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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8日，浙江杭州余杭区举行经济

高质量发展大会。杭州灵伴科技（Rokid）

创始人祝铭明仅凭一言便成功让自家产

品火爆出圈———

“我的发言稿都在我的眼镜里，只需

要通过手上的戒指就能完成翻页，轻松操

纵！”

网友直接震惊三连：“脱稿神器”真的

来了？以后谁还背稿啊？AR产业这是发展

到哪一步了？

从“负重前行”到“无感办公”
“如果你和我一样上台容易感到紧

张，那这副眼镜就能够帮到你。”当为 AR

眼镜 Rokid Glasses做出场介绍时，祝铭

明是这么说的，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自豪

感。

事实证明，它也的确值得。“这可以称

得上是 AR头戴设备的轻量化革命。”这

不是一家公司的盲目自满，而是全行业的

成就感。

通过分体式设计，这款名为“Rokid”

的头戴式 AR眼镜的重量被控制在仅仅

75 克（Rokid AR Lite）至 49 克（Rokid

Glasses），佩戴体验无限接近普通墨镜。但

它更“五脏俱全”———为了让信息内容“近

在眼前”，开发者将算力与电池一股脑倾

注于主机端，采用了先进的衍射光波导成

像技术，可在透明镜片上呈现出虚拟界

面，同时不影响用户的正常视线。

接地气点来讲，就是能让大家在骑行

的时候，用 AI实时导航，直接在眼前给出

精准的方向进行指引；在厨房做饭时，一

句话就能查找菜谱，烧菜步骤直接呈现在

眼前；演讲时，提前导入的提词稿也能出

现在眼前，根本不用担心忘词等问题……

看到这里，千万别觉得马上就要“上

链接了”。还未发售是一方面，更重要的

是，比起安利，本文关注的重点还要落在

科技版块，其中不得不提的还有一块神奇

的触控板。相关人员介绍，这标志着 AR

眼镜交互升维技术的突破：“Rokid上的触

控板支持单指点击、双指滑动、三指抓取

等触控操作，结合 3DoF射线交互，可在虚

拟空间中精准操控多任务窗口。”也就是

说，在任意空间地点，通过折叠键盘 +AR

眼镜，均可实现“空中三屏办公”———左侧

微信沟通、中间文档编辑、右侧视频会议，

让无纸化办公再上一个台阶，实现真正

“无感”。

并且，据公司负责人透露，在云生态

的赋能下，AR眼镜还将拓展更多娱乐化

场景。比如，与《黑神话》开发商合作云游

戏框架，用户无需高性能设备即可体验

300英寸巨幕游戏；“后期，我们还会陆续

接入钉钉、支付宝等生态，有望实现声纹

支付、AR购物等场景”。

这也同时让大众嗅到了 Rokid 的野

心———绝不仅限于工具革新，而是意在颠

覆现有的智能体验。要想做到这一点，绕

不过的还有两大痛点：一是筑牢用户的隐

私堡垒；二是突破穿戴设备的“感官”。

幸而，这两点，Rokid都是有备而来。

首先，仰赖于单镜片 AR光学技术，不仅

光效率可达 50%以上，且与传统设备有所

不同，AR眼镜的投屏内容仅用户自己可

见。“就算在飞机上改合同也不必担心邻

座窥屏，看球赛也绝对不会打扰到他人。”

这种特性在未来或将使其成为银行、医疗

等敏感场景的理想终端。其次，眼镜的裸

眼 3D功能可突破传统影院限制，在家中

观看 3D影片已经不足感叹，其定向扬声

器 +遮光罩的设计，还能营造出“移动 I-

MAX”的沉浸式体验。

从“科技幻想”到“中国空间站”
这些神乎其神的前沿功能口说无凭，

由谁检验？答：中国航天。

2023年，在杭州未来科技城办公楼里

便悄然摆出了几幅 AR眼镜，镜腿处隐约

可见一行激光刻字：“2023，中国空间站专

供”。也就是说，这款眼镜的前瞻定制产品

在那时便已成为唯一一个在太空正式服

役的 AR产品———这或许是中国 AR产业

最魔幻的注脚。

央视早间新闻栏目曾播出过这样一幅

画面：戴上 AR眼镜后，空间站的工程师们

便可将眼前景象“虚实融合”，天和核心舱

的电缆线路一一呈现。他们按照“虚拟电

缆”的位置，便可将实体电缆安装到位。这

就像一场“闭卷考试”突然变成了“开卷”，

极大程度上降低了出错的可能性。这不仅

提升了行动效率，也稍稍削减了人们面对

高精尖工作的恐惧感。“有点像是给每位工

程师都配上了一位超级助理吧。”

除此之外，创始人还透露，某东部核

电站已将此产品运用到岗位实训上，将他

们面对的设计图投射在眼镜上，标注好重

点位置，反复动手操练，最终成功把新员

工的培训周期从 6个月压缩至 15天。

据悉，Rokid Glasses 将于 2025 年第

二季度正式发售。“手机把人类变成低头

族，希望 AR能让大家重新昂首看世界。”

这是创始人的期许。

来源：科普中国

“脱稿神器”背后———

中国 AR眼镜如何从实验室走向太空？

打败 AI谣言，亟待“魔法”升级
随着 AIGC（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

生成各种类型的内容）创作的快速发

展与迭代，网络空间变得更加丰富多

元。比如，用各种模版一键上传照片，

就可以生成各种有趣的小视频；看 AI

小猫小狗做饭，也成了近段时间的热

议话题。但与此同时，AI 生成的各种

低质内容也铺天盖地而来，给广大用

户造成信息干扰。

生成式 AI 降低了标题党、“擦边”内

容的制作门槛，但技术的加持让 AI谣言

更具“说服力”、伪装性和强传播性，使得

传统辟谣手段难以招架。可以说，部分生

成式 AI正在重塑谣言的传播生态，并严

重扰乱网络环境。

去年 4月，在公安部公布的 10起打

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中，

就有 4起涉及使用 AI造谣。据不完全统

计，2024年搜索热度较高的 50个国内 AI

风险相关舆情案例中，超 1/5与 AI造谣

有关。

当 AI学会“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后，我们该怎么办？一方面，全链条的有

效治理迫在眉睫，从企业平台、监管部

门、技术提供者、用户等多方面发力，方

能最大程度挤压 AI谣言的生存空间；另

一方面，作为 AI技术应用和海量信息的

载体，平台方的治理效能显得尤为重要。

不少专家建议把关注重点放到源头治理

上来，特别是同样利用 AI，在谣言内容识

别、路径追踪和自动化辟谣等方面“用魔

法打败魔法”。

例如，今日头条在鼓励用户使用 AI

提效的基础上，也迅速升级、迭代 AI模型

的识别能力，收严 AI内容的审核力度。识

别到创作者使用 AI辅助创作时，平台会

打上标签，以提醒用户注意甄别。除此之

外，平台还增加了后台的 AI治理———持

续迭代低质内容 AI模型，命中模型的内

容会被自动处置，从而减少或禁止对外传

播。据了解，对于 AI谣言治理，今日头条

已构建起涵盖内容治理制度、内容审核、

辟谣教育、内外联动的四位一体“防御工

事”，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2024年拦截

不实信息超 500万条，处置低质 AI内容

93万条。

让“AI治理”跑赢“AI谣言”，我们期待

各平台积极践行社会责任，不断升级“魔

法”。政府机构、媒体、公众的多方协同也

不可缺位，毕竟，网络谣言治理需多方握

指成拳、形成合力。 罗知之 陈键 来源：科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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