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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息眼镜———
数据叠加探索星际

微软新推出的“HoloLens”眼镜

堪称是科幻电影成真， 能让使用者
看到叠加在视野上的三维图像。 现
在，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希望将
这种技术应用在未来的火星探索
中。 据介绍，“HoloLens”眼镜将和
OnSight软件配合使用，并借助好奇
号火星探测器， 为科学家在火星上
进行实验提供帮助。
“NASA 火星科学实验室”任务

的项目主管戴夫·莱弗里（Davev
Lavery）说，“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
们对火星的认知， 以及我们探索火
星周围环境的方式。 ”

半机械昆虫———
用蟑螂液体发电

在日本大阪大学教授森岛圭祐等
人的研究室内，被称为“赛博格（Cy-
borg）昆虫”的半机械昆虫正在不断
诞生。 研究者开发出利用昆虫体液发
电的装置，并将之安装在蟑螂等背上。
目前， 利用昆虫发的电已经可以点亮
发光二极管（LED），以及测量温度并
向外传输数据。据称10微瓦（百万分
之1瓦）的输出电力可以保持 5个小
时。 森岛教授等认为若能除去出昆虫
体液中的杂质，就能进行长时间发电。

我国近视人口每年增加 8%

电子屏时代“眼之惑”
Xiannfengnchannpin

先锋产品

“关了电视看电脑，关了电脑看手机。”面对
无处不在且欲罢不能的电子屏幕，人们更多的担
忧是，长此以往，自己的视力和眼部健康是否会
面临巨大的风险？ 与此同时， 一些亦真亦假的
“护眼传说”纷至沓来。 那么，真相到底如何？

智能电子设备普及带来的结果是，人们的眼
睛越来越离不开电子显示屏幕，人人都沦为“屏
奴”。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报告显
示：截至去年 6月，中国网民数量已达 6.32 亿，
人均周上网时长达 25.9小时， 其中手机网民高
达 5.27亿， 由此可见至少约 5.3亿人手不离机、
眼不离屏，加之其他 PC端的屏幕依赖者，差不
多有 6亿“屏奴”。

随时随地“低头”几乎成了现代人的“招牌
动作”。 而人们更多的担忧是，长此以往，自己的
视力和眼部健康是否会面临巨大的风险？

一组由国家教育部、卫生部调查的最新数据
更增添了人们的担忧：目前我国共有 4亿多近视
患者，近视发病率达 33.3%，我国小学生近视率已
经超过 25%，初中生近视率达到 70%，高中生近
视率更是达到 85%， 而我国近视人口每年正以
8%的速度增长，增长速度居世界第一位。

种种担忧下，一些真假莫辨保护眼睛的“传
说”纷至沓来：视网膜屏、墨水屏更护眼，看手
机、电脑要滤掉短波蓝光，学生上课要慎用投影
仪、长期看屏要常备滴眼液……

这些说法和做法，可不全是真的。

短波蓝光要滤掉？

LED灯的蓝光会对视细胞产生损伤的说法
由来已久， 特别是对视力尚未定型的孩子而言。
个别显示器厂家甚至以能够滤除蓝光为卖点，强
调蓝光对人眼造成的伤害。 事实果真如此吗？ 要
不要把蓝光逐出我们的“视界”？

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耀宇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从理论上讲，蓝光对视网膜上视
锥细胞（黄斑区）的确有损害，易引发细胞氧化
从而形成黄斑变性等病变。“但这种损害是长期
累积才能产生的。 ”

李耀宇介绍说，黄斑是眼睛看东西最主要的
区域，处于人眼的光学中心区，是视力轴线的投
影点。也就是说，只要眼睛看物体，黄斑就对准物

体中心了。 黄斑区视锥细胞特别多，而视锥细胞
中含有大量叶黄素，人死后该区域发黄，所以叫
黄斑。
“但是蓝光有害并不等于必然导致损伤。 ”

李耀宇说，对于蓝光，角膜可以过滤掉一部分，
晶状体会过滤掉大部分， 仅有小部分能进入黄
斑范围。

正常人需不需要过滤蓝光？天津医科大学眼
科医院主任医师张晓敏表示，损伤与蓝光积累的
量有关，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日常生活中接触的蓝
光会对眼睛造成直接损伤，大可不必过度恐慌。

那么，“屏奴” 们天天面对着手机、iPad、电
脑，屏幕背后多是 LED，其中的蓝光要不要防？
“在艳阳高照的青藏高原或者新疆，或者还

有一些防蓝光的需求，防屏幕蓝光意义不大。 ”
李耀宇说。

此外，针对市场上流行的滤蓝光镜片等“神
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光学所教授张家森也提
出了质疑：光学上的确有滤光片可以干净地滤掉
某个波段范围内的光， 比如高通截止滤光片，但
成本较高。 滤除效果如何“还不好说”。

投影仪变“视力杀手”？

作为众多屏幕中的一员，投影仪幕布在大中
小学校园中扮演的角色不可忽视。有人将近年来
孩子视力下降的原因归结于投影仪的使用。若果
然如此，投影仪可算得上最大的“视力杀手”了。
“我个人认为，投影仪比主动发光的屏幕要

好一些，因为毕竟是被动发光，基本上是漫反射，
潜在对视力的影响应是比较小的。 ”北京理工大
学光电信息技术与颜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翁
冬冬表示，曾有人作过研究，长期看电视与长期
看平板电脑的人作对比， 统计视力下降速度，结
果发现看平板电脑的人视力下降的速度更快，下
降幅度也很大。
“电视和平板电脑同样都是 LED屏，大小不

同，这说明屏幕对视力的下降跟眼睛长期会汇在
较小的屏幕上有关系。 所以我倒是认为，学生视
力下降跟投影仪本身关系不大。 ”翁冬冬说。

记者了解到，国外不少国家比中国更早普及
投影仪设备，但国外并没有出现学生视力显著下
降的情况。 （宗禾）

据国外媒体报道，想象一下，科学家研制
出蚊子大小的机器人， 能够窃取你的 DNA
样本；百货商店知道你的购买习惯，甚至早于
你的家人知道你已经怀孕。 在 1月 22日于达
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 一群哈佛大学
教授为参加论坛的精英们描绘了这样一个可
怕的反乌托邦世界。 他们指出个人隐私已经
“死亡”。

哈佛大学计算机学教授玛尔戈 - 塞尔泽
表示：“我们已经身处一个这样的世界。 我们在
过去拥有的隐私现在已经不存在。在我们看来，
隐私已经‘死亡’。 ”哈佛大学遗传学研究员索
菲亚 -罗斯指出，一个人的个人基因信息将越
来越多地进入公共空间， 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
趋势。 政府已经要求情报部门收集外国领导人
的基因信息， 用于预测他们的疾病易感性和寿
命。罗斯说：“我们已经处在基因麦卡锡主义时
代的黎明时期。 ”所谓的麦卡锡主义是指美国
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于 1951至 1954年间发动
的反共以及迫害民主进步力量的法西斯行经。

塞尔泽表示，可以想象一个到处是微型无
人机的世界，它们的尺寸只有蚊子大小，盗取
公众的 DNA供政府或者保险公司进行分析。
根据她的预测，侵犯隐私的行为在未来将越发
普遍。

政治学家约瑟夫 -尼耶将目光聚焦引发
巨大争议的监听加密通讯， 这种做法旨在让政
府实时获取加密信息，以确保国家安全。他在论
坛上说：“政府正在讨论进入‘后门’ 监视通
讯， 让恐怖分子无法在不受到监听情况下进行
通讯。 问题是，如果政府能够这么做，坏人们也
能这么做。你是更担心‘老大哥’还是你的可恶
的‘小表弟’？ ”

在有关人工智能的一场讨论会上， 专家们
似乎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限制隐私权成为现代
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美国科技公司Rethinkk
Robotics主席罗德尼 -布鲁克斯在讨论会上列
举了“谷歌地图”这个例子。“谷歌地图”通常能
够预测出用户要到哪里去。他说：“最初，我认为
这种预测太过诡异和可怕，后来我意识到这种预
测能力实际上很有用。 ” （孝文）

科学家称“隐私已死”

未来或出现
机器蚊窃取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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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奴”们天天面对着手机、iPad、电脑，屏幕背后多是
LED，其中的蓝光要不要防？

科技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