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眼下有多少人在研究自驾汽车？我会
告诉你很多。

而另一些人则在想，一旦自动驾驶成
为主流，汽车本身的设置也会“面目全非”。
比如说吧，一个面向前方的驾驶座，是否有
点多余；又比如说，因为自动驾驶的旅途会
成为各位乘客的娱乐场合，是否需要让每
个人都有“不干扰别人、也不受别人干扰”
的自有声音环境。

韩国的现代起亚汽车公司就在研究一
种声音区域划分技术，让小轿车内的 !个
人不需要带耳机就能各自享有自己的私人

音频空间。这样，年轻人可以在后座听摇
滚，而老爸则在前座安静地收听播客的柔
声直播，偶尔听听导航提示。

他们采用的技术称为 ""#系统，原理
上类似于降噪耳机。系统包括设置在车厢
各处的许多扬声器，它们将声音播向特定
座席，并对汽车内其他扬声器发出的声波
实施移相，达到中和。这是通过巧妙的编程
实现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为了达到理
想的效果，这个算法该有多复杂。

问题又来了。这种噪声消除功能会不
会影响人们彼此说话？不会。它设计成只影

响来自音响系统的声音。""#系统还提高了
蓝牙电话的隐私级别，并确保“司机”（让我
们还是称其为“司机”）一直能听到诸如导
航提示和事故警告等声音，而其他人则全
然不受导航提示的干扰（这个功能好，现在
就应该先采用）。
听起来，这是非常聪明的想法。如果真

的达到该公司广告中的效果，无疑将是非
常受欢迎的特征。现代起亚表示他们从
$%&!年就开始研究这方面的技术，预计在
一两年内将其纳入量产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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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们已看到一些应用程序，说
是能检测可能导致中风的心脏状
况。西班牙科学家开发出一种安卓
手机上的应用程序，让用户知道自
己是否经历过中风，以便及时得到
帮助。
这个软件由瓦伦西亚理工大学

团队创建，目前仍处于测试阶段。使
用时，它要求用户配合执行 '项任
务。归纳起来，就是“笑一笑、说一
说、举一举手”。
首先，请你对着智能手机的摄

像头微笑。如果使用者的脸部有部
分瘫痪（中风者经常经历的事），他
们的微笑会有瑕疵，应用程序能在
图像中检测到。

接下来，使用者被要求说出一
个简单的句子，再重复几次。应用
程序借助手机的麦克风聆听他们
的声音，并注意其是否能连贯地说
出句子。
最后，要做点动作了。请用户用

一只手握住智能手机，高高举起，然
后换手再做一次。应用程序借助手
机的加速度计，可以辨别是否有一
只手臂不能举起到另一只那样高。
这可能是中风的另一个暗示。

如果以上的两个或三个任务
中都发现可能发生中风的提示，手
机应用程序会自动连接急救服务，
并向用户预先设定的联系人发送
消息。

瓦伦西亚理工的杰米·利奥特
副教授说：“尽管有不少平台也推出
不同的方法，但有的并不能借以识
别中风的征兆。智能手机似乎是开
发针对人们健康的应用程序的上好
平台。比如我们的这个应用软件，就
有望帮助人们进行中风的早期检
测，而中风是在西班牙影响到大约
&$万人的疾病。”
还没有关于该应用程序何时可

供公众使用的消息。 稼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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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俗话说：“鞋合不合适，自己知道”。这
话可能要做点修改，至少要补充补充。因为
有些旨在简化买鞋过程的扫描系统，可能
更了解你的脚和你该穿的鞋。

找双合适跟脚的鞋子，记下尺码是完
全不够的。不说尺码本身有一大堆不同的
制式，有时可能正好在两个尺码之间；而有
的时候尺码对了，鞋子却根本不合脚，毕竟
脚的宽窄厚薄，每个人都不一样。

日本一家启动公司 ()*+,*-就设计了一
个新的 '.扫描系统，用来帮助预判你中意
的鞋是否合脚，或者帮忙另行推荐。这个系
统由鞋数字化仪和脚数字化仪两部分组
成。前者是商家用的，店里所有鞋的尺寸，
都进行了 '.扫描，而且着重于鞋子内部的
尺寸。而脚数字化仪则放置在店堂里，请买
鞋顾客配合，脱了鞋站上踏板，双脚立定大
约 &%秒钟，踏板四周支架上的扫描仪就能
完成对他（她）双脚的 '.扫描。

系统带有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的 */01

应用程序，它浏览、对比顾客的脚扫描与
商店的鞋扫描数据，判断客户中意的鞋是
否“合脚”，或从商店现有的各种鞋中选出

应该适合这位顾客的品种、规格。这个系
统不仅能为顾客和店员节省时间、提高“成
交”机会，商店使用它还可提升销售量，因
为顾客在系统推荐下可能会试穿从未考虑
过的鞋。

()*+,*-系统已经在日本新宿和阪急百
货梅田本店使用，技术升级在进行中，以便
在世界范围使用。这项技术未来也可能适
合在线买鞋者使用，当然，使用者需要使用
脚数字化仪取得自己脚形的详尽数据。

()*+,*-系统并不是唯一这样的系统，比
如 2*34-*2公司以前也尝试过类似的方法，
他们开发了 (55-"44 '.扫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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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WiFi信号来安检

脚和鞋合不合适 扫描一下便清楚

轿车上的声音分区

! ! ! !有一件事让人头痛，就是
公共场所的武器和爆炸物问

题日趋严峻。就拿美国说
事，一些学校不得不开
始增设安检点。但安检
使用的技术设施，往往
体积庞大，价格昂贵。

最近有一项新研
究旨在发掘公共场所
普遍存在的一种信号
的新功能，这种信号就

是6*(*。由新不
伦瑞克罗格斯
大学、印第安那
大学7普渡大学
印第安纳波利
斯分校和宾厄
姆顿大学的科
学家组成了研
究团队，开发
用 6*(* 信 号
筛选包袋中危

险物品和化学品的方法。
目前，检测手提袋和背包中的可疑物

件，可能需要专用和昂贵的设备，包括监视
摄像机、8射线机、超宽带扫描仪等等。有时
候包袋的检查还是人工完成的，非但要求有
员工在场，还可能被指侵犯受检者的隐私。

而6*(*是让电子设备连接到无线局域
网的常用技术，已在许多公共场所广泛使
用，通常工作在射频频段。6*(*对制成包袋
的纤维或塑料的反应，与它对金属或盛液体
容器（这些都可能构成危险）反应有很大的
不同。它甚至能帮助估计容器中液体的体
积，包括水、酸、醇和可能用于爆炸物的其他
化学物质。

研究团队希望探索借助6*(*简化对武
器、爆炸物和危险化学品检测的可能性。他们
搭建了一个试验环境，包括 $或 '个天线，有
的发射，有的接收6*(*信号。现场有 &9个物
件，包括卷筒纸、塑料块、瓶装乙酯、瓶装酸，
还有手提电脑，放置在 :种类型的包袋，包括
纸盒、加厚盒、大提袋、双肩背、手提包和双层
塑料袋中，通过搭建的系统进行扫描。

通过一系列实验，发现该技术查出液体
的检出比例为 ;9<，对金属为 ;=<，而对危
险品的检出率更达到 ;;<。而针对平时使用
状态的背包（如装有较多其他物品），准确率
也能超过 ;9<；甚至对刻意包裹起来的物
件，准确率还能达到 ;%<。
采用这种方法，仍然要求人们通过安全

检查点，也需要相关人员监视扫描，但团队
表示使用6*(*的成本低，本身容易部署，也
容易集成到现有的网络中。
研究合著者、斯蒂文斯理工学院副教授

陈莹莹说：“这可能对保护公众免受危险产
生巨大影响。在一些大型公共领域，配备像
机场安检那样的昂贵基础设施可能有困难。
我们希望能提供另一种选择。”

团队计划未来要优化自己的系统，毕竟
眼下虽能识别到一定程度，但并不能探知
通关物体的形状，不能准确估计通关液体
的体积，而这两点对准确识别危险品是十
分重要的。
他们的研究发表在 >???通信与网络安

全会议上。 凌启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