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铁行驶过程中，窗外有时会闪现一幕
幕广告画面，它是动态的且稳定的，像是播
放视频。 显示屏并没有安在车窗上，隧道壁
又是静止的，难道是显示屏在追车吗？

其实在播放广告的隧道壁上是见不到
显示屏的，那里有的只是一根根均匀排列的
LED 灯柱，正是它们组成了我们在车窗外看
到的“显示屏”。

灯柱怎么能拼成视频？
它的实现其实和放电影的原理是一样

的，利用了视觉残留的原理。
在电影院里，观众是不动的，影片以 24

帧每秒的速度在我们眼前流过，使画面动起
来。 真正发挥作用的是我们的眼睛和脑子，
每幅画面在消失后在我们脑子里仍留存大
概十分之一秒，所以在以小于十分之一秒的
速度播放时，画面动了起来。

那么，反过来，画面不动人来动，其实也
是一样的，就会得到前面所说的效果。

这些灯柱受后台的计算机程序控制，图
案阵列都已经预先编程好。 每当列车经过，
计算机就会根据红外线测得的列车实时速
度，调整亮灯频率和模式，随车移动的乘客
只要看向窗外便能自动“脑补”出视频。

地铁需要匀速行驶吗？
为了画面稳定， 我们需要做到的是，画

面在人眼前的稳定性，车速变，画面的间隔
和宽度也跟着变就好了。 也就是说，只要保
证在人眼前的画面出现的频率就好啦，并不
需要地铁匀速行驶。

只要提前知道每个点的车速，剩下的就
是按照计算好的间隔放置广告灯箱了，车速
快的地方灯箱间隔大、车速慢的地方灯箱间
隔小。

需要每个车的速度变化规律一致吗？
灯箱按照不均匀的间隔放置，能保证每

个车的速度变化规律一致吗？不然只有少部
分人看见的广告是连续的均匀的，其他人看
见的不是快了就是慢了。

正常情况下，地铁车辆不是在加速就是
在减速，因为地铁站间距离短，要保证效率
只能出站就加速然后减速进站，但是信号系

统的存在使得每个车在每个点的速度一致
成了可能。 这个技术叫做列车自动驾驶
（Auto�Train�Operate,�ATO）， 是由信号系统
（列车自动控制， TAC）实现的，它是车辆运
行的大脑。

技术人员会提前把线路情况（直线还是
弯道、上坡还是下坡）、车辆情况（车辆的加
速、制动性能如何）提前输入到系统里，然后
系统会根据车辆的实时位置来控制车辆的
加速或者减速，能够保证每个车经过同一个
点的速度都是差不多的，比任何人工驾驶的
更加精确，从而为实现地铁隧道广告提供了
条件。 来源：科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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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6 日，“优衣库镜子”有滤镜的话题
冲上热搜榜，一网友用实拍照片反映优衣库
试衣间里的衣服和实际衣服颜色不一样，不
少网友也加入讨论，怀疑优衣库的试衣镜有
滤镜，导致实际购买的衣服有色差。

大家纷纷表示， 在优衣库试衣服时，镜
子里的自己仿佛自带光环，又瘦又美，气质
出众，衣服怎么穿都好看。 可一旦把衣服带
回家，却仿佛遭遇“买家秀与卖家秀”的尴
尬，效果与在店里试穿时判若云泥。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镜子的“魔
法”作祟，还是另有隐情？

商场里的试衣镜会不会“骗人”？
其实网友们怀疑商场里的试衣镜自带

“滤镜”效果也不是空穴来风。 因为镜子确实
会“骗人”。

比如，有的商场、理发店用的镜子都是
不容易被发现的凹面镜。 形变控制在 3%以
内的凹面镜不易被肉眼察觉，却能把人照得
瘦一点，相当于加入了“瘦脸”滤镜。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些商场的试衣镜
是柱面镜，而非平面镜，会略微有一点凸，肉
眼却很难辨别。 它可以通过光学原理，将人
的镜像拉长、变高，起到让人变苗条瘦长的
效果。

还有个办法就是镜子倾斜： 多数服装
店的镜子并非垂直放置，而是与地面呈
65°~75°倾斜角。这种角度会形成“腿长身
短”的比例，看起来都是大长腿。

再加上试衣镜的上方，一般都会安装明
亮的日光灯，结合镜子和灯光的效果，镜子
里的你就会显得更加纤瘦、高挑，穿上去的
衣服也会更美。

为什么镜子里的自己更好看？
在照镜子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哇，

我真好看！ 心理专家表示，照镜子时候看到
的自己，大概比真实长相好看 30%。 这是真
的吗？ 为什么镜子中的自己会更好看？

·晕轮效应
其实，大脑在照镜子时会进行一些“暗

示”，将自爱的情绪放大，不自觉过滤一些不
好的细节，自动给眼睛开启美颜相机，将人
脸美化，这种心理暗示被称为“晕轮效应”。

当人们在照镜子时，可能会受到晕轮效
应的影响。 例如，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外貌
有积极的评价，可能会因为这种好印象而忽
略或淡化一些不满意的部分，这就是晕轮效
应在照镜子过程中的一种体现。

·重复曝光效应
生活中，洗脸、化妆、整理仪容仪表，面

对的都是镜子中的自己，面对镜子中自己的
次数也很多， 难免会更喜欢镜子里的自己。
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其实叫作“重复曝光
效应”———我们会单纯因为熟悉某个事物而
产生好感。

当我们反复接触某个刺激物时，大脑会
将其视为熟悉的、安全的信息，从而降低
对其的警惕性。 此外，重复曝光还会加强
大脑对刺激物的处理路径，提高其在大脑
中的记忆强度，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识别
和记忆事物。

·光线和角度的影响
镜子比相机反射更多的光线，填充面部

的凹陷和细纹，显得肌肤更亮。 镜子的反射
和光线的照射角度可能对人的外貌产生积
极影响。 合适的光线可以使皮肤看起来更光
滑，轮廓更柔和，从而使人觉得镜子中的自
己更好看。 此外，不同的镜子可能会产生不
同的视觉效果，其中一些可能使人的形象看
起来更加理想。

“镜子魔法”并非优衣库独有
这种现象并非优衣库独有。 有网友表

示，自己遇到过面包店也使用这种镜子，“每
次进去照都觉得自己又瘦又美，可以再多吃
几个面包”。

据了解，80%的卖场里试衣镜都存在
类似设置。 有的是直立但倾斜放置的长方
形镜子，有的是与地面呈一定角度的狭长
条状镜子。

目前针对试衣镜并没有统一的行业标
准。 相关检测专家表示，镜子属于镀膜玻璃
的一种，没有单独的镜子标准，相关标准只
是推荐性标准。

对于此次网络热议， 有消费者建议，
商家应该更加透明地告知消费者店内镜
子的特殊设置，让消费者做出更理性的购
买决策。

来源：南方日报、科普中国、界面新闻

商场“魔镜”真的自带美颜效果？

神奇的地铁动态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