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用镜头 单像素探测器减3D成像成本
记录明暗 最少两张平面图就能变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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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品

快游慢旅
“ 上车睡觉，下车尿尿，景点拍

照，回家一问，啥都不知道⋯⋯”这
是很多人跟团旅游时出现的现象。有
学者曾经说：“ 中国人的旅游休闲概
念是错位的，整个弄拧了，时间弄拧
了，方式也弄拧了，目标也拧了。”

中国普通大众把休闲旅游变得
太忙了，他们很难认同那种“ 跑几千
里，花很多钱，然后在沙滩上铺一块
布晒太阳看书”的休闲。

所以，国际上流行的“ 快旅慢
游”，在中国就变成了“ 快游慢旅”。

点评：对于不把旅行当回事的
人，旅行唯一的意义就是告诉他人自
己曾经去过哪，至于看到了哪些，自
然不那么重要。

移民托老所
随着赴美移民人数上涨，中国65

岁以上老年移民者也在逐年增加。与
年轻人不同，老年移民群体通常不懂
英语，难以融入社区生活，白天只能
独自在家打发寂寞时光。为了照顾他

（ 她）们的社交需求，一些以中国文
化为特色的老人日托中心（ 托老所）
在美国应运而生。

“ 移民托老所”功能类似“ 同乡
会”，让老年移民得以走出家门，找
到社会的认同和归属感。

点评：继美国的“ 月子中心”后，

又一类为适应中国人需要而设立的
机构出现了。

公交狂躁症
狂躁症是一种以躁狂为主要表

现的情感性精神障碍，公交狂躁症则
发生在公交车这样一个特定场合下，
以乘客在乘坐公交期间因为一些小事
就短暂性爆发狂躁情绪为特点。主要
表现为：西装革履的绅士在地铁上因
为被挤了一下就与人大打出手；白衣
飘飘的淑女在公交车上因为抢座而对
人恶语相向等。原本看上去有修养的
人一遇到公共交通就变身暴力分子。
公交狂躁症是一种社会心理问题。

点评：谁说只有开车的才会“ 路
怒”？面对拥挤的街道或车厢，好脾
气的人也难免180度“ 变身”。

微遁族
微遁族，指远离微群，不看发言

但又不好意思退群的一群人。随着微
信的普及，很多人加入的微信群越来
越多，手机每天响不停；半小时不看手
机，打开微信就有上百条信息；总想消
除群标志上那个红数字；好多群是被
动加入的，也不胜其烦，于是他们只好
选择微遁，默默地做一个潜水者。

点评：做个好的“ 潜水员”是不容
易的，唯一彻底“ 遁”开这些信息的方
式就是长按微信图标，将程序卸载。

记者 陈臻

》IN 词

本报讯 记者 陈臻 3D技术和
普通人的距离正越来越近，随着上
海第一家3D照相馆开张后，市民们
也能感受一次“ 被3D成像”的感觉。
不过在目前，3D成像的成本和便捷
程度都不太让人满意，这也在一定
程度上制约了3D技术的普及。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科学家们
近日研制出了一种使用“ 单像素探
测器”的新成像技术，由于不需要传
统成像技术中需使用的镜头、激光
发射器等昂贵的器材，使用该技术
成像的成本将大大降低。另外，最少
使用两个同一角度的探测器就能成
像的特点也比以往多角度、多机位
的成像条件更加简单。

只有一个像素的探测器
人眼视网膜和普通相机捕捉到

的都是2D平面的图像，如果要捕捉
3D立体图像就需要进一步的处理。
目前虽然存在诸如全息成像等相关
技术，但由于需要大量激光发射装
置和透镜等昂贵的光学元件，这些
技术的成本通常很高。另外，这些成
像技术可能只适用于特定波长的
光，从而更加限制了它们的使用。

在传统的3D成像系统中，通常
有多个数码相机或摄像机传感器，
用以处理不同角度获得的2D信息
图，确认不同图像中的同一个物体。
与这些技术中拥有成百上千万像素
的摄影摄像技术不同，英国格拉斯
哥大学的新技术中，探测器就只有

一个像素。

利用反射光获得3D成像
据介绍，这种“ 单像素探测器”

是一个简单的发光二极管，只由一
个光敏原件构成。在实际使用中，科
学家们用光投影仪以不同的光照方
式对需要成像的物体进行照明，然
后用一个单像素探测器获取物体上
反射光的数据。

单像素探测器在工作时会在黑
白模式间切换，在每一个模式中，它
会记录下被拍摄物体上反射出来的
白光，不同模式下的数据经过重叠
后以不同的亮度百分比表示，随后
计算机会结合图形及亮度处理出一
个详细的2D图像，其中包括该光照
模式下物体的阴影、明暗等信息。再
将数个单像素探测器获得2D图像进
行整合处理后，就能得到物体的3D
图像。

从理论上来说，只需要有2个单
像素探测器得到的图像就可以绘制
出物体的3D图像，但为了计算更加
简便，科学家们使用了4个单像素探
测器，最终处理得到一个3D图像只
需要几秒钟。

无需识别不同图像中的同一物体
由于这种新技术装置不需要镜

头和其他的光学设备，比起传统的
3D成像技术，优点就是降低了成本，
而且还能收集到可见光谱以外的光
谱，例如红外线、X光等，而目前，红

外线成像仪等不可见光成像设备的
价格非常高昂，这也使得该技术具
有更高的灵活性。

另一方面，单像素探测器对配
套计算机的要求也低于传统技术。
因为在传统的成像技术中，不同的
摄像设备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物体的
2D图像的，在这些图像中，物体的形
状、位置甚至颜色都可能不尽相同。
这就需要计算机识别出在不同的图
像中哪些物体是对应的。如果使用
单像素探测器，得到的图像在空间
位置上是一致的，计算机只需处理
阴影和明暗等信息，计算量也大幅
降低。

应用前景广阔
目前，格拉斯哥大学的科学家

已经应用该技术制作出了一台简易
的3D照相机，在他们看来，这一技术
的应用前景非常广阔。利用其可探
测光波段较广的特性，在医疗领域，
医生可以更简便地生成肿瘤或其他
皮下组织的3D图像。对于普通消费
者来说，由于该技术的成本非常低
廉，甚至可以利用它对现有相机的
闪光系统进行改造，如此一来，普通
的2D卡片照相机也能用来拍摄3D
照片。

目前，该技术中仍然有一些问
题亟待解决，但有专家认为，格拉
斯哥大学的科学家们很快就能利
用单像素探测器进行实时的3D画
面记录。

本报讯 记者 陈臻 美国康乃
尔大学近期的一项研究发现，饥饿
的人在逛超市时更容易不由自主地
选择高热量的食物，这种影响在“ 饥
饿的一餐”之后仍将继续。

研究人员将糖果、咸点心、牛肉
等归为高热量食物，水果、蔬菜和
鸡胸肉等归为低热量食物。在试验
中，参与者先被告知在进入研究前
的5个小时内不要吃任何东西，随
后，研究人员在试验开始前给其中
的一部分人发放小饼干充饥。在随

后的虚拟商店购物环节中，那些没
有得到小饼干的人更倾向购买高
热量食物。

此外，研究人员还安排了另外
82位参与者前往实体超市购物，这
些人随机被安排在餐前或餐后去购
物，结果再次证明，肚子饿的人更容
易购买较多高热量的食物。

研究人员表示，当人在饥饿时，
身体会本能地更加偏好高热量的
食物，因为会带来更多能量。此时
当你独自进餐，身体就会指引你寻

找高热量食物。如果你前往超市购
物，结果就可能是你和家人在接下
来的几天内都将面对高热量食物
的“ 攻击”。

另外，身体是无法分辨饥饿和
节食的区别的。如果你正在节食，前
往超市购物时就需要更强的意志力
来避免自己购买高热量食物。研究
人员认为，节食减肥法会强化身体
对进食的欲望，在停止节食后，人也
更容易进食高热量食物，体重很快
就会恢复。

隐形磁力锁
想给办公室的抽屉加把锁，又怕

钥匙掉了带来更多的麻烦，这对矛盾
该如何解决？这款用磁力控制的锁应
该是个好选择。

与普通的锁一样，安装磁力锁的
时候也需要用几个螺丝将锁栓安装
在抽屉内部。不过安装完毕后，从外
部是完全看不到锁的痕迹的。磁力锁
的开合由磁铁控制，只要在抽屉外部
隔着木板的相应位置放上一块磁铁，
就能吸住内部的锁栓控制开合。

这种锁的美观和便捷度都比传
统的锁更胜一筹，唯一需要注意的就
是不能让他人知道锁的工作原理，不
然任何拿着磁铁的人就等于拿到你
抽屉的钥匙了。

“ 倒回去”调味瓶
用来装盐、胡椒等调味瓶有不少

新奇的造型设计。这一款还增加了一

项新功能。
对于烹饪新手来说，调味料添加

量的多少是一个难题。尤其是盐和胡
椒这样的粉末状物，手一抖就可能会
因为加得过量而毁掉整锅菜。这款盐
和胡椒瓶的外形设计成了一个厚实
的大勺子状。调味料装在“ 勺子柄”
里，随后通过“ 勺子柄”和“ 勺子头”
连接部分的三个小孔倒出，厨师按需
使用完调味料后，可以将剩下的粉末
顺着这三个小孔再倒回去，如此就不
会浪费了。

如果要清洗这款调味瓶，需要注
意的是不能让水滴也顺着这三个小
孔溜进调味瓶里，否则调味料就会受
潮变质。

纸质LED手电筒
对于设计简约程度的追求，设计

师们是永远不会停止的，一张纸和一
节LED灯电池就能成为一个提供足
够照明的手电筒。

如图所示，这个手电筒在平时就
是一张卡纸，当使用者把他卷成一个
圆筒形以后，使粘在上面的一个隐蔽
开关受到向内挤压的力从而拱起，并
开始给LED等供电。如果算上卷起的
纸本身还带有的扩音器功能，这张纸
就是一个集书写、扩音、照明三大功能
为一体的产品了。 记者 陈臻 整理

饿了再购物 反而不利减肥

利用2个单像素探测器得到的图像就可以绘制出物体的3D图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