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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科技改变生活

科学发明

2014地球小姐大赛上海选秀
8月24日晚，经过泳装、旗袍、晚装和才艺展示及环

保知识问答等环节的比赛，2014地球小姐大赛中国赛区
上海选拔赛前三名选手脱颖而出。该大赛以“地球因你
而美”为宗旨，以环保公益为主题，迄今已举办过14届，
是全球四大选美赛事之一。 （新华社发）

这款电子网球拍出自法国体育用品制造商Bab-
olat之手，它与众不同的地方，是配置了可记录数据的
集成传感器。使用这款球拍打球，球拍能自动记录发
球的力度、球落在球拍上的位置、球旋转的速度等数
据，并将这些数据无线发送到电脑上。

除了可以帮助比赛准确记录数据，这个球拍对一
般的网球爱好者也很有帮助。它能为使用者提供更多
的信息，以一种更加有趣的方式帮助他们提升自己的
网球水平。这种高科技球拍配置的软件，允许人们为
自己设定一个阶段性的训练目标，激励网球爱好者朝
这个目标而努力,同时还能将球拍获得的数据下载，与
其他网球爱好者进行技术交流。

（据《北京晚报》）

运动中的高科技

这个电子触屏式乒乓球台外观看起来和标准尺寸
的乒乓球台没有多大区别，可细看你会发现，它的台面
其实是个硕大的多点触摸屏幕。另外，在这个乒乓球
台里，还集成了先进的计算机系统，包括12个微型扬
声器、1个Wi-Fi连接、图形加速卡及2个2.4GHz四核
的电脑处理器，还有语音识别功能。

青少年热衷“洋拳”
中国武术如何突围？

赛场内，上座率超过八成，孩子领着大人看；赛场外，培训班爆满，大人带着孩子
学。在南京青奥会赛场内外采访，记者发现，跆拳道、柔道等项目受到青少年追捧，俨
然成为青春时尚的符号。

青少年练“洋拳”、中老年打太极的背后，中国武术“老了”吗？面对颇具观赏性、
仪式感的“洋拳”冲击，传承几千年的武术如何重新赢得年轻人的心？

青奥会柔道比赛吸引了很多少男少女，
7岁的佳怡就是其中之一。陪她来的爸爸
说，现在南京的女孩子很流行学习一些防身
术，柔道、跆拳道是首选，“虽然培训班价格
不菲，但我们家长都感觉还是很有必要”。

为什么不学习传统武术？“武术的兴趣
班和培训班比较少，而且小孩子们感觉有
点‘土’。”这位父亲回答略显遗憾和无奈。

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各类
道馆数量远多于武馆。江苏省柔道协会常
务副秘书长宋其涛介绍，全省已有多所学
校将柔道列入必修课，仅南京游府西街一
所小学就有800名学生学习柔道项目。

与之相比，拥有几千年历史传统的武
术难以吸引广大青少年，这令很多业内人
士感到担忧。

“其实武术仍是中国参与人数最多的
体育运动，现在的问题是在青少年中不普
及。”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管理中心副主任邵
世伟说，保守估计，国内武术习练者有
9000万人，但以中老年人为主。当前急需
结合青少年追求时尚的特点，进行简化和
更多演示性推广，这已被列入国家武术锻
炼10年规划的工作重点。

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完善的体系和
良好的推广是“洋拳”迅速崛起的保障。在
青奥会赛场外进行跆拳道启蒙的奥运冠军
吴静钰说，跆拳道有 10 级 9 段，不同级别
选手的道服在腰带颜色上进行区分，“入门
很简单，升级有乐趣”。

“经过一系列开发，跆拳道分套路、舞

蹈、特技、竞技、功力击破等多个种类，能
满足练习者的不同需求。”中国跆拳道协
会下属的跆拳道示范团副团长罗秋声介
绍说。

与此相比，历史悠久、门类繁多、缺乏
标准一直是武术推广的难题。邵世伟介
绍，目前经国家认定的、传承关系清晰有序

的武术拳种就有129种，再加上一些器械，
练习方式又有上千种，如何精选、简化，业
内争论不休。

“但可喜的是，这两年，有关部门在一
些中小学校推广简化后的长拳，并在全国
推行武术段位制，一步步完善教学和评价
标准，已经取得一些实效。”邵世伟说。

从先秦的战术搏击、汉代“角抵”、晋代
“口诀要术”，到唐代“武举制”、宋元“武社
武馆”，再到明清武林门派林立，拥有几千
年文化积淀的武术被誉为中国的国术。然
而，随着时代发展，弱化了格斗和防身功用
的武术，如何吸引青年人、重新焕发青春？

“其实，跆拳道的很多文化和精神内核
都来源于武术，可以说是武术的一个流
派。”吴静钰认为，中国武术历史悠久、博大

精深，需要学习者更加用心去体会，也需要
借鉴跆拳道等项目的成功做法，在市场推
广方面下更多功夫。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中国武术对外推
广，缺的正是跆拳道等强调“整体包装”的
营销术：从竞赛标准化、观赏性，到表演团
队系统推广，再到服装、段位等竞赛礼仪以
及相关器械用品的品牌培育。

当前，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武术爱好

者正积极推动“武术入奥”。南京青奥会
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为武术首金获得
者颁奖，令人振奋。

“逐步实现标准化的中国武术正迎来
新的发展机遇。”邵世伟说，随着段位审批
权下放、简化武术的推广以及各类比赛增
多，年轻人将会有更多机会接触和学习武
术。

（据新华社南京8月25日体育专电）

青少年练“洋拳”VSVS老年人打太极 中国武术“老了”？

体系完备VSVS门派林立 武术推广“四手难敌双拳”？

几千年历史文化积淀 中国武术如何“焕发青春”？

图像立体呈现 操作空中触控

全息技术开启
显示新时代

还记得 3D 电影《阿凡达》带给你的
视觉冲击吗？设想一下，摘下 3D 眼镜，
用手机来观看 3D 电影，让电影走下银
幕，在立体三维空间中上演，在完美体验
逼真现场的同时，不再有眩晕、视角窄等
问题。随着全息技术的进步，这一切或
许将不再是神话。

全息手机重磅来袭

在中国一个名为takee手机的网站
上，全息手机的预订正在火热进行。与
此同时，围绕着全息手机的讨论也在业
界持续升温。

何谓全息手机？这要从全息技术讲
起。这是一种通过探测波与参考波之间
的相互干涉，而把探测波振幅和相应携
带的有关探查物结构的全部信息提取与
再现的技术，简单来说，就是一种特殊的
信息提取和再现技术。

据 takee 手机官方网站信息，该手
机通过内置 500 万超广角前置摄像头，
可以迅速捕捉到眼球，并随着眼球的移
动自动配适画面，随后基于全息图像数
据模型计算出实际的全息图像，再通过
特殊的指向性显示屏幕将左右眼的立体
图像精准投射到人眼视网膜中，从而使
人眼产生和实际环境感觉一样的视觉效
果。换句话说，随视角的变化，你看到的
是影像的不同侧面，就如同观看现实生
活里的真实体一样。

据体验者描述，该手机上有四个感
应摄像头，可以捕捉到用户对手机的操
控。简单来说，它可以显示立体画面，也
可以通过屏幕正面的摄像头定位，实现
用户对手机的立体操纵。比如在网上购
物的消费者可以用手指翻动具有立体效
果的货物，就像拿在手中一样从各个角
度查看细节；驾车的时候，手机导航不必
触控屏幕，只需手势即能操作，可以对复
杂的交通情况一目了然。

全息技术应用广泛

事实上，全息技术被广泛应用在社
会生活的多个方面。

一切需要展示的东西都可以用到全
息投影。如在舞美中可以产生立体幻
象；在服务业和销售业可以创造不一样
的消费体验。国外已有设计师将全息技
术安装在座椅的靠背上，可为乘客提供
点餐、通信以及环境三维图像等信息。

我们身边也有全息技术的应用。人
民币的防伪水印就是全息防伪。这是一
种立体照相技术，能记录物体的明暗变
化和空间变化。其防伪领域广泛，常见
的有信用卡、驾照、护照等。

全息技术在军事、医疗、教育等方面
也大有可为。比如全息透镜，它重量轻、
造价低、制造快、易于复制、能多重记录
并便于分割。军事侦察和监察方面，全
息照相能提供目标的立体形象。医疗方

面，全息技术的研究投入早已开始——
2012年，加拿大皇后大学人类媒体研究
室成功研发 3D 全息投影设备以辅助远
程医疗，甚至还有国外科技公司开发了
3D全息可视心脏，以供外科医生练习操
刀手术。

全息时代悄然来临

据相关专家介绍，随着全息手机的
问世，全息时代的到来也许会加速。有
意思的是，政界也开启了全息“酷炫
风”。今年 5 月，印度总理竞选中，莫迪
使用全息技术让自己出现在不同的地方
拉票演讲。从 1948 年英国科学家丹尼
斯·斯盖伯提出全息概念开始，人们对全
息技术的研究发展经历了66年，优势与
现实的需要使之应用广泛，这将对人们
现有的生活方式带来一定程度的改变。

在大数据时代，卫星数据、气象数
据、医学数据、个人数据等海量数据需
要存储，信息显示从二维平面向三维立

体跨越，都需要全息储存技术提供支
持。据相关专家介绍，全息存储容量
大、冗余性强，在存储介质受到损伤时
不会引起信息丢失，因此很有可能替代
磁盘和光盘。

不过，全息技术仍有部分专业技术
瓶颈未得到解决。研制像素数更多、分
辨率更高的器件，开发工作电压更低、灵
敏度更高、刷新速度更快、衍射效率更高
的实时光折变聚合物材料等，都是全息
技术亟待解决的障碍。此外，全息技术
还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信号的干扰问
题，由于其特殊的工作原理，全息驱动器
对于光和声音比较敏感。

由于全息技术在实际应用中面临
的上述难题，全息手机概念一出现就受
到质疑，并因此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
注，因为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全息技
术在移动互联领域的应用，特别是在智
能手机中的现状和前景，关乎日常生活
的选择。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本报讯（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张新芳）首届全国大
学生主持人大赛总决赛24日晚在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音乐厅落下帷幕，来自洛阳师范学院的选手闫继星晋
级全国十强。

本届大赛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央广网主办，共有来自
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300余所高校的近万名选手
参赛。大赛历时4个月，通过海选、初赛、复赛和分赛区决
赛，最终有20名优秀选手入围全国总决赛。

来自洛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2011级播音与
主持艺术专业的闫继星，一路过关斩将闯入全国总决赛，
并在中国传媒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等高校对手面前沉着
应对，最终以过硬的专业技能晋级全国十强。

全国大学生主持人大赛落幕

我市选手晋级全国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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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息技术在医疗上的应用

23日，由洛阳市国画家协会画家精心创作的100幅
丹青妙图，在武汉市湖北美术馆展出，展示了神都洛阳的
厚重历史、秀美山河、民风民俗。画展得到长江日报、楚
天金报、湖北电视台、武汉电视台、荆楚网等媒体的关注。

洛阳市国画家协会近年先后到合肥、北京等地举办
画展，从不同角度讴歌洛阳。不少观众称赞作品画风大
气，表示要到洛阳感受古都风采。

画展将于8月31日结束。 （谢慧）

洛阳国画家协会
在武汉办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