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创新·项目
2021年6月1日 星期二

主编：刘代荣 编辑：向文 美编：郑翔
投稿邮箱：cqkejibao@sina.com08

上海理工大学人工智能纳米光子学中心顾敏院
士团队近日公布了一项光学领域科研成果，提出全光
推理全息纳米结构研究方案，能够让普通的图像传感
器具备“识图”的智能。

传感器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广泛，最普遍的就是智
能手机的人脸识别功能，但这一过程耗时耗能，效率
不高。

由顾敏院士团队提出的这一创新技术，省略了
传统工艺中由光到电的转换过程，让光学信息处理
直接在光域内完成。“我们利用超分辨3D纳米加工
技术，可以将AI光学器件直接集成到现有的成像传
感器中，这相当于在成像传感器上放置量身定制的、
针对特定任务的智能眼镜，可以在检测到传入的光
学信息之前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顾敏说。

顾敏表示，这种快速、高效节能的功能性光电器
件可以应用于安全检查、医疗影像和卫星图像处理等
领域。与现有解决方案相比，其占用空间更小、能耗
更低、成本更低。随着这项创新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应
用，未来机场、车站等场所的安保人员将不必再守在
大型安检机旁，只要戴上一副轻便的光学眼镜就能轻
松识别海量人脸信息，实现智能安全检查。

长城汽车重庆永川生
产基地工作人员在“智慧
健康小屋”内体验智慧医
疗服务。

近日，由重庆智能工
程职业学院依托华为（永
川）联合技术创新中心与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医院共
同研发的智能科技产品

“智慧健康小屋”在重庆永
川投用，首批产品投放在
长城汽车重庆永川生产基
地、永川区中山路街道社
区养老服务中心等单位。

“智慧健康小屋”将医院高
质量医疗服务通过在线远
程诊疗技术接入学校、企
业、社区等场所，可为群众
提供在线就诊、自助取药
等智慧医疗服务。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某国际研究小组首次使用3D打印机和一种新
颖的生物打印技术，将藻类打印成具有韧性和弹性
的光合材料，这种材料有望广泛应用于能源、医疗和
时尚领域。

近年来，科学家认识到，最坚固的材料往往是那
些模仿自然物质的材料，因此，将生物细胞置于非生
物基质中制成的生物材料越来越受欢迎。在本研究
中，由荷兰代尔夫特大学研究人员主导的国际团队，
用没有生命的细菌纤维素（由细菌制造并排泄出的有
机化合物，拥有许多独特的力学性能，比如柔韧性、强
度和保持形状的能力）充当打印纸，用活微藻充当墨
水，通过3D打印将活微藻沉积在细菌纤维素上。

研究人员解释说，生物（微藻）和非生物（细菌纤
维素）成分结合，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材料，这种材料
拥有藻类的光合特性以及细菌纤维素的柔韧性。也
就是说，其既坚韧又有弹性，同时还环保、可生物降
解。此外，这种材料拥有植物特性，能够利用光合作

用独自生存数周，甚至还可以再生，这些独特的属性
使其可用于制造人造树叶、光合皮肤或光合生物服
装等。

人造树叶是模仿真实树叶的材料，能利用阳光
将水和二氧化碳转化为氧气和能量，可以在不利于
植物生长的环境，包括外层空间制造可持续能源。
目前大多数人造树叶用有毒化学方法生产，而新方
法制造的人造树叶则由环保材料制成。这种材料还
可以制造用于皮肤移植的光合皮肤，产生的氧气将
有助于伤口修复。

研究人员表示，除了用于可持续能源和医疗领
域，这些材料也有望改变时尚行业。首先，由藻类制
成的生物服装是可持续生产、可完全生物降解的高
质量织物，将解决纺织业目前面临的环保问题；其
次，它们还能通过光合作用去除二氧化碳净化空气；
最后，它们不需要像传统服装那样经常清洗，能大大
减少水的使用。

3D打印技术让藻类变光合材料
■ 刘 霞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葛晨）美国谷歌公司在近
日召开的年度开发者大会上宣布，一项具有裸眼三
维效果的显示器技术有望实现全息网络视频通话。

谷歌公司表示，这一名为“Starline项目”的技术
可通过特殊显示器呈现出同真人一样大小的三维立
体图像，裸眼就可以看到具有景深效果的聊天对象
影像，对方形象将因此更加栩栩如生。

新冠疫情迫使全球很多人不得不通过远程视频
通信软件沟通。谷歌公司工程师史蒂夫·塞茨在这
一新技术的宣传视频中说，他们希望用技术来解决
人们“想在一起却不能在一起”的困扰。

他说，要让视频通话实现“就像和人面对面聊
天”的效果，这一系统需要具备多种能力：一是对人
物影像进行三维建模的能力，二是数据压缩并通过
网络有效传输的能力，三是让人可以通过三维显示
器看到“聊天对象”的图像渲染能力。

光学新成果让普通传感器“识图”
■ 张亚雄

谷歌研发视频通话新技术
让聊天对象更逼真

虚拟场景互动交互一直以来都只存在于人们的
想象中，而如今，至联云CR技术的发布却让想象成为
现实。

5月28日，以“技术重构世界 数据引领未来”为
主题的CR技术发布暨分布式存储应用生态高峰论坛
在渝举行，至联云深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邱增国、
重庆至连合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汪琳岚、重庆
西行纪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汤飞等人参加论坛。

现实世界虚拟化
多领域广泛应用

CR即Cloud Reality（云端现实），是一种将现实世
界虚拟化，从而创造出一个与现实世界1∶1的云端虚拟
世界的全新技术。在CR世界中不仅可以感受到真实
世界的环境效果，还可以进行虚拟场景互动交互，如虚
拟购物、云端旅游、虚拟交友、看电影、玩游戏等。CR
技术基于云技术，将存储、计算等能力全部依靠云技术
解决，从而实现本地数据存储与数据处理轻量化。

CR无需下载应用程序即可在现有的手机APP、
电脑、IPAD等移动端体验，并且具有高速率、稳定、低
时延的特点，还能够进行虚拟场景云端实时交互体
验、提供多平台接口接入，技术应用领域十分广泛。

在汤飞现场分享的CR云端现实技术及相关应用
场景中，人们身在家中，却能“云游千里”，足不出户享

受山河风光、游览各类展馆，细节处更与现实无异，不
仅能够在虚拟场景中交友、看电影、玩游戏，还能够进
行虚拟购物，云端挑选旅游产品。

另外，CR技术用于医疗领域，能够帮助医生实现
临床模拟，供医生演练操作；用于军事领域，能够应用
于模拟战斗。

分布式存储技术
让数据更轻量化

近年来，国家大力支持分布式存储行业的发展，

各地政府也出台相关政策，加快了分布式存储行业发
展的步伐。

2020年3月24日，工信部印发《关于推动5G加
快发展的通知》，鼓励推广5G+VR/AR、游戏娱乐、虚
拟购物等应用，以促进新型信息消费，鼓励基础电信
企业、广电传媒企业和内容提供商等加强协作，丰富
教育、传媒、娱乐等领域的4K/8K、VR/AR等新型多媒
体内容源。

“CR技术的发布和分布式存储应用生态高峰论
坛的召开，正与时俱进、恰逢其时。”汪琳岚表示，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将成为技术变革、产业发展的重要
方向，在这一过程中，将以大数据为基础，通过信息技
术和5G技术有机结合，在制造、教育、医疗、交通、娱
乐、旅游等多个领域进行广泛应用。“这将深刻改变人
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

“随着CR技术的扩张，海量数据的存储和传输问
题成为关键，就意味着需要大量的存储载体和专业标
准的IDC数据中心来支持。”邱增国表示，虽然数据存
储和数据传输的压力不断增加，但分布式存储技术可
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现有的问题。

“分布式存储技术拥有安全、快捷、成本低等
特点，能让数据碎片化、轻量化，提升同等空间内
的数据存储总量。以此为基础，CR 技术才能延展
到现有的各个传统领域，去赋能更多的可能性。”
邱增国说。

CR技术发布暨分布式存储应用生态高峰论坛在渝举行

现实世界与云端虚拟世界1∶1呈现
本报记者 张涵韵 文/图

CR技术发布暨分布式存储应用生态高峰论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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