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和欧洲研究人员近日在美国《科学转化
医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研发出一种基于检测
血液里肿瘤特异性遗传物质的早期癌症诊断新
方法，准确率可达 62％。

癌症血检主要依赖于检测肿瘤释放到血液
里的微量 DNA片段，即循环肿瘤 DNA。然而，大
多数时候血液里的基因变异都不是由肿瘤引发，
能否区分循环肿瘤 DNA 和其他变异，是研发癌
症血检方法面临的一大挑战。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
员基于深度测序方法，通过把每个 DNA 碱基读
取 3万次，“像大海里捞针一般”验证所检测到的
变异确属循环肿瘤 DNA， 从而增强血检的准确
性。

研究人员获取了 200 名结肠直肠癌、 卵巢
癌、肺癌和乳腺癌患者的血液样本，通过新方法
检测出这些样本中与 4 种癌症相关的 55 种基因
变异，结果准确诊断出 138 名早期癌症患者中的
86人，准确率达 62％。

研究人员还利用 44 名健康人士的血液样本
试验他们的新检测方法，结果没有发现任何来源
于癌症的基因变异。

负责研究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维克
托·韦尔库列斯库强调， 新方法还需更大规模的
研究来进一步验证。他预测首批使用者可能是高
风险人群，比如可能因标准计算机断层扫描被误
诊为肺癌的吸烟人士，或特定基因变异的乳腺癌
和卵巢癌高风险女性。 林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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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超市拿了东西， 不用排队结账，“刷
脸”即可走人；更重要的是，这家店完全能
“读”懂你的所需所要……如此“科幻感”的
地方绝非纸面上的炫酷概念，顾客将在苏宁
的无人零售店中体验到这种科幻感爆棚的
购物方式。

据悉，首家苏宁无人店将于 8 月底在南
京苏宁总部附近的生活广场开业，可谓苏宁
的战略级产品。 自从苏宁全力推进智慧零
售以来，一直在探索线上线下的融合，无人
店就是苏宁智慧零售的一个重要方向，将会
大大改变你的生活。

“刷脸”不排队
拥挤和等待是传统超市的杀手。 顾客

讨厌购物和付款时的拥挤和等待，特别是在
收款台前面排起的长队，这往往是零售场景
中最“长情”的等待。

而在苏宁无人店里“拿了就走”的付款
方式将最大程度地减少排队、 付款等待时
间。 进店时，消费者在无人店门口类似于地
铁闸机前扫描脸部，就可以通过身份认证入
场，购物结束出场时，再用“刷脸支付”代替
柜台结算。

闸机处的“扫脸系统”是整个无人店的
核心部分。 它可以将顾客 ID、支付 ID、无人
店 3个系统连接，是无人店提供无人化服务

的基础保证。
“更懂你”的购物体验

传统零售店提供给消费者“自选”和“导
购”两大场景，自选时，顾客需要在琳琅满目
的货架中挑选出商品，对商品信息的了解往
往止于包装上的介绍。 导购场景中，虽然有
了导购员提供的“人工”商品介绍，但在体验
上往往不能满足顾客需要。

苏宁无人店拥有自己的“神经”和“大
脑”———探头系统和大数据分析系统。 在货
架前，顾客只需要简单输入自己所需，系统
会根据所点内容和客户数据自动筛选商品。

有些商品是需要现场试一试的，例如服
饰类。为了让顾客更好地挑选适合自己的商
品，无人店里还提供了“魔镜魔镜谁最漂亮”
的智能试衣镜。 不仅仅是货架上的服饰，试
衣镜还接通在线端，为顾客提供海量的搭配
选择。

超市管理智能化
传统的零售店，商品品类和数量的管理

往往出于经营者的经验，最多来自于销售电
子系统的数据共享。比如具体的区域人们喜
欢购买什么商品， 一个商品好卖与不好卖，
全凭人脑提前预判顾客的消费心理，进行销
售预测并进行相关产品的铺货、订货、补货
等动作。同时，销售需要结合未来的天气、气

温、交通状况、社区活动、当地的消费水平和
层次、当地人的消费饮食偏好等前瞻性的信
息，往往容易疏漏掉。

在苏宁无人店，产品结构及产品在门店
的陈列可依据不断变化的需求而做出动态
调整。 借助类似于“用户画像”的大数据分
析，各品类中的每个商品均被贴上各种维度
的标签，对其进行精准分类，塑造出其自身
的“商品画像”，并根据算法建立商品管理模
型。 商品精准的定位为后续的需求预测、促
销定价、补货翻单、采购计划、研发计划夯实
了基础，也为“严选精品”奠定了技术基础；
同时，可以形成物流整体策略，制定入仓计
划、出仓计划、调拨计划、库存计划和配车计
划等，并将物流计划与需求计划和供应计划
形成无缝对接。

聪明的无人店当然也可以对“店中人”
进行管理： 每位进店客人都会被单独辨别，
无人店还可以将顾客在店铺的各种行为、互
动以及各种细节都数字化地沉淀下来。由此
可明确顾客逛店最喜欢走哪条路线，哪个货
架客流最密集，哪个货架客人停留的时间最
长……无人店还具备了对盗窃、误闯等突发
事件的处理能力， 相应的行为都会通过闸
机、摄像头等触发提示。

王智

刷脸消费 “魔镜”试衣 智能管理

北京即将发布的官方“餐饮点评 App”可实
时直播北京市餐厅后厨，并接受来自全社会的评
价，包括就餐环境、服务质量、菜品、后厨环境是
否满意等。 据悉，这款 App将覆盖北京市所有取
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餐饮企业， 同时年内 6000
家外卖餐厅将完成“阳光餐饮”改造，实现手机点
餐时便可查看后厨。

“北京阳光餐饮 App”将实时直播餐厅后厨，
使食品的制作过程公开透明。 同时，消费者还可
以通过这款 App对餐厅进行评价。而餐厅的资质
证照、人员健康证信息以及来自食药部门对餐厅
的分级评定情况等也将在 App上公开展示。

这款 App是采用地图形式展示餐厅，可以实
现查找附近餐厅的功能。消费者在任何一个地方
就能查到这附近有几个餐厅，市民足不出户就可
以提前锁定位置，节省时间。

除了推出这款 App外，北京市今年还将从实
体餐厅到网络外卖多渠道推进“阳光餐饮”工程。
“阳光餐饮” 意味着这家餐厅可以公示食品安全
信息、展示后厨食品加工过程，并由社会公众进
行评价。 阳光餐饮信息公开除了餐厅资质、人员
健康证等，还包括粮油等食材来源、餐厨垃圾处
理去向等。

据介绍，3 年内北京市 7 万多家餐厅将全部
实现“阳光餐饮”工程，包括中央厨房、集中用餐
配餐企业、中小学食堂、工地食堂、职工食堂等所
有社会餐饮企业。今年北京“阳光餐饮”改造的首
要任务是实现 500 家中小学食堂和养老机构食
堂以及所有的中央厨房和集中配餐企业，达到阳
光餐饮要求。

今年北京市 30%的外卖餐厅也要完成“阳光
餐饮”改造。目前北京市约有 2万家外卖餐厅，分
布在 4 大网络订餐平台，也就是说，到年底将有
6000 家外卖餐厅接受“阳光餐饮”工程的统一公
示和展示，这些餐厅也将实现后厨直播。

据悉，随着“阳光餐饮”工程的推进，餐厅的
后厨不再像以前那么“神秘”，而是通过多种渠道
向消费者公开。除了通过手机 App在外卖点餐时
查看后厨外，很多餐厅已经在就餐区或者餐厅门
口悬挂了大屏幕，实时直播后厨。此外，有些餐厅
将后厨与就餐区的墙拆掉， 换成透明的玻璃，消
费者一眼可以看到后厨的情况。

张小妹

阳光餐饮 后厨直播

新血液检测法
能诊断多种早期癌症

未来爱迪生

智能交通控制系统

近日，德国科学家发明了可利用太阳能给手机充电的半透明有色太阳镜镜片，镜
片的有机太阳能电池有一个微处理器和 2个电量显示器， 显示太阳光照强度以及周
围环境温度，镜片可以利用太阳能给手机充电。 研究人员表示，该技术或许为太阳能
的进一步应用奠定基础，例如将有机太阳能电池嵌入窗户或有机玻璃内。太阳能电池
可以利用太阳能发电，其特点是透明、重量轻，并且可以制作成不同的颜色和形状。它
在更加广泛的领域里可以取代较重且硬度更大的硅太阳能电池。

德国研究人员说：“我们用这种太阳能技术来填补其他太阳能技术的空缺。”这种
智能太阳能眼镜可以自我负能，从而测量和显示太阳光强度以及温度，在室内照明度
低至 500勒克斯的条件下(一般办公室或居住环境照明度)也同样工作。 即使在室内，

两个镜片也可以分别产生 200 微瓦
特的电量，这足以给助听器或计步器
充电，镜片厚度为 1.6 毫米，重量为 6
克，与普通的镜片没有差别，因此也
具有商业价值。 微处理器和显示器嵌
装在眼镜支架的太阳穴位置，以柱状
图的方式显示光照强度和周围环境
温度。 倪博

眼镜变身手机充电器

英国某公司
近日开发出一款
芯片植入技术。 人
们只要在拇指和
手指之间植入一
块米粒大小的芯
片，即可完成打开
家门、启动汽车等
任务。 目前为止，
已有约 30 人登记
参加这项植入手
术。 这种微芯片内
的信息经过了加
密处理，不会被跟
踪定位。 大发

植入芯片，
挥挥手即可开门

移动互联网时代， 二维码经常出现
在我们的生活中， 但其实二维码的本质
就是根据一个固定的计算转换方式，把
一段文本信息转化为一个能够被识别的
图片。 如此简洁而神秘的二维码中还有
哪些神秘有趣的知识呢？ 一起来看看。

一眼看上去，二维码就是一些黑点、
条纹、 方框组成的一个正方形的块状图
形，很难寻找出其中有什么逻辑。总体上
二维码可以分为功能区和编码区， 功能
区主要用于定位， 编码区则是真正存储
数据的。

在功能区中不同的图形也有不同的
作用，包括位置探测图形、定位图形、校
正图形；在编码区则分有格式信息、版本
信息、数据和纠错码子。

很多平台都有免费生成二维码的形
成渠道， 几乎所有的二维码都用的 QR�
Code 编码方式， 掌握了这种编码方式，
我们甚至可以用纸和笔把二维码画出
来，当然前提是你不嫌麻烦。

一般扫二维码的时候都会听到“嘀”
的一声， 那么在扫描二维码的时候究竟
发生了什么呢？

当我们用手机的摄像头扫描二维码
或者是用“识别图中二维码”功能时，手
机开始读取信息， 在获得信息后首先得
对信息进行解密， 再把获得的结果当作
参数进行处理，最后才得到处理的结果。

为什么同样的手机扫描二维码的时
候识别有快有慢呢？ 这其中影响的因素
主要有二维码的平整度、 二维码信息量
的大小。 当然如果是不同的 App 针对扫
码做的优化措施也不一样， 这同样会影
响识别二维码的速度， 另外不同手机摄
像头硬件配置跟识别的快慢同样有关
系。

不可否认， 我们生活中见到的大多
数二维码都是黑白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只有一个： 黑白的二维码扫描时速
度会更快。

稍懂点计算机知识的人都知道，在
数字信息中很多东西都是用二进制来表
示的， 手机在读取二维码信息的时候也
是这样，读取的信息中包括了图片颜色，
其中 1代表白色，0代表黑色， 在所有的
颜色中，这二者的色值差最大，因此在识
别的时候就最容易。 有庆

二维码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智能控制交通系统”在交通信号灯上设置

有无线模块自动发射器， 能够发射出无线信号。
同时在汽车上安装智能车载行驶装置，内部设置
有巡线传感器，车辆能够自动识别停车线，并且
能够沿着制定的路线行走。 通过在汽车上安装超
声波传感器，可智能识别障碍物，有行人通过时
会自动停车。 车上的物联网模块可以接收到红绿
灯发射的无线信号，如果是红灯状态汽车就会自
动停下。 信息处理端内部的地况查询模块能够将
路段的行驶状况进行查询，最后显示出来，智能
化更高。

图中：1.无线模块自动发射器，2.交通信号灯，3.控
制器，4.信号灯转换器，5.时间设定器，6.无线控制
端，7.智能车载行驶装置，8.信息处理端。 岑诚

无人店“科幻感”爆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