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問 與頭戴式電子裝置有
何區別？

答 市 面 的 混 合 現 實
（MR）產品較為厚
重，且可能導致眩
暈。AR眼鏡更輕盈
舒適，且主要展示真
實世界，減少眩暈
感。

問 近視的人可以佩戴
AR眼鏡嗎？

答 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實
現近視矯正，如將鏡
片與近視鏡片貼合，
最終目標是根據個人
需求來定製解決方
案。

問 使用碳化硅的眼鏡會
很貴嗎？

答 雖然目前碳化硅鏡片
的價格較高，但隨着
技術成熟和大規模生
產，預計未來它的價
格將會顯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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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一副輕盈又時尚的眼鏡，就可以看到真實世
界與虛擬信息疊加的效果，這些曾出現在科幻片中的
場景，如今在西湖大學的實驗室裏正一步步加速走入
大眾日常生活。日前，西湖大學全球首發 「極致輕薄
無彩虹紋碳化硅AR衍射光波導」 科技成果，同時還
發布了基於該技術成功研發的極致輕薄AR鏡片。單
鏡片僅重2.7克，比一般近視眼鏡鏡片更輕，厚度僅
為0.55毫米，未來若得到廣泛應用並量產化，有望降
低智能穿戴設備價格。

大公報記者 王莉杭州報道

中國科研新技術
AR眼鏡又輕又薄

重2.7克厚0.55毫米 量產料降智能穿戴設備價格



深中通道單日車流15.5萬架次創新高
【大公報訊】記者方俊明中山報道：今年國

慶假期是深中通道開通後的首個長假，並實施7
座及以下小型客車免費通行，車流增大。記者3
日從廣東省交通運輸廳獲悉，深中通道在國慶假
期首日車流量創下了通車以來的新高，單日通行
量達15.5萬車次，較前一日環比增長近56.3%。
記者了解到，深中通道開通以來，港澳車輛上橋
數量也逐步增多，粵港澳大灣區互聯互通加速。

「深中通道西行中山的車流量自9月30日下
午3時起便逐步增大。」 深中通道路網調度中心
副部長徐先蔚表示，國慶期間跨珠江口的主要通
道深中通道、虎門大橋、南沙大橋等均出現大車

流現象。截至10月2日下午，深中通道車流量仍
處於高位，主要集中在西行往中山方向隧道段，
東行往深圳方向車流也較平日有較大增長。預測
10月5日和6日將出現返程高峰。

深中通道路政大隊副大隊長葉向才表示：
「我們與拯救單位實行 『駐點＋巡查』 雙循環模
式，在全線設置了8個應急駐勤點，採取逆時針
方式聯動，實現高效的事故處置和快捷支援。」
在車流高峰時段，利用無人機自動巡查，畫面信
息同步反映到監控路網調度中心，能夠迅速發現
異常並快速定位，還能通過無人機搭載喊話器對
現場進行指引。

深圳灣地鐵通車在即 距口岸不足百米
【大公報訊】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記者從港

鐵深圳獲悉，深圳市軌道交通13號線一期工程南
段（深圳灣口岸站至高新中站）近日已正式開啟試
運行 「跑圖」 模式，標誌着13號線一期工程南段
進入開通運營前的關鍵階段。記者在深圳灣口岸外
看到，距離口岸最近的是地鐵C出口，步行不足百
米即抵達口岸出入境區域。

「跑圖」 是在地鐵線路正式開通運營前，按照
開通運營時列車運行計劃模擬的不載客試運行。按照
國家相關規範要求，試運行期間須連續 「跑圖」 20天
或以上，其列車運行圖的兌現率、列車正點率、列車
服務可靠度等八項指標須全部符合規範要求。

13號線一期工程南段 「跑圖」 採用全自動駕
駛模式，運行時間與深圳市軌道交通線網保持一
致，全天開行320列次。此次 「跑圖」 將嚴格按照
開通運營後的載客標準，對車輛、人員、設備等進
行組織調度，對信號、供電、軌道等設施設備系統
進行實戰考核，並對運營人員培訓、故障模擬、應
急演練等情況進行充分檢驗。

13號線一期工程連接起深圳多個重要區域，
南 起 深 圳 灣 口 岸 站 ， 北 至 上 屋 站 ， 全 長
22.441km，設站16個，線路建成通車後，對便捷
深港往來、進一步深化深港兩地及大灣區互聯互通
有着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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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化硅AR眼鏡Q&A

VR

意 思 ： 虛 擬 現 實（Virtual
Reality）是指用生成的
3D內容來模擬現實。

優點：完全的靈活性，真正的
沉浸感。

缺點：將用戶與真實的環境分
離。

小米
•小米生態鏈企
業北京蜂巢科
技發布自有品
牌 「界環」 及
AI音頻眼鏡。

華為
•智能眼鏡產品
已接入華為盤
古AI大模型，
實現全天候智
慧體驗。

資料來源：南方財經

國內外科企巨頭
布局 AI+眼鏡

應用豐富 料五年內走入百姓家

資料來源：浙江都市快報

VR、AR、MR裝置，有何區別？ 大公報整理

AR

意思：增強現實（Augmented
Reality）是將虛擬信息簡
單投射到真實世界。

優點：低成本，便於攜帶，可
以 與 周 圍 的 現 實 互
動。

缺點：增強不夠真實，無沉浸
感。

▲上海6月一次展會上，觀眾體驗
AR眼鏡。 新華社

MR

意 思 ： 混 合 現 實 （Mixed
Reality）是將虛擬內
容與現實世界融合起
來。

優點：適合任何需要反映真實
場景的模擬。

缺點：價格高，比AR眼鏡體
積大。

▲在第五屆進博會上，展商在演示
MR虛擬現實系統。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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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西湖大學
在納米壓印模板技術上

的突破，打破了過去丹麥和日本少數幾
家公司的技術壟斷，實現了中國高端納
米壓印模板從0到1的技術突破，填補了
中國AR產業鏈的空白。西湖大學國強講
席教授、副校長，慕德微納（杭州）科
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學家仇旻介紹： 「我
們通過非常短的時間就已經把這一技術
的迭代周期從半年縮短到數周，使得我
們國內AR產業的發展遠超海外，目前我
們已經佔領了國內高端納米壓印模版一
半以上的市場份額。」

「我們團隊有20年多年的微納加工
經驗，對微納光學也是有非常強的敏感
度的。」 西湖大學博士後、慕德微納
（杭州）科技有限公司CEO杜凱凱告訴
記者，事實上在現在這款產品誕生前，
第一次的嘗試是失敗的。

「當時我們為了充分發揮碳化硅鏡
片的性能，我們在結構設計上就花了幾
個月的時間。加工階段，在電子束光刻
機裏連續跑了一周，導致光刻機都崩潰
了。最終我們決定降低對性能的追求，
一次解決一個問題，才有了現在的這款
產品。」

大公報記者王莉

厚積薄發

「AR技術目前已經
在很多領域有了實際應

用。比如在工業生產中的遠程維修，還
有醫療健康領域通過AR技術實現遠程手

術。」 在仇旻看來，隨着AR技術的不斷
發展，除了現有應用場景之外，未來交
互式應用場景會更豐富。

他向記者描述了一個眼睛 「戴」 手
機的場景： 「AR眼鏡可以連上搜索引
擎，如果同時它具有交互功能，當我看
到某個人的時候，眼鏡上就會出現一個
虛擬提示，告訴我這個人是誰，這樣我
們也不會再出現臉盲的問題，還可以識
別所有的花花草草和器物等。所有這些
功能都可以通過AR技術來實現。」

杜凱凱也表示，現在AR眼鏡的產品
階段和市場體量，有點像當年的 「大哥
大」 ，移動電話用二十年左右的時間成
了生活必需品。AR眼鏡在AI、雲計算、
5G等技術的加持下，迭代的周期會越來
越短，在未來的三五年內就有可能為人
們的辦公、娛樂、社交、工業生產等提
供新的手段。

大公報記者王莉

▲長春6月一次展會上，參觀者試
戴VR眼鏡。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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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
•去年與眼鏡品
牌合作推出的
智能眼鏡銷量
已突破100萬
副；今年9月
發布其首款AR
眼鏡原型機。

蘋果
•於今年2月
申請眼鏡鉸
鏈 相 關 專
利， 5月申
請智能眼鏡
相關專利。

西湖大學博士後、慕德微納
（杭州）科技有限公司CEO杜凱凱
說，其實最早接觸到碳化硅材料的
時候，並沒有想到應用於AR眼鏡
上， 「直到我們接觸到透明的碳化
硅之後，關注到它的折射率，
才開始慢慢研究它的折射率能
夠帶來的一些優勢，然後又發
現了它密度低、硬度高、熱導率
好等性能。」

納米級結構 避免彩虹紋干擾
「我們日常佩戴的近視眼鏡鏡

片重量一般在3-6克，而這款AR眼
鏡鏡片採用了碳化硅新材料，它的
密度非常小，所以單片重量只有2.7
克。同時它不會出現所謂的彩虹
紋，當我們佩戴上後，不會因為燈
光的影響而放射出彩虹狀紋路。」
杜凱凱介紹，之所以能夠呈現出這
樣極致的畫面效果，主要的原因是
採用了衍射光波導技術。 「衍射光
波導技術主要依賴納米級的光柵結
構，把側邊投影的畫面呈現在我們
眼前。由於光柵的尺寸是納米級
的，所以在0.55毫米的鏡片中間有
兩個若隱若現的小框，但它是完全
透明的。」

同時，為了進一步改善AR衍射
光波導的性能和佩戴體驗，團隊打
破常規，將微納光學技術實力與碳
化硅完美的材料性質相結合，把這
款極致輕薄的碳化硅AR眼鏡打造出
來，並走出實驗室，走向公眾視
野。

去年以來，Apple Vision Pro
等頭戴式電子裝置相繼面世，受到
市場追捧，但動輒兩三萬元人民幣
的價格也讓不少消費者望而卻步，
因此新款碳化硅AR眼鏡的價格也成
為大家關心的問題。對此，杜凱凱
表示： 「一旦一種材料進入大規模
生產的時候，它的成本是可以大幅
度降低的，尤其碳化硅材料的生產
原料就是碳和硅粉。在原材料價格
很低的情況下，產品的價格不可能
無限貴下去，所以我們還是可以期

待未來它能進入尋常百姓家。」

鏡片價格將來有望降至幾十元
「要相信我們中國人的聰明才

智。」 西湖大學國強講席教授、副
校長，慕德微納（杭州）科技有限
公司首席科學家仇旻笑着向記者舉
例說明， 「金剛石本來是非常貴
的，但我們現在已經解決了大規模
金剛石生產的問題。還有我們日常
使用的LED燈，它的襯底材料是藍寶
石，原來也是價格非常貴的，但現
在也從一片兩三千元變成了幾十
元。如果我們的碳化硅AR眼鏡得到
廣泛應用，鏡片年產能夠達到幾十
萬片、幾百萬片的話，我們相信它
的價格也會從兩三千元降到一兩百
元，甚至有一天可能會到幾十
元。」

未來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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