优惠”等

说辞进行诱导，公众对此不要轻信。在进行网络交易时，要记住“两不

要”：不要在交易信息发布的官方平台外进行交易、不要在收到货品前

确认收货。

网上购买二手商品

谨防上当受骗

被淘汰的旧手机、超过服役年限的动力电池……

过去，这些废旧物品往往被丢弃。不过，近年来随着回

收技术不断进步，一些看似已经失去价值的废旧物品

重获“新生”。

国务院不久前印发的《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

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提出，完善废旧产品设备回收网

络，推动资源高水平再生利用。方案还提出，到 2027 年，

报废汽车回收量较 2023 年增加约一倍，废旧家电回收量

较 2023 年增长 30%，再生材料在资源供给中占比进一步

提升。

那么，哪些技术可以促进废旧物品回收利用？科技

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智能回收机落地生效

最近在上海街头，一些颜色鲜艳的机器引人注目。

这是某二手交易平台不久前投放的智能分类回收机，已

落地包括上海在内的全国 30多个城市。

用户通过扫描回收机上的二维码或输入手机号登

录，在手机界面或设备屏幕上点击“开门”选项，回收机门

便会自动开启。用户可将废旧纸盒、玩具等投入回收

机。之后，机器会迅速对物品进行称重、审核。审核合格

后用户可获得相应奖励。

回收机接收纸张、金属、塑料和布料四大类物品，

具 体 如 报 纸 、水 龙 头 、饮 料 瓶 和 毛 绒 玩 具 等 。 同 时 ，

回 收 机 会 明 确 标 出 不 可 回 收 物 品 ，如 床 垫 、玻 璃 、轮

胎 和 地 毯 等 。 用 户 投 放 物 品 后 ，回 收 机 内 摄 像 头 会

拍 照 片 ，人 工 智 能 风 险 控 制 模 型 可 判 断 物 品 是 否 符

合 投 放 要 求 。 当 回 收 机 装 满 后 ，内 置 传 感 器 会 通 过

物联网将信息发送至运力平台。系统随后自动调配

运输车辆，并规划出最佳路线，确保工作人员在 30 分

钟内完成清运。

回收物品首先会被运至中转站暂存，随后由货车统

一送至分拣中心。上述二手物品交易平台相关负责人高

文科介绍，从用户端到中转站再到分拣中心，整个流程由

中央管理系统监控，所有回收物品都配有独特识别码，确

保可追溯。

离开分拣中心，废旧物品来到集散场。在这里，智能

分选系统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图像识别、云计算、大数据和

自动化控制等技术，自动识别和高速分拣回收物品。与

传统色选和光选技术相比，人工智能图像识别技术的识

别准确率超过 98%，不仅能够识别出物品种类，还可以识

别品牌。

分拣后，废旧物品进入回收最后阶段。在末端分拣

工厂，工作人员对可回收物品精细化分拣，分 80 个类别

进行处理。高文科介绍，公司已与上下游企业合作，将废

旧物品转化为环保再生产品，如由废旧衣物和塑料制成

的纤塑板休闲长椅，用可回收物品制成的雨伞、帆布包、

钥匙扣和 T恤等。

机器人精准“解剖”手机

拆解是回收利用手机等电子产品最复杂、最耗费人

力的环节之一。

不久前，某手机厂商公布了其首台手机回收智能机

器人。机器人有两种，分别被命名为 Taz 和 Dave。它们

能快速从面积仅有一个拇指大小的手机声学组件和触感

引擎中提取钨、稀土磁铁等高成本材料。

Taz 由进料器、布料器、称重输送平台等 6 个工作站

构成。当手机声学组件通过进料器进入回收系统后，

会先经过布料器和称重输送平台，随后到达组件破开

器。在这里，手机组件将被分解，后通过磁分离器分离

其中磁性材料。下一步，雪球净化器会把磁性材料聚

集成球体。最后，磁性材料会被统一收集，用于生产新

产品。

回收工厂工作人员介绍，Taz 每小时能处理约 40 公

斤声学组件。

Dave 则是一个由上料台、切料台等 4 个工作站组成

的立方体机器人，主要负责拆解手机触感引擎。每台

Dave 都配备一名工人协助上料。触感引擎首先被放置

在上料台，再被转移到切料台切割。随后，触感引擎进入

推料台，其含有钨和稀土磁铁的内部组件会被分离并得

到回收。Dave 每小时最多能拆解 800 个触感引擎，每年

可处理 480万个零件。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智能机器人主要用于拆解回收

手机中的金属材料。一部手机通常包含大量种类不同的

金属。例如，手机主板通常含大量铜，后盖普遍用铝、钛

等金属制成，摄像头中可能包含金，声学组件则富含稀土

元素。

手机回收智能机器人针对手机特定部件和对应材料

进行专门设计，避免了此前类似回收系统的不足。例如，

传统重型破碎机无法有效处理小型电子元件，锤式破碎

机则主要通过反复敲击使材料破碎，但这可能导致不同

类型金属材料混合，难以分离，降低材料分拣效率，使回

收效果大打折扣。而手机回收智能机器人可以有效避免

这些情况出现。

多机协同提升拆解效率

除了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中

绝大部分材料也能被回收再利用。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逐年上升，储能行业快

速发展，带动动力电池产能迅猛增长。动力电池是新能

源汽车的“心脏”，占整车成本 30%至 40%。一般来说，当

电池容量低于 80%就要退役。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模式主要有两种：梯次

利用和回收提取原材料。梯次利用是指当电池性能下降，

不再适用于新能源汽车时，可以通过评估检测对其进行处

理，使其能被应用在对电池性能要求不高的场景中，例如电

网储能和低速电动车等。对于无法继续降级使用的动力电

池，回收利用是最终归宿。通过精细拆分电池模组，工作人

员可以从中提取镍、钴、锂等贵金属材料，制成碳酸锂等化

合物，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要回收处理海量退役动力电池，高效电池包拆解回

收技术不可或缺。在多机协同电池包拆解生产线上，

相关设备首先会通过 3D 相机数据采集系统获取废旧

动力电池的三维数据，为后续机器人或自动化系统提

供可准确识别电池包的信息。然后，机器人会拆卸电

池包的上盖螺钉等零件，并将电池模组移出。随后，机

器人会分拣电池模组的不同组件，对要进一步处理的

组件，可能还需进行铣、削等操作，以便进一步拆解和

回收。

专注回收利用领域的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张宇平介绍，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包拆解流程复杂、

操作难度大，多机协同能极大提高拆解效率，带来更高

经济效益。

分类回收机、智能拆解机器人……

科技“神助攻”旧物焕“新生”

前不久，有网友发布视频：广东省佛

山市某街道出现了一场奇怪的局部降

雨。这场雨覆盖范围极小，呈条线状，仅

一条车道宽度。路过市民纷纷抬头，想看

看这雨从何而来。有网友戏称这是“天漏

了”。广东省佛山市气象部门工作人员认

为，无法从视频中确定这是否系真实降

水，雷达图和自动气象监测站数据也难以

给出准确答案。

虽然这场线状雨尚无法判定真假，但

类似的局部降雨现象并不罕见。除此之

外，太阳雨、牛背雨等奇特降雨也常出现

在生活中。

那么，这些“另类”降雨是怎么形成

的？科技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局部降雨多为对流性降水

在气象学上，局部降水通常被称为局

地性降水，主要是指发生在小范围、局部

区域的降水。

北京气象局专家介绍，降水一般可以

分为层状云降水和对流性降水。通常来

讲，层状云降水覆盖范围较大，比如冷暖

气流交汇造成的降水。对流性降水的形

成机制是近地面层空气受热或高层空气

大幅降温，促使近地面层空气上升，水汽

遇冷凝结形成降水。对流性降水特点是

覆盖范围小、强度大、分布不均匀、持续时

间短、随时间变化迅速。局地性降水多为

对流性降水。

四 川 省 成 都 市 气 象 台 首 席 预 报 员

牛金龙介绍，局地性降水通常由气候和

地形因素共同作用造成，在夏秋两季较

为普遍。当气温升高时，热空气上升，

冷空气下沉，对流形成。热空气不断升

高，其中的水蒸气会凝结成云。如果云

在一个局部区域形成，并受到地形等因

素影响，这个区域的气流无法将云移动

到其他地方，那么该区域就容易出现局

地性降水。除此之外，地形也会影响气

流移动，导致气流涡旋生成，带来局部

降雨。

2022 年 6 月底，有网友拍摄到成都

市 出 现 局 地 性 降 水 ，覆 盖 范 围 仅 几 平

方 米 。 当 地 气 象 部 门 工 作 人 员 分 析

称 ，这 是 由 于 当 日 气 温 较 高 ，阳 光 照

射 ，空 气 变 暖 ，水 汽 蒸 发 到 空 气 中 ，局

部 形 成 小 范 围 热 对 流 天 气 ，导 致 局 地

性降水出现。

奇特降雨各有成因

除了局地性降水，人们在生活中有时

还会见到太阳雨、牛背雨等特殊降雨现

象。它们的形成原因是什么？

太阳雨主要出现在夏季晴天，发生时

太阳高挂，但仍有雨水落下，令人称奇。

专家介绍，太阳雨形成原因有很多。

有时是因为远方乌云产生降水，突然强风

吹过，落下的雨瞬间被吹到了另一片晴朗

地区。还有一种情况是，短时间内天气突

然转变，开始降雨，从高空降下的雨还没

落地，云便已经被吹走，或被炙热的太阳

“烤干”。所以等雨落下时，已经看不到云

的身影，只有太阳高挂空中。

牛背雨是指盛夏时节出现的分布不

均、历时较短的降雨，人们有时会在街道

看到一边是大雨倾盆，另一边是晴空万里

的现象。古人在诗词中将其描述为“东边

日出西边雨”。

牛背雨多由雷雨云所致。这种云通

常“身材”细长，喜欢竖着长，不喜欢横着

长，能够形成的降水区域比较有限。同

时，雷雨云含水量大、降水效率高，雨区内

外降水量差异明显，降水范围界限清晰。

除此之外，地形和地面受热不均也会

导致牛背雨。例如，山区地形复杂，天气

多变，往往容易产生牛背雨。城市受热岛

效应影响，小范围空气对流明显，易使相

邻两地产生较明显的降水差异。

线状雨、太阳雨、牛背雨……

“另类”降雨是怎么形成的

5月23日，广东省多地遭遇强降雨。图为广州市民在雨中前行。

上海市民在使用智能分类回收机。

科技日报讯 （记者华凌）中国营养学会近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

示，我国 18.4%的居民在工作日不能每天吃早餐，周末 29.7%的人不

能每天吃早餐，且早餐食用谷薯类比例达 89.4%，食用奶豆、蔬果比

例不到 50%，膳食结构不够合理。营养专家提示，吃好早餐是改善

居民膳食结构不合理状况的重要环节，提高健康水平应从每天的早

餐做起。

营养专家指出，大量科学证据表明，不吃早餐或早餐吃得不好，

会增加肥胖风险。早上人体血糖水平较低，不及时吃早餐会刺激身

体分泌一些激素，易促进脂肪生成。同时，不吃早餐，空腹时间长，

人容易产生饥饿感，导致在午餐等餐次进食高热量食物。

相关研究表明，长期不吃早饭会使 2 型糖尿病患病风险增加

21%，还会增加罹患心血管、消化系统等疾病风险，对儿童青少年大

脑发育以及成人的记忆力和情绪也有不良影响。

专家认为，丰盛的早餐不仅能够最大程度抑制食欲，更好控制

体重，而且会增加胰岛素敏感性，维持血糖稳定状态，降低罹患糖尿

病风险。

那么人们应该如何吃好早餐？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早餐要保证食物多样，最好 4

类品种以上，至少包括主食 1 份、奶类鸡蛋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1

份、蔬菜水果各 1 份，以保证获得的营养物质全面充足。

专家提示，早餐不能吃太少，应占全天食物总量的 25%至 30%，

能量供给与午、晚餐相似。食用早餐时间不宜太晚，尽量在 9 点前

吃完。鼓励家庭成员共同进餐，在温馨愉悦的氛围中开启美好的

一天。

早餐应占

全天食物总量的25%至30%

人们在天津西北角的一家早点铺吃早点。 新华社记者 孙凡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