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张峥

“坐地铁、健身、干家务，甚至去菜场买菜
……每天做这些事情时我都会听书，加起来一
天差不多有三、四个小时。知识量增加了，生
活更加充实，人也越来越快乐了。”北京某银行
客户经理方女士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因为工作繁忙、生活节奏快，她很少有大段时
间坐下来安静读一本书，但听书却让她并没有
远离阅读，“古典名著、小说、新闻，想听什么都
可以，可随时随地自由选择。”

的确，如今我们上下班通勤时，在飞速疾
驰的地铁里打开电子书，电子墨水屏逼真的视
觉效果就像展读书卷一样；午休时刻，点开手
机里的阅读App，读几段喜爱的散文或小说，
工作间歇也变得书香四溢……近年来随着互
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以电子书、有声读物等
为代表的数字阅读，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学
习知识和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2021
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
示，2021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为5.06亿，
人均电子书阅读量11.58本、有声阅读7.08
本，数字阅读产业整体营收达415.7亿元。这
些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信息数字技术的不断
革新应用，正改变和影响着全民阅读形态，不
断推动阅读服务向数字化、系统化、个性化发
展，数字阅读已成为全民阅读不可或缺的重要
组成部分。

科技赋能数字阅读，让阅读内容更
丰富、时间更自由、场景更多元、体验更
有趣

与传统纸质书阅读相比，不受时间、地点、
空间限制，随时随地拿起就能读的数字阅读，
让阅读变得更丰富、便捷、高效、有趣。据统
计，目前电子书涵盖文学小说、人物传记、历史
社科、教材教辅和经济管理等，形成了多元内
容题材格局。

“数字时代，无论身在何处，电子书和手机
等电子设备均可成为‘移动的图书馆’，无限量
的书籍触手可及，满足了人们碎片化、多样化
的阅读需求，实现了阅读场景与内容的无限
性。”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海峰认为，数字阅
读带来的新阅读体验，使阅读方式与感官更加
多样化，眼睛不再是唯一的阅读感官，以喜马
拉雅、懒人听书等为代表的音频平台让听书走
进了千家万户，“耳朵阅读”已成为一种广受欢
迎的新读书“姿态”，不仅解放了人的双手、双
眼，而且优质的声音和表达，也有助于听众对
阅读内容的认知。

而科技创新也为数字阅读的内容生产、阅
读形态、体验和场景打造带来了更多想象空
间。在前不久举行的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上，数
字阅读体验馆的创新表达和呈现方式令人眼
前一亮：《迷宫·如意琳琅图籍》、新华字典
App、中国诗词小课、国韵承传App、“史学双
璧”多媒体出版工程、《皮影中国》AR绘本、咪
咕5G云党建、5G云游博物馆、番茄小说AI朗
读……高科技为人们提供了专业化、场景化的
沉浸式阅读体验。其中，中国移动咪咕基于虚
拟数智人、3D虚拟场景、虚实融合互动的多模
态讲解方案——“5G+数智讲解”首次亮相，观
众可跟随数智达人“古逸飞”的脚步，“打卡”元
宇宙未来书店，“穿越”到企业云书店、智慧党
建室、乡村小学，身临其境感受多元化的数字
阅读服务。

与此同时，元宇宙概念、人工智能、VR/
AR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也让阅读体验变得更
加立体，人机互动性更强、沉浸感更足，虚拟现
实相结合的场景阅读成为可能。书本内容可
活灵活现地在虚拟现实中展示：书中的人物动
起来，演绎精彩故事情节；书中的植物、动物、
建筑惟妙惟肖，阅读变成了身临其境的非凡体
验。

科技赋能，不只是阅读方式的迭代更
新，选书买书的场景也更加多元化和便捷。
琳琅满目的图书书架在屏幕里次第排开、向

远处延伸，晃动手机视角随之转换；点击地
面标识，镜头便穿过狭长过道向前移；如有
感兴趣的书，点选书籍封面，就能了解内容
详情并下单购买……在咪咕中信云上VR
书店里，你足不出户即可进入360度全景书
屋，根据个人意愿设计路线去“云”探店、

“云”购书。
记者了解到，目前已有多家图书馆、博物

馆运用高科技手段搭建了“云”参观平台，过去
不可想象的阅读场景正在变为现实。比如山
西博物院出品的《藏在山西博物院的十二生
肖》绘本，精彩呈现了12件跟十二生肖呼应的
馆藏文物。其借助AR技术，用手机或平板电
脑扫描绘本中AR点位，书本上静止的一件件
文物或动物形象就能“活”起来，把背后的历史
故事、文化内涵生动形象地展示在屏幕上，将
篇幅有限的绘本读物展示得更直观、更丰富，
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张凌云表
示，在阅读体验方面，智能化已有了实际应用：
连接海量优质内容，智能语音搜索，即刻播放，
语音交互可根据个人偏好进行个人定制。比
如该公司阅读平台采用智能推荐体系，可实现

“千人千面”的内容定制功能，极大优化了用户
接收信息的效率及体验。

“新技术产生的变化和影响是全方位的，
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技术革新将为未来数
字阅读提供更富想象力的空间。”中国人民大
学新闻学院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翁昌寿指出，5G、AR、VR等体现在传播技术
上，会给读者带来全新体验和实实在在的方
便。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王炎龙也
表示：“数字阅读将开启一个全新的阅读时
代。对个人而言，书籍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来源。书籍内容能与多样态的技术形式进行
融合叠加，从而带给人们多感官、多时空、多体

验的阅读氛围。新的阅读模式也将影响未来
社会的文化形态、社交模式等。”

年轻人成为数字阅读“主力军”，电
子阅读成为主流阅读方式，数字阅读迎
来“全民时代”

“我每天都会抽出1个小时在App上看
书。”大三学生笑笑是一款读书App的忠实用
户，她告诉记者，她加入了一个读书微信群，群
里既有像她这样的学生，也有上班族，还有已
退休的爱书人。北京某中学的夏老师对记者
说，她在平板电脑上下载了几千本电子书，还
分门别类做了归档，“这些书不一定都能读完，
但说我来对这就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每当
想到它们就觉得特别踏实。”

“数字阅读正在为全民阅读带来新增量。
《论语》是阅文平台2021年最受欢迎的读物，
全年站内阅读人次接近3000万，而阅读《论
语》的读者超过80%是30岁以下年轻读者，让
经典文化在数字空间焕发新生命力。”阅文集
团首席执行官、腾讯集团副总裁程武表示。目
前阅文平台出版物覆盖数十种品类，去年阅读
人次上亿。

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总裁童之磊也认为，网络是全民阅读的
重要阵地，中文在线打造的“书香中国”互联网
数字图书馆，汇集超10万册图书，为百姓构建

“终身书房”，目前已为12个省市建设数字农
家书屋28000余个。

“报告”显示，中国数字阅读用户中44.63%为
19岁至25岁用户，27.25%为18岁以下用户，年轻
人成为数字阅读主力军；电子阅读形式使用度
高达96.81%；同时，电子阅读中用户阅读2小
时以上占比57.97%。可见，电子阅读已成为
主流阅读方式，电子阅读用户已进入深度阅
读阶段。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19次全
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也显示，成年国民数字
化阅读倾向明显，尤其是中青年人成为数字
化阅读主体。2021年有77.4%的成年国民进
行过手机阅读，有71.6%的成年国民进行过
网络在线阅读，有27.3%的成年国民在电子
阅读器上阅读。另据《中国儿童数字阅读报
告》和中国第18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2020
年参与数字阅读的7岁以下儿童和中老年群
体皆有增长，说明受众人群已涵盖孩童到老
人的多个年龄层。

“阅读时间长、覆盖人群广，反映出数字
阅读正在成为重要的阅读方式。”中国新闻出
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表示，2021年我国成年
国民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长为101.12分钟，
人均每天互联网接触时长为68.42分钟，两项
加起来接近3个小时，远超人均纸质书阅读时
长的21.05分钟。

“可以说，数字阅读迎来了‘全民时代’，这
是整体性的社会阅读场景重构。此外，由于防
疫期间大家更习惯居家活动，也一定程度上激
发了数字阅读潜力。”翁昌寿表示，互联网蓬勃
发展，电子书、网生内容等供给成为主流，而超
10亿网民规模和超过5亿的网络文学用户规
模，更是促进数字阅读产业的不断增长和蓬勃
发展。

今年，全民阅读已第9次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从“倡导全民阅读”发展至“深入推进
全民阅读”，全民阅读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延
伸。业内专家认为，5G时代，读者越来越追
求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阅读生活，但无
论阅读形态和场景如何变化，阅读的本质和
力量不会变，优质内容仍是数字阅读的核心，
应将数字出版产品的内容导向和内容质量放
在首位，让数字阅读技术进一步为全民阅读
助力提速，更好满足人们多层次、多场景化的
阅读需求。

为什么跑步会岔气？
■ 澜欣

近些年，爱跑步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很多“新
手”或初跑者总会遇到一个问题——岔气。岔气是
如何发生的？该如何调整以减少运动中岔气的发
生？怎样缓解岔气带来的不适？

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高级教师李艳芝介绍，人
体的呼吸运动是由肺和人体的膈肌和肋间肌共同
协作完成的。膈肌位于腹腔顶部、胸腔底部（胸腔
和腹腔的分界线附近），主要由肌肉组织构成。吸
气时，膈肌、肋间肌收缩，向下拉，使胸腔体积增大，
胸腔内部气压降低，便于外界空气入肺，同时扩大
的腔体也给肺的膨胀留出足够空间；而呼气时正好

与之相反，膈肌、肋间肌舒张向上回缩，胸腔上下径
减小，胸腔内气压增大，帮助排出肺内代谢废气，肺
的体积也同时减小。

而“岔气”发生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呼吸肌
（膈肌）痉挛引起的，常发生在右下肋部。跑步时呼
吸加速，膈肌将开始变得越来越疲惫，不能正常上
下移动，膈肌所依靠的韧带就会发生痉挛，最后致
使岔气。此时，跑步的人会觉得右侧肋非常疼痛

该如何科学预防岔气发生？李艳芝建议，跑步
前充分做好准备活动和热身运动，跑步过程中注意
采用正确呼吸方法，在寒冷天气尽量使用鼻子呼
吸。如果要用嘴巴呼吸，也不要张大口、猛呼吸，而
要半张口，让空气从牙缝中进入口腔，防止冷空气

直接接触产生过强刺激，出现岔气。
跑步过程中发生了岔气怎么办？李艳芝建议，

若不想立刻停下跑步，可先观察一下目前跑步的节
奏，注意一下呼气和吸气的时候分别对应的是哪只
脚落地，分辨清楚后，故意打乱一下节奏，换成另一
只脚。具体操作就是，如果是迈出左脚时吸气，那
么就换成迈出右脚时吸气。但如果上述方法不能
缓解岔气的痛感，就要马上停止跑步，双臂伸直上
举过头顶站好，把身体弯向岔气位置的对侧，比如
左侧岔气往右侧弯腰，右侧岔气向左侧弯腰，直到
痛感缓解为止。此外，还可在停止跑步后，把手放
在岔气疼痛部位，尽量做深呼吸，同时手部配合呼
吸频率简单缓慢地按摩，直到疼痛减弱。

随时随地可读可听，内容丰富场景多元，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已达5.06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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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5G+物联网”，将院前急救、智
慧安防、线上就诊等多场景整合的广东
首个智慧家庭病房，近日在广东省第二
人民医院正式亮相。

跟普通病房相比，智慧家庭病房是
将“互联网医院”和“5G+”康复诊疗的理
念应用从医院延伸到患者家中，将智能
穿戴设备、智能家电、智能家居、健康监
测设备等安装到家，体现智能、互联等
优势。针对不同的慢性病患者群体，不
同模式的智慧家庭病房配备了相应的
康复辅助设备，还进行了适老化室内设
计。

除全屋智能外，智慧家庭病房还融
入医疗物联网，实现所有数据互联互
通，统一接口、统一平台管理。智慧家
庭病房连接医院，在家中监测到的体征
数据，会上传到医院端的远程管理中
心，供专业医护人员开展视频问诊时参
考。 （胡珍）

广东首个智慧
家庭病房亮相

科技观察观察

英国《自然·通讯》杂志日前刊载
的一项研究显示，蚊子偏爱红色、橙
色、黑色等特定颜色，却易忽略绿色、
蓝色、紫色等颜色。这项研究揭示了
蚊子的嗅觉如何影响蚊子对视觉线
索的反应，有助解释蚊子是如何找到
叮咬对象的。

因为只有雌性蚊子会吸血，美国
华盛顿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追踪了
雌性埃及伊蚊在不同类型的视觉和
气味提示下的行为。研究人员向有
蚊子的实验箱内喷入特定气味，并向
蚊子呈现彩色圆点或人手。

结果显示，在没有任何气味刺激
情况下，蚊子基本忽略了彩色圆点，
不论其颜色如何。将二氧化碳喷入
箱内后，蚊子会继续忽略绿色、蓝色
或紫色圆点，但会飞向红色、橙色或
黑色圆点。当研究人员仅伸手在蚊
子面前时，蚊子只有在箱内喷洒了二
氧化碳后，才会向人手飞去。但如果
研究人员戴上绿色手套，那么蚊子即
使闻到二氧化碳，也不会飞向戴绿色
手套的人手。

研究人员认为，蚊子利用气味
来帮助它们辨别附近的物体。当它
们闻到特定气味时，比如人类呼出
的二氧化碳，这种气味会刺激蚊子
眼睛扫描特定颜色，并朝其靠近。
了解哪些颜色能吸引饥饿的蚊子、
哪些颜色不能，有助人们设计出更
好的驱蚊剂、诱捕器等防蚊工具。
人们避免穿上吸引蚊子颜色的衣
服，也是防止蚊子叮咬的一种方
法。 （敏稳）

红色橙色黑色
更容易招蚊子

根据氨基酸序列确定蛋白质形
状一直是生物学领域的一大难题，总
部位于英国的人工智能公司“深度思
维”近日宣布，将公布超2亿个蛋白质
的结构，几乎所有这些蛋白质都被编
入全球公认的蛋白质研究库 Uni-
Prot。该公司凭借“阿尔法折叠”算
法，预测了迄今被编目的几乎所有蛋
白质的结构，破解了生物学领域最重
大挑战之一，将助力应对抗生素耐药
性、加速药物开发等。

据悉，“深度思维”将与欧洲生物
信息学研究所合作，创建一个可搜索
数据库“阿尔法折叠蛋白结构数据
库”，研究人员可轻松、自由地访问相
关信息，使搜寻蛋白质结构变得几乎
和网络搜索工具一样简单。

很多科学家也正在利用“阿尔法
折叠”推进多个领域的研究，如牛津
大学的马特·希金斯等人正在研究一
种中断疟疾寄生虫生命周期的关键
蛋白质，希望研制出有效的疟疾疫
苗；也有科学家用其设计新酶来分解
塑料垃圾，并进一步了解使细菌对抗
生素产生耐药性的蛋白质。 （刘霞）

AI预测蛋白质
结构超过2亿个

科学趣发现趣发现

小丽/画

科学解惑解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