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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现 13

近日，很多人因社交

网站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泪

目。视频中一位韩国母亲

借助 VR（虚拟现实）技术

实现了压抑在心头多年的

愿望——再见一次2016年

患病离世的女儿，给她过

一个迟来的7岁生日。女儿

的“死而复生”给了这位母

亲极大慰藉。

用技术“复活”去世的

人，这个以前看起来很科

幻的想法，在现在人工智

能驱动的科技时代，正在

变成现实。

用技术重现小女孩的

音容笑貌

在视频中，当妈妈戴

上VR眼镜，就看见女儿娜

妍像小天使一样蹦蹦跳跳

地跑出来，大声地喊着：

“妈妈去哪里了，妈妈想我

吗？”见到久别的女儿，妈

妈早已泣不成声。女儿安

慰着妈妈，而妈妈也诉说

着对女儿的思念。最后娜

妍和妈妈告别，化作一只

蝴蝶飞走了。虽然无法拥

抱彼此，但这次“隔空重

逢”，让母女有了一次相对

平静的告别。

“这场告别得以实现，

主要依靠了VR动作捕捉、

人工智能等技术。”天津大

学智能与计算学部翁仲铭

教授介绍，通过对小女孩

的形象、动作、声音进行建

模，VR技术能够重建一个

三维的虚拟人物，还原小

女孩生前的音容笑貌。由

于小女孩已经去世了，因

此建模有一定难度，特别

是动作建模。

“小女孩的动作是通

过动作捕捉来完成的。”翁

仲铭进一步解释说，可以

在现实生活中，找个人来

“演绎”娜妍，给她穿上动

作捕捉服，而后让她模仿

娜妍的动作并把动作信息

记录下来或者直接传输到

绑定好的虚拟小女孩身

上，就像通过动作捕捉来

做动画一样，通过面部动

作的捕捉，把面部细节如

眨眼、笑容等都捕捉下来。

此外，人物模型可以

通过娜妍生前的视频和照

片资料创建出来，还原女

孩的外貌；再通过人工智

能技术转换，还原女孩的

声音，这样娜妍就能重现

在母亲面前了。

还原触觉嗅觉和味觉

仍有困难

重逢场面虽感人，但也

留有遗憾。在视频中，母亲

虽然能看到自己的手和女

儿的手贴在一起，但却完全

感受不到女儿手的存在。

“VR手套只起到了定

位和动作捕捉的作用，如果

想要实现物理的触碰感，还

需要在手套上增加具有触

碰关系的产品。目前VR技

术可以很好地还原人类五

感中的视觉和听觉，但对于

触觉、嗅觉和味觉的还原仍

然存在着许多难题。”翁仲

铭略带遗憾地说，我们触碰

或者抓握一个物体，会在物

体和手掌、手指之间形成很

多接触点，我们要了解每一

个接触点的受力情况，而后

做力反馈。目前的技术还无

法做到复杂的多点力反馈

传达。此外，还要还原所触

碰物体表面的材质、温度、

形状等，这些因素涉及的触

觉更加复杂，难度也更大。

除了无法满足人的五

感需求外，运用VR技术让

亲人“死而复生”这个项目

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

“妈妈看到的女儿、女儿经

历的各种场景以及女儿说

的话，都是按照提前编排好

的剧本来演绎的，就好像母

亲和女儿合演了一个话

剧。”天津瀚海星云数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

振元表示，“未来随着人工

智能技术的发展，可以把人

工智能与 VR 技术结合起

来。比如母亲用语言表达自

己情感的时候，女儿会实时

地回复，这就会用到语音识

别、交互、深度机器学习等

更加复杂的技术，实时互动

才会让逝去的人真正‘活’

过来。”高振元说。

此外，目前实现“死而

复生”的VR项目需要根据

具体案例私人定制，开发

成本非常高，就像此次“母

女重逢”，从立项到完成长

达8个月。

此前 VR 技术更多应

用在游戏层面，此次让逝

者“复活”，也让人们看到

VR 技术真正应用于现实

生活。虚拟现实越来越贴

近真正现实，也让一些人

担心，是否会引发一些伦

理道德的问题。

对此，高振元表示，这

个视频存在互动性单一、

无触感反应等问题，如果

真正应用到生活中，可能

适得其反。比如母亲想抱

抱女儿，但无法抱起来，她

可能就会更加遗憾难过；

也有可能有人因此沉溺于

虚拟世界，不愿意接受现

实，走不出伤痛。

“VR 再怎么真实，也

只是一种技术。如果出现

了道德伦理问题，可以随

时‘叫停’。”虽然翁仲铭对

此相对乐观，但是他也表

示：“技术开发也需要有道

德底线，也要警惕把VR技

术应用于色情等有违道德

的方面。”

高成本让VR普及“看

上去很美”

“VR 技术由来已久，

但是因为硬件成本非常高，

因此发展相对缓慢。直到

2016年——VR元年，随着

专业级硬件推向市场后，硬

件成本降低很多，有关VR

的应用才逐渐多起来。”高

振元介绍，“目前 VR 的应

用领域多集中于娱乐、教

育、医疗、工业、旅游、军事

等，通过VR进行相关人员

培训。比如在某些危险的化

学实验中，我们可以通过

VR模拟整个实验的流程，

训练学生按照规范进行实

验。如果哪个环节不规范就

会发生‘爆炸’，但在VR实

验中，学生可以安全地再来

一次。”

2016 年 VR 产业迎来

风口期，如今VR市场明显

有所降温。“从一开始被资

本和市场追捧到如今，四

五年间，VR市场也经历了

一场大浪淘沙，‘淘’出了

VR 的真实需求。”高振元

坦言道，“那时出现过很多

伪需求，比如 VR 购物，

2016年阿里巴巴向外界演

示了‘Buy+’的购物方式，

用户使用头戴式 VR 设备

进入虚拟商店，在虚拟商

场中与店员进行对话、选

购商品，这是国内电商对

于VR购物的首次探索。但

因为有很多因素制约，这

一应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无法真正走进我们的日

常生活。”

“目前 VR 的渲染、建

模等技术软件发展得非常

快，但是硬件价格还是贵，

有点跟不上软件的发展，比

如一套VR设备目前在2万

元左右。因为开发一款VR

产品，需要大量的软件专业

人才，这是导致成本难以降

下来的重要原因。”翁仲铭

表示，“近几年推出的手机

VR虽然价格比较便宜，但

是效果不好。使用VR就是

要达到身临其境的效果，便

宜的VR设备很难实现，还

不如直接看手机、看电视。

目前制作VR周期长、成本

高，根据脚本内容，一个项

目最少需要20天到1个月，

如果内容复杂，可能花费的

时间会更久。所以目前VR

主要应用于企业端，很难在

用户端普及。”

尽管 VR 技术的发展

还存在着一些因素制约，

但是5G技术的推广应用，

也给 VR 市场注入了一丝

活水，让人觉得VR未来可

期。“因为 VR 都是三维场

景，而且需要实时渲染，因

此需要有强大的网络资源

支撑，比如带宽、云端存储

等。目前由于远程传输受

阻碍，因此都是计算机本

地化运行。”翁仲铭充满期

待地表示，应用 5G 技术

后，就可以快速通过远程

传输和云端支持，快速渲

染，解决画面延迟等一系

列问题，比如远程医疗，就

已经可以实现 VR 技术的

应用了。（据《科技日报》）

新华社消息 记者

11 日从中科院南京地质

古生物研究所获悉，一个

由中、英地质学者组成的

团队最新发现，在约3000

万年前，柴达木盆地气候

凉爽、湿度适中，被温带

落叶阔叶林覆盖，与如今

极端干旱的气候条件有

很大不同。

柴达木盆地是中国

三大内陆盆地之一，位于

青藏高原东北部。如今的

柴达木盆地以干旱为主

要气候特点，气温变化剧

烈，风力强盛，日温差常

达到30摄氏度左右。

此次，研究团队在柴

达木盆地北部发现了一

个约 3000 万年前的植物

化石群。研究人员运用分

析程序研究了这些化石，

并结合大气海洋综合环

流模型，重建了当时的古

气候和古海拔。

重建结果显示，与现

在化石产地年均气温1.9

摄氏度、年降水量82.7毫

米的寒冷、干旱气候不

同，3000万年前的柴达木

盆地气候凉爽、湿度适

中。当时，那里年平均气

温11.6摄氏度左右，冬季

温度接近冰点、夏季凉

爽，温度季节性差异远小

于现在。当时的年降水量

很可能超过1000毫米，夏

季干燥、冬季湿润，降水

的季节性差异也相对较

低。但3000万年前的柴达

木盆地与现在也有相似

之处：当时那里的海拔已

经达到 3.3 千米左右，与

盆地现今的海拔类似。

“3000万年前的柴达

木盆地，覆盖着以杨树类

和豆科植物为主的温带

落叶阔叶林。在西风带控

制下，曾经横贯欧亚大陆

的大洋带来充沛的水汽，

滋养着植物的生长。”参

与此项研究的中科院南

古所副研究员史恭乐说。

相关研究成果已于

近日发表在国际知名地

学期刊《地球与行星科学

通讯》上。 （王珏玢）

研究发现：3000万年前柴达木盆地凉爽湿润

《科技日报》消息 捕

捉到古老地层中的火山灰

信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通过构建“火山岩—火山

凝灰岩—沉积岩”的对比

序列，中国科学院青藏高

原研究所新生代环境团队

发现，低温频率磁化率参

数可作为捕捉云南地区火

山灰的有效指标。相关研

究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

《地球物理研究：固体地

球》杂志上。

火山喷发是地球上的

重大地质灾害之一。一些

火山喷发出的火山灰高达

几十公里，直抵平流层，可

影响天气变化，火山灰形

成的降尘也会给当地民众

造成极大的生活困难。但

火山灰是“诊断”地球地质

历史时期古老地层绝对年

龄的最佳材料之一，而地

层的绝对年龄又是破译地

球系统演化的关键密码。

火山灰由火山喷发的

微小碎屑颗粒组成，极细的

火山灰颗粒可小于 125 微

米，与细颗粒碎屑沉积物形

态特征相近。因此，仅有小

部分由大量火山灰固结形

成的火山凝灰岩可在野外

观察中识别出，而大部分沉

积地层中所含的火山灰难

以凭肉眼直接鉴定。

科学家们只能带着野

外采集的疑似火山灰样品

走进实验室，通过其中是

否含有火山玻璃进行识

别。火山玻璃是火山喷发

出的碎屑产物之一，是迅

速冷却尚未结晶的一种玻

璃质固体颗粒。“但是火山

玻璃的提取和鉴定实验耗

时长且价格昂贵，不适合

广泛推广。而火山喷发物

质含有大量磁性矿物，它

们常以填隙物或包裹体的

形式存在于火山灰中，不

易被环境破坏，与普通碎

屑沉积岩可能存在不同。

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利用

快捷便宜的岩石磁学方法

识别火山灰。”论文通讯作

者、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

研究所研究员颜茂都说。

（陆成宽）

用VR“复活”逝去的亲人正在变成现实

科学家发现捕捉古老地层火山灰新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