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象一个专属自己的声音“气
泡”，置身其中开大音量听音乐、看电
影或打游戏，即使不戴耳机也不会打
扰到别人。以色列一家技术企业研制
了这样一套装置，让人们能够体验不
戴耳机独享音乐的别样声音传送方
式。

对于这套名为“声音发射器 1.0”
的装置，有体验者形容，听到的声音如
此贴近，感觉从耳朵里面传出来，3D
效果听起来又好似声音来自前面、后

面和上面。由于不戴耳机，使用这种
装置收听音频内容的同时，还能听到
房间里其他声音。

这种装置采用3D感应模块探明
并跟踪听者耳朵位置，然后利用超声
波发送音频，令声音环绕耳朵。这家
企业表示，听者可选择立体声或3D两
种收听模式，后一种模式可使声音360
度环绕听者。

公司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弗·拉
姆施泰因说，很难用语言描述这种技

术。人们初次使用这种装置都难以置
信，听起来像扬声器传出的声音，但其
他人全都听不见。

即使人们改变位置，这种装置也能
跟踪传送声音。不过，如果听者走出声
音传播路径，会突然什么都听不到。

（据新华社电）

不戴耳机也能独享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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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一览

□本报记者 白莲

喜欢摄影、会唱美声，能轻松驾驭年轻人热衷的
爆款游戏，医学博士张元智自称“爱玩”的背后，是超
敏锐的领悟能力。多年来，张元智教授利用数字化时
代的高科技成果，辅助传统医学的临床实践，积极推
动我区数字骨科领域的发展。

张元智是自治区数字转化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主任，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数字医学中心暨智
能医疗机器人实验室负责人。15年前，博士后在读
期间，张元智在钟世镇院士和裴国献教授指导下，借
鉴数字医学的相关理念，前瞻性地提出了“数字骨科
学”的概念，并参与主编了国内第一部《数字骨科学》
专著。在这之后，他构建的“数字化皮瓣的三维重建”

“无遮挡骨科手术机器人”等理念和设想，在临床实践
中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并于不久前获得2019年度自
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张元智看来，想要做成一件事，首先要能静下
心来，耐得住寂寞，还要开拓思维，大胆创新，做科研
更是如此。

将“数字骨科学”理念带回家乡

1986年，张元智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军医系。
2002年，在第一军医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首次
接触到“数字解剖学”这个新名词，从而萌发了将数字
医学的概念引入到骨科临床中的想法。

“我当时的初心，就是想要把骨折的具体情况立
体展示出来，为医生提供参考的同时，让病人对自己
的病情有更多的直观了解，从而减少医患关系的纠
纷。”张元智说。

2005年，张元智进入南方医科大学博士后流动
站，在我国“数字人之父”钟世镇院士和“异体手移植”
之父裴国献教授指导下，进行骨科数字化相关研究。

勤奋好学的张元智协同裴国献教授创立了“数字骨科
学”体系，并且主编了国内第一部《数字骨科学》专著。

“当时，虚拟手术设计与实施已成功应用于解剖
和神经学外科及其他领域，而将数字化技术应用于骨
科领域并形成体系，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张元智坦
言，当时业内有不少质疑声，但他坚信，数字骨科技术
必将引领骨科发展的未来。

2008年，博士后出站后，张元智拒绝了区外发达
城市的高薪聘用，毅然回到家乡，进入内蒙古医科大
学附属医院骨科，开展并推广自治区数字医学的应
用。

学校科技处从实验场地到试验设备均给予了大
力支持，搭建了“数字医学中心”等平台。2018年，内
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数字医学中心暨智能医疗机
器人实验室”成立。在实验空间紧缺的条件下，医院
协调出100平米的机器人实验操作间，同时在科研经
费上予以支持，多方面实施“绿色通道”，大力支持数
字医学落地。

开辟骨科手术全新领域

在传统外科手术中，如何避开错综复杂的神经、
血管，以最小的手术损伤，准确地固定和修复，一直是
骨科医生的梦想和面临的挑战。

以传统透视下经皮骶髂螺钉固定技术为例，由于
骨盆结构复杂，且附近有重要的器官、血管和神经，因
此无法同时多平面观察导针位置，加之骨盆结构的个
体化差异显著，螺钉植入偏离发生率较高。因而，实
现术前规划符合生物力学的骨盆固定通道螺钉置入
最优钉道并实施手术，是当前难以解决的问题。

“个性化的手术规划势在必行。传统的实验研
究，往往需要大量的标本，每个标本个体差异太大，实
验所需数据繁冗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计算机为
依托的数字骨科技术为骨盆骨折螺钉的置入提供了
一个新的辅助方法。”张元智说。

张元智团队通过大量参数的测量和积累，形成数
据库，在术前模拟手术过程，建立一种针对每个患者
骶骨个体特征，进行横向骶髂关节螺钉固定最佳钉道
术前规划，最终确定螺钉置入的最优钉道，大大提高
了骨盆骨折治疗的预后效果。

数字骨科学涵盖骨科学、人体解剖学、现代影像
学、计算机三维重建、逆向工程技术等，是一门跨学科、
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学科，对科研人员的多元化知识储
备要求极高。

张元智不惧挑战，利用1个半月的时间，自学了计
算机相关软件的编程等内容，做到了与软件开发师无
障碍沟通。

在创新性提出的“计算机辅助确定三维下肢力学轴
线设计的全膝关节置换截骨模板”“骶髂关节螺钉固定
最优钉道”等方法成功应用于临床实践基础上，张元智
团队成功研发了自治区首个骨科手术机器人AIOOR，
AIOOR同时成为国内第一台无遮挡骨科手术机器人。

因为其特有的前沿影像系统及软件开发，AIOOR
不需要另外购置手术室配套CT设备，无需在术前进行
手术规划，在术中10分钟内就可以完成规划。由于工
具端的无遮挡和可细微调整，方便了手术实施者的操
作，减少了射线暴露危险。

精准度高、创伤小、效果好、患者恢复快，带着众
多优势的骨科手术机器人自主研发成功，将自治区骨
科发展带入了新的里程。

“精准医疗与智能医学技术的深度融合，已然成
为当前医学领域的大势所趋。”张元智说。

作为本地区数字医学的先行者，张元智的数字骨
科团队不断探索，在优化骨科个性化3D打印辅助微
创手术的同时，发挥自身优势并与其他专业相结合，
成功开展了3D打印技术在口腔颌面外科及肝胆外科
中的应用，同时将混合现实技术、机器人辅助外科技
术应用到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中。

（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智“惠”草原

■原来如此■风景线

在传统外科手术中，如何避开错综复杂的神经、血管，以最小
的手术损伤，准确地固定和修复，一直是骨科医生的梦想和面临
的挑战。张元智教授借鉴数字医学相关理念，在医学前辈的指导
下，前瞻性地提出“数字骨科学”概念，并在临床实践中取得较好
疗效，积极推动了我区数字骨科领域的发展，也因此获得2019年
度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

很多人会遇到这样的烦恼：冬天在户外使
用手机时，电量掉得特别快，屏幕反应速度减
慢，特别是处于0℃以下的环境时，某些手机会
出现反应迟钝、死机等状况。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0℃以下耗电过快，是手机的一种通
病。”中国材料与试验团体标准委员会电池及
其相关材料领域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深圳国
际研究生院副研究员贺艳兵说。

据介绍，目前市面上大部分手机都采用锂
电池，锂电池属于化学电池，其放电也是一个
化学反应的过程。

贺艳兵解释说，锂电池负极通过化学反应
脱出锂离子，并通过电解质溶液将锂离子传输
嵌入到正极，从而产生电流给手机供电。电池
放电性能不仅依赖于正负极材料和电解质溶
液，而且取决于电池的放电温度和电流。

“在低温下电解质溶液黏度增加，导致锂
离子穿越溶液能力变差，活性降低，电阻增加，
引起电池放电电压降低，从而使得电池的可用
容量降低，手机耗电变快。”贺艳兵说，“小到手
机、大到电动汽车，其中的锂离子电池都会出
现这样的问题。研究表明，气温从25℃下降
到-20℃，汽车动力电池所能释放的电量会降
低30%，同时充电所需的时间也会增加。”

要想冬天在户外自如使用手机，除了在户
外的时候尽量把手机放入兜里御寒之外，还有
人提出，给手机穿上“棉袄”，比如套个厚硅胶
壳或者保暖。

“这样可以起到一定作用。”贺艳兵表示，
首先，厚硅胶壳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挡外界的低
温；其次，给手机套个保暖罩，手机本身散发的
热量也不至于流失过多。

“如果手机已经出现快速掉电的情况，就
不要再使用了。”贺艳兵说，锂电池在低于0℃
的情况下，性能就已经开始退步，温度越低掉
电越快。而且，在温度过低的情况下使用手
机，会缩短手机电池的寿命。“此外，最好不要
在温度过低的环境下给手机充电。”

最后，贺艳兵提示，低温对电池的影响已
经让很多人有所领教，需要注意的是，高温是
电池的另一大敌人。当电池温度超过55℃-
60℃时，负极材料和电解质溶液都会受到影
响，如果长期工作在高温下，电池的寿命也会
有所缩短。 （华凌）

为什么天冷手机掉电快

◆ 2020 世 界 公 众
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日前
在北京召开。本届大会
以“提升公众科学素质
促进全球科学抗疫”为
主题，来自 20 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专家学者，通
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方
式，分享了科学抗疫的
思想、经验和成果，探讨
了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
对策与方案。

◆日前，新一代“人
造太阳”装置——中国
环 流 器 二 号 M 装 置

（HL-2M）在成都建成
并实现首次放电，标志
着中国自主掌握了大型
先进托卡马克装置的设
计、建造、运行技术，为
我国核聚变堆的自主设
计与建造打下坚实基
础。

◆我国古生物学家
研究发现，4700 万年前
的青藏高原曾拥有亚热
带森林植被。该成果日
前发表在国际期刊《美
国科学院院刊》上。科
研 人 员 还 在 海 拔 近
5000 米的青藏高原班
戈盆地发现了 70 余种
植物化石，且大多数种
类的最近亲缘类群分布
于现在的亚热带，甚至
是热带地区。

◆近日，DB416 型
重油航空发动机搭载中
国航空工业直升机所
AR-500B 舰载型直升
机成功首飞，实现了国
内首款重油舰载无人机
的产品化开发，填补了
国内无人直升机舰载领
域的空白。

◆为了使全球变暖
的趋势减缓，科学家们
想尽了各种办法。据

《环境研究快报》杂志近
日在线发表的一篇论文
显示，开普敦大学的科
学家们正在开展一项新
的研究，他们试图通过
向地球大气中喷射反射
粒子，阻止一定比例的
阳光到达地表，以解除
地球因持续气候变化而
面临的干旱危机。

◆浙 江 大 学 医 学
院、良渚实验室与中国
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科研
团队合作，解析了绿硫
细菌古老光合反应中心
的原子空间结构，揭示
了独特的色素分子空间
排布及能量传递机制，
有助于理解光合反应中
心的起源和进化，为设
计光敏器件、提升植物
光能利用率提供借鉴。
相关研究近日刊登在

《科学》杂志。

（本报综合媒体报道）

餐厨垃圾“变形记”

工作人员展示用于消解餐厨垃圾
的黑水虻。自 2018 年来，浙江省绍兴
市新昌县尝试推广餐厨垃圾生态处理
模式，利用腐生性昆虫黑水虻不间断进
食的特点，快速消解餐厨垃圾，转换为
有机肥和高蛋白饲料。 （据新华社电）

■
前
沿

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张元智：：：：：：：：：：：：：：：：：：：：：：：：：：：：：：：：：：：：：：：：：：：：：：：：：：：：：：：：：：：：：：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用数字技术引领骨科未来

“嫦娥五号”脚下的月球

嫦娥五号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着陆后全景相机环拍成像。 （国家航天局提供）

生态海菜

农民在海菜田里采摘海菜。海菜对水质要
求严格，被视为“水质风向标”。在云南省大理白
族自治州洱源县右所镇松曲村，海菜的种植面积
目前达到1200多亩，每亩能解决1至2个劳动力
就业，还能带来每年约7000元的纯收益。海菜种
植在保护了生态环境的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群众
增收。 （据新华社电）

机器人辅助股骨头髓芯减压术。

机器人辅助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
定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