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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都 芃
前不久，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 6.8 级地震。灾情发生后，各地迅速驰

援，在多个安置点快速搭建起活动板房。这些活动板房具有抗震保温、防晒防

潮等特点，成为受灾群众的“避风港”。

此次地震发生后，相关部门全力开展包括搭建安置房在内的受灾群众安

置工作。在救灾初期，受灾群众一般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内。随着保障物资

陆续抵达，活动板房成为更好的选择。相比临时搭建的帐篷，活动板房更坚固

耐用、安全温暖。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二十一局”）定日地震抗震救

灾现场负责人蒋立群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公司为受灾群众在集中安置点搭建

的第一批活动板房共 15间，每间面积 18平方米，可以容纳 3人到 4人居住。

“活动板房便于安装，整体结构设计采用折叠式，最快用时 6—8分钟就能

够搭好一间。”蒋立群介绍，活动板房还易于移动，只要有一台起重器或吊机，

便可以将其吊装转运。

记者了解到，这些折叠式活动板房应用了高度模块化的装配式建造技

术。这项技术可以使盖房子像搭积木一样简单。利用此技术，折叠式活动板

房可以提前在工厂预制，工作人员在现场只需简单安装即可完成建造，极大地

缩短了施工时间，提升了建设效率。

不仅搭建速度快，这批板房还具有抗震保温、防晒防潮、坚固耐用等

特性。

在高原环境下，活动板房能保温防潮，离不开防火保温材料的应用。制造

活动板房的主要材料包括轻钢、夹芯板、彩钢板等。这些材料比较轻便易拆

卸，其中夹芯板由岩棉等具有较好保温防火性能的芯材制成。

中铁二十一局西藏公路项目亚东分部安全总监李慧介绍，活动板房的地

板采用一级防水防火玻镁板。该材料不含石棉、甲醛、苯及有害放射性元素，

可为受灾群众提供安全、环保的生活环境。

此外，在此次地震发生后，西藏自治区科技厅第一时间迅速响应，紧急筹

措了一批自适应控温模块取暖器，并派出专业工程师前往灾区进行安装。在

定日县长所乡古荣村安置点，不少活动板房已装上了这款取暖器，其能让室内

温度保持在 20摄氏度左右。

西藏自治区能源研究示范中心主任其米次仁介绍，这次为灾区提供的取

暖器采用了新型相变蓄热材料，具有高效、节能、性能稳定等特点。

今年 56 岁的坚才是古荣村安置点的群众，家里有 7 口人。他家是村里第

一个用上取暖器的家庭。坚才说：“现在屋内非常暖和，吃穿住一切都好，非常

感谢大家。”

“搭积木”式盖板房

灾区有了“避风港”

最近，“静电颜色挑战”在网络上走红，大量网友跟风模仿。许多社交媒体

博主称，当两个相爱的人接触时，如果产生的静电呈粉色，那么说明他们之间

是“真爱”，而且颜色越粉感情越稳。

那么，静电究竟是什么颜色的？用其来判断“真爱”有科学依据吗？科技

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宁波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胡绪瑞。

静电火花由物体表面电荷累积产生

胡绪瑞介绍，静电是一种常见的物理现象。物质由原子构成，原子包含带

正电的质子、不带电的中子以及带负电的电子。当物体与物体发生摩擦、接触

以及感应时，一个物体的原子可能失去电子，另一个物体的原子可能获得电

子。失去电子的物体带正电，而获得电子的物体带负电，这种现象被称为电子

转移。当这两个物体分离，由于电荷不易通过空气转移，导致物体表面保持电

荷差异，形成静电。当静电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击穿空气放电，出现人们常见

的电火花。

静电的产生往往和气候、环境等因素相关。冬季空气湿度低，皮肤和衣物

表面的水分减少，导致电荷不易散发，形成静电。此外，化纤等冬季衣服常见

面料也易积累静电。

颜色受空气分子组成等影响

静电有颜色吗？胡绪瑞说，静电本身并没有颜色，人们看到的静电颜色，

是其放电时产生的电弧的颜色。

静电电弧由带电粒子组成。当空气中有电流通过，空气中的氮气分子、氧

气分子、氩气分子及二氧化碳分子等在电离作用下，形成等离子体，即静电电

弧。它的颜色是空气中各种气体分子电离后叠加的结果。

正常情况下，空气中的氮气分子、氧气分子含量最高。氮气分子和氧气分

子经电离后，会变成能发蓝紫色光的氮气等离子体和氧气等离子体，因此人们

常见的静电为蓝紫色。当空气水分子含量发生变化、静电电弧电压较小时，电

弧就可能呈现粉红色。

“除空气分子组成因素外，空气湿度、温度等也会影响静电电弧颜色。”胡

绪瑞解释，静电电弧颜色变化是一种正常的物理现象，与人的情感无关。因

此，用静电颜色判断“真爱”缺乏科学依据。

“静电颜色挑战”火爆网络

爱人间的静电真是粉色吗？

◎本报记者 王姗姗

工作人员在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长所乡嘎旦村搭建板房。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在

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科技

手段为春节增添了别样年味儿。

AR灯光秀奇幻绚丽

春节期间全国多地的古城、景区、

商业街将上演一场场 AR（增强现实）灯

光秀。

AR 是一种将虚拟信息与真实世界

巧妙融合的技术。在 AR 灯光秀中，AR

技术将虚拟的图像、动画等与真实的灯

光设备及环境结合，营造出奇幻、绚丽

的视觉效果。重庆、武汉、三亚等地都

曾在春节期间举办过大型 AR灯光秀。

不久前，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雪山

光影秀成功“出圈”，游客在光影变幻中

领略到哈尔滨冰雪世界的魅力。雪山

光影秀以巨型阳明滩大桥雪雕为主体，

创新融合 3D Mapping（3D 立体投影）、

激光等先进数字技术，将中央大街、哈

尔滨大剧院、哈尔滨火车站等当地标志

性建筑以 AR 投影形式在雪雕上呈现。

震撼的视觉效果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

看、打卡拍照。

AR 灯光秀可使观众融入展示内

容，获得身临其境之感。例如，在我国

部分地区春节 AR 灯光秀中，观众可以

通过特定手势与虚拟光影互动。人们

轻轻挥手，就能让虚拟的花朵绽放；跺

几下脚，就会引发一场虚拟的流星雨。

这种 AR 灯光秀极大提升了观赏的趣味

性，让人们不再是被动观看者，而成为

灯光秀的一部分。

“赛博烟花”夜空绽放

近年来，无人机编队飞行表演逐

渐成为春节期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 2024 年春节，无人机编队飞行表演

成为空中“顶流”，同时收获了一个别

称——“赛博烟花”。今年春节期间各

地也将用“赛博烟花”为新春增添喜庆

氛围。

无人机编队飞行表演背后，是多个

专业领域的技术融合，包括单机控制技

术、集群控制技术、航线规划技术、定位

技术、通信技术等。

在设计环节，设计师将线状的图案

转换为点状图，每个点对应一架无人

机，通过编程提前规划好每架无人机的

飞行轨迹。

在表演前，工作人员会将精心设

计的飞行轨迹和动作程序输入到控制

系统中。表演时，控制系统就像一个

指挥官，通过无线通信技术向每架无

人机发送指令，让它们能够协同配合，

按照预定轨迹飞行，从而组成各种图

案和造型。

要完成一场精彩的表演，不仅需无

人机自身技术过硬，还离不开地面站等

的配合。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秘书

长庞伟介绍，我国 5G 等先进通信技术

为无人机表演提供了有力支撑。在 5G

技术的帮助下，无人机之间、无人机与

地面之间的通信时延不超过 10毫秒，确

保指令能够被迅速传达。此外，表演现

场还会配备基准站，让无人机的定位更

加精准。

随着技术进步，如今无人机编队不

仅可以展示静态的 3D 立体图像，还能

够呈现动态视觉效果。

不久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

楞蒙古自治州博湖县上演了一场烟花

艺 术 与 无 人 机 表 演 相 融 合 的 光 影 大

秀。随着音乐响起，千架无人机徐徐升

空，以夜空为画布，以灯光为画笔，勾勒

出神秘而奇幻的“天空之门”，烟花则在

“天空之门”中绽放。随后，千架无人机

时而聚拢、时而飞散，在夜空中变换出

“冰雪巨龙”“西域雄鹰”“醒狮”等动态

图案。

传统庙会“搬进”元宇宙

逛庙会是春节期间的传统民俗活

动。如今，元宇宙庙会悄然兴起，为传

统庙会注入活力，让年味儿有了别样的

呈现方式。

在元宇宙庙会中，人们不再受限于

现实世界的物理空间和时间。无论身

处何地，只需通过手机或虚拟现实设

备，人们就能够瞬间“穿越”到热闹非凡

的庙会现场，看到古色古香的建筑、熙

熙攘攘的人群。用户可以和来自五湖

四海的网友一起逛庙会、赏民俗，感受

浓浓的年味儿。

厂甸庙会是北京市西城区首批入

选国家级名录的非遗项目，与南京夫子

庙庙会、上海城隍庙庙会、成都青羊宫

庙会并称中国四大庙会。从 2022 年开

始，北京市西城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联

合中国移动咪咕公司将厂甸庙会“搬

进”元宇宙。

中国移动咪咕公司技术解决方案

总监田永森介绍，该公司技术人员运用

大场景沉浸式数字孪生、数字人、高精

度精准空间计算、XR 云渲染等技术，打

造文旅融合数字经济标志性示范场景，

整体复刻呈现了琉璃厂东西街区和南

新华街 1600 米街区，重点刻画湖广会

馆、安徽会馆、荣宝斋、一得阁等街区地

标性重点建筑和非遗老字号内外部场

景，重现厂甸庙会盛景。

用户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登录厂

甸庙会元宇宙空间，以数字人身份游览

整个街区，了解非遗老字号历史，在湖

广会馆沉浸式观看戏曲演出，参与猜灯

谜、写福字、非遗制墨、烟花燃放等互动

活动。

物理仿真技术是构建元宇宙的关

键技术之一。该技术可以让元宇宙中

的物体运动、人物和场景交互更加自

然。例如，研发人员运用物理仿真技术

可以为虚拟数字人添加逼真的衣物和

发型，构建出更加真实的人物形象。而

强大的网络技术是元宇宙运行的基础，

高速稳定的网络能够确保海量数据实

时传输，使用户在元宇宙中的各种操作

能够顺畅进行。

如今，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

为元宇宙庙会带来了更加智能化的体

验。智能 NPC（非玩家角色）可以模拟

真实人物的行为和对话，与用户进行

自然交互。它们可能是热情的摊主，

向用户介绍各种特色年货；也可能是

知识渊博的民俗专家，为用户讲解庙

会背后的历史文化。除此之外，人工

智能技术还可以根据用户的行为数据

和偏好，为其提供个性化服务，让每位

用户都能够在庙会上找到自己感兴趣

的活动。

AR灯光秀、无人机表演、元宇宙庙会……

创新成果让这个春节更有年味儿

除夕夜，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观看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以下简称“总台”）春

节联欢晚会（以下简称“春晚”）是海内

外中华儿女过年的保留项目之一。

“为办好蛇年春晚，总台持续推进

‘思想+艺术+技术’融合创新，运用超高

清、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立体视觉等技

术，不断提升春晚视音频质量和全媒体

传播效果，为全球华人打造思想性、艺

术性、观赏性俱佳，科技感十足的‘年夜

饭’，陪大家共迎蛇年。”在 1 月 19 日总

台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总台编务会议

成员姜文波说。

8K直播带来超清视觉
体验

今年是总台第 4 次开展 8K 春晚直

播。4 年来，总台设立三维菁彩声制

作、传输和渲染技术研究、系统研发和

示范应用项目，以及 8K 摄像机研发等

超高清项目，积极推进超高清技术自

主创新，在 8K 制播全链路关键技术方

面取得突破。

“目前，总台初步实现 8K 制播设备

国产化，拥有 8K 摄像机、8K 切换台、8K

监视器、8K画面分割器等国产设备。今

年，总台将以全国产 8K 装备完成‘8K 超

高清视频+三维菁彩声音频’制作，相关

节目会在全国数百块超高清大屏上播

出。”姜文波说。

用户不仅能够通过手机观看总台

8K 节目，而且可以通过央视频 App的电

视投屏功能，把节目“投”到智能电视

上，只需 5秒即可完成投屏。

码率代表了单位时间内传输的数

据量。总台 8K 电视节目最高码率为

120 兆比特/秒。在高码率传输下，电

视节目在呈现如树叶脉络、动物毛发

等细节时，画面不会出现明显的模糊

或 锯 齿 。 当 电 视 播 放 运 动 员 快 速 奔

跑、赛车疾驰等快速运动的画面时，也

能够保持较好的画面流畅度，减少拖

影和卡顿，让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每

个精彩瞬间。

此外，三维菁彩声音频具有三维空

间感。它能够为人们提供极为逼真的

听觉体验，使其仿佛置身于真实的声音

环境中。

虚实结合丰富舞台
效果

“自 2021 年总台牵头研发 XR（扩

展现实技术）虚实融合超高清制作系统

以来，我们不断对其迭代升级。前两年

总台将 VR（虚拟现实技术）和 VP（虚拟

制片技术）与 XR 进行结合，今年加入了

数字孪生技术和大场景扫描重建技术，

使 XR 虚实融合超高清制作系统功能更

强大。”姜文波说。

今年，利用 XR 虚实融合超高清制

作系统，总台对春晚舞台要呈现的古建

筑群进行大场景扫描和三维建模，打造

出无限延展的虚拟舞台空间。同时，该

制作系统还能使舞台上的演员与其大

屏幕上的数字分身进行实时互动，为观

众呈现“跨屏”互动的效果。

为了提升春晚歌舞类节目的视觉

效果，除了 XR 虚实融合超高清制作系

统，总台还将利用高精度的人工智能

视觉追踪系统。该系统通过识别演员

佩戴的智能信标装置，可以实时采集

他们的位置和姿态数据，让虚拟特效

出现在特定位置，为春晚歌舞类节目

带来全新的视觉交互体验。

此外，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技术最新成果也将亮相春晚舞台。蛇

年春晚将运用 AIGC 技术，通过智能生

成的视觉特效增强舞台表现力，让每帧

画面都充满创意。

“总台联合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将

通过人物动态化 AIGC 算法，让古籍、古

画中的人物‘动起来’，在春晚舞台展现

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同时，利用 AIGC

动画生成模型，技术人员将在歌曲节目

中生成特色人物、环境背景、场景元素

等视觉内容，为观众呈现别样的舞台效

果。”姜文波说。

“云上”拍摄呈现 3D
图像

科技也将使春晚演播大厅焕然一

新。

姜文波介绍，2025 年春晚主舞台

和 观 众 席 连 在 一 起 ，宛 如 一 柄 如 意 。

总台工作人员在舞台中央放置了一个

5 米×5 米的 LED 立方体升降模块，结

合裸眼 3D、超高清视觉投影、增强现

实等技术，打造出一个变幻无穷、层次

丰富的“如意”空间，为电视观众带来

沉浸式体验。

其次，总台通过由程序控制的投

影 卷 帘 、LED 移 动 大 屏 、LED 升 降 舞

台和色彩丰富的电脑灯，构建出天地

一体的演播空间，使舞台造型奇幻多

变。

不仅如此，2025 年春晚将采用分布

式精准扩声技术，分散布置传统集中式

扩声系统中的扬声器，形成多个声道，

使声音更均匀地覆盖整个区域。该技

术可以大幅度降低演播大厅噪声，构建

高标准声学演播环境。

为了创新春晚节目的呈现视角，今

年总台联合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首次

在春晚演播大厅部署了由 30 台相机阵

列组成的云上多视角拍摄系统。

姜文波介绍，该系统以“演播厅天

空环绕视角”对演员表演进行拍摄，为

观众呈现摄像机难以拍摄的影像。

技术人员利用先进的人工智能算

法，对采集到的拍摄画面进行深度分析

和处理，通过计算图像中各个物体的位

置和距离等信息，生成 3D 点云数据，然

后，根据这些点云数据进行 3D 模型重

建，并将拍摄画面进行无缝融合和渲

染，形成一个完整的、具有立体感的 3D

视频图像。

2025 年春晚科技亮点抢先看
◎本报记者 马爱平

无人机在夜空中编排出“请到广东过大年”字样。

北京西城区厂甸庙会被“搬进”元宇宙，公众可在线上参与春节民俗活动。图
为厂甸庙会绚丽夜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