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02 所有动物
都会打喷嚏吗？

0303
“九星连珠”
是怎么回事？

此原 来 如

0101

地球上的许多动物都会打喷嚏。打喷嚏是一
种清除呼吸道（通常是鼻腔）刺激物的方法。灰
尘、花粉、粘液或任何其他阻塞物都会刺激鼻腔。
除此之外，一种微小鼻寄生虫，遇到外部条件的
变化，如温度突然下降或暴露在强光下，都会导
致动物打喷嚏。

养过猫和狗的人会知道，这两种动物是会打
喷嚏的。猫打喷嚏通常是因为病毒引起的猫流
感，而狗打喷嚏还是一种与人类或者其他动物交
流的方式。除此之外，现在已知熊猫、老虎、大象、
鸟类，还有爬行动物也都会打喷嚏。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确定，要打喷嚏，动物
必须有肺和鼻腔，因此那些没有肺的动物，比如
鱼就不会打喷嚏。不过，一些生活在水里的动物
也会有类似于打喷嚏的行为。比如海洋鬣蜥，它
们每天摄入大量的盐，能通过鼻子排除多余的
盐，而这种方式就类似于打喷嚏。

为什么
燕子喜欢在人类家里筑巢？

燕子有很多种，其中只有家燕与金腰燕常在
人类家里筑巢。它们会用湿泥、草茎、羽毛、干草等
搭建巢穴，这些材料并不坚固，如果像其他鸟类一
样把窝放在树上，就很容易被大雨、风雪破坏。

不过，在人类的屋檐下，燕子既可以遮风避
雨，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开蛇类等天敌。燕子还
喜欢吃害虫，所以人类从古至今都欢迎燕子的入
住，而不会驱赶它们，久而久之，燕子和人类就形
成了这样的同居关系。

0404
过生日
为什么要吹蜡烛？

现在，过生日吹蜡烛许愿已经成为一个固定
的习俗。但是，这种习俗是怎么来的呢？

这种习俗最早要追溯到古希腊。当时的人
们信仰月亮和狩猎女神，在打猎归来时，人们
都要以狩猎女神的名义庆祝。猎人们做了圆形
的蛋糕象征月亮，又在上面插上蜡烛，模拟月
亮的光明，以此来表达对狩猎女神的敬意。这
种用蛋糕庆祝的形式很快流传开来。

中世纪时的德国人把这种形式与小孩的生
日联系起来。他们认为孩子们过生日的当天，很
容易被邪恶的灵魂侵蚀，因此需要在插蜡烛的时
候比孩子的年龄多一根，最后由孩子一口气吹灭
所有蜡烛，就能保证孩子今后的一年平平安安。
工业革命后，蛋糕成为了很多家庭都可以享用的
食物，这种仪式也因此保留了下来。

据“科普中国”“大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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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人均美女帅哥”
拍摄软件真的很“拼”

“九星连珠”，又叫做“九星联珠”。九星一线，
是一种极其罕见的自然天象，据说大约几百年才
会出现一次，其实也就是指九大行星都在太阳的
同一侧排列成一条直线，因此它的名字也叫做

“九星连珠”，意思就是九个行星像珠子一样连成
一条直线。不过，2006年的8月24日下午，人们宣
布将冥王星剔除行星之列，划入了“矮行星”中，
因此现在只有八大行星了。

这几个行星平时都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一
刻不停绕着太阳进行公转和自转，并且它们的轨
道大小和运行速度并不相同，因此它们同时运
行到太阳一侧连成一条直线的情况十分罕见。
不过因为它们都是在固定的轨道上，以固定的
速度进行运动，所以实际上这种情况是一定会
出现的。

随着各类直播、短视频和社交媒体的
兴起，我们仿佛生在一个“人均美女帅哥”
的社会，事实真是如此吗？

拜各类技术和软件的发展所赐，当我
们出现在镜头面前时，计算机算法就已经
自动将采集到的人像进行了美颜处理。因
此，镜头里的人总是那么“不真实”。

那么，这些软件背后需要用到什么程
序算法？计算机是如何识别人的面部和身
体，并对这些部位进行美化的呢？

其实，美颜和绘画有很多相似性，绘
画首先是画线稿，确定人体基础结构，然
后在线稿之上进行上色，逐步丰富细节，
最后完成一幅作品。

我们拍摄的原始人体图像也是“画线
稿”，手机收集原始数据，将图像上传到后
台进行定位和识别。这一步的目的是确定
人体的特征位置。

接下来开始“上色”，用算法和技术对
五官或身体部位进行分析、处理、美化，最
后得到美颜后的图像。

如今的美颜相机，已经可以
给眼睛画眼影、给嘴唇涂口红。
那么，这些功能是怎么精准识别
图像中人脸的特定部位的呢？

这其 中 利 用 的 是 人 脸 关 键
点 检 测 技 术 ，即 通 过 寻 找 脸 部
特 征 点 来 确 定 五 官 的 精 准 位
置。

一般来说，定位的关键点数
量越多，最终的美颜效果越好。

目 前 主 流 的 人 脸 关 键 点 检
测方法有两种：基于特征的人脸
检测和基于图像的人脸检测。目
前使用最多的是基于特征的人
脸检测方法。

原 始 人 脸 数 据 被 上 传 至 后

台后，人脸检测技术会对原始的
图像帧进行识别。眼睛、眉毛、T
型 区（即 眼 睛 + 鼻 子 构 成 的 区
域）、嘴、下巴会被依次识别，识
别的数据被放入人脸信息结构
体中，之后再被应用到具体的美
颜 算 法 中 ，对 特 定 部 位 进 行 美
化。

我们人眼的“像素”很高，能看
见世界的色彩斑斓，那没有“眼睛”
的计算机怎么识别颜色呢？

图像中的色彩一般用RGB模
式表示，R、G、B分别代表红、绿、
蓝，具体数值从0—255变化。R、G、

B 的数值越趋于 0，图像越黑；相
反，越接近 255就越白。此外，还有
HSV模式（H、S、V分别代表色彩、
饱和度、明度），这两种色彩模式可
以通过算法实现转换。

很多美白技术会将RGB模式

转化为 HSV 模式后再进行调整：
先用算法对皮肤像素的颜色数据
进行大量统计，得到肤色像素的取
值范围，然后再调节像素的各项数
值大小，让图像中的皮肤变白、变
亮。

美颜相机里还能“定制”妆容，
包括口红、腮红、眼妆等。这是因为
相机软件里植入了预先设计的、不
同风格的妆容模板。当人脸出现
后，首先会基于人脸关键点检测技
术，识别出特定部位，然后妆容模
板会投射到人脸特定区域，最后妆

容和原始图像进行高效合成，给图
像里的人“化妆”。

以画眉为例，许多软件都提供
了多套眉毛的图片模板，先检测出
原始图像眉毛的关键点位置，眉毛
的第一个关键点会作为贴合的起
始位置；算法还会对眉毛模板的长

短和范围作出调整，使模板和人的
原始眉毛能更好地贴合；最后在原
图上进行融合，得到自然、逼真的
画眉效果。

这样一看，美颜果然是个“技
术活”。

据“数字北京科学中心”

模板与原图 合成“定制”妆容

色彩模式 切换美白皮肤

女生在化妆时会先涂一层粉底
液，主要作用是美白和减少皮肤瑕
疵。这其实就相当于美颜功能中的
美白和磨皮。

好的磨皮效果应该是怎样的？
首先最重要的是让皮肤变光滑，同
时还要尽量保留更多细节（如皮肤
肌理），让五官轮廓清晰可见，这样

的图片看起来更真实、更有质感。
磨皮利用的是图像平滑技术，

因为在拍摄图像时会受到噪声干
扰，使图像质量降低，因此要对噪
声进行过滤。过滤后的图像将变得
平滑，多余无用的信息会被剔除
掉。

过滤图像噪声的工具是滤波

器，一般常用的滤波器有中值滤
波、边缘保持滤波、双边滤波（又称
高斯双边滤波）等。中值滤波和边
缘保持滤波的缺点是不能很好地
保留图像的边缘信息；而双边滤波
可以保留大量人脸细节且确保边
界处不会被模糊掉，因此其应用最
为普遍。

图像平滑技术 帮你磨皮

人脸关键点定位技术 识别五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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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济路小金庄通源小区，一室一厅45平方
米，豪华装修，家具家电全新，未入住，售价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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