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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房屋将现身荷兰
堪称梦幻的 #/打印技术正在深刻改变世

界。继该技术在玩具制造、机械加工、医学治
疗等领域大显身手之后，人们期待它也能给建
筑领域带来革命性变化，实际上，建筑师正在
为此而努力。他们计划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一条
运河旁建世界上第一座 #/打印的楼房，并将
其作为教育中心，来帮助宣传这种技术。

用于建设该工程的是一台名为卡莫马克的
#/ 打印机，其名字来自于荷兰语，意思是
“房屋制造者”。该打印机高 !米，以一个船运
集装箱为基础建造而成。

根据计算机绘制的方案，这台打
印机首先使用不同的塑料和木质纤维
来制造建筑外墙，然后是天花板和房
间的其它部分，最后是一些家具。这
些部件将在原地进行装配，由于它们
的一些边缘已经像巨型乐高积木一样
设计成型，方便互相拼接到一起。

#/ 打印的房屋建造成本目前当
然要比普通房屋高，但是它远不是只
有超级富豪才能拥有的形象工程，一
些建筑学家认为，作为一种新型建
筑方式，它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
们对建筑的传统理解，成为人们特
别是那些理想主义者们，追求创意
生活和工作空间的新锐工具，并且
价格也将随着技术进步而大幅下
降，成为大众现实的追求。届时，
#/ 打印有望改变整个城市和乡村的
面貌。 （珏 晓）

用好可“治病” 滥用会“致命”

告诉你真正的 Cookie
张意轩 岳小乔

有它没它，大不同

,00123的原意为“小甜饼”，在信息科技领域是指浏览网页时
网站在用户电脑上存储的小型文本文件，+'年前由网景浏览器发

明，如今已在互联网上普遍应用。
,001234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一大进步，它使 5667协议状态变得有序，让互联网浏览更具便携性与交

互性。
“,00123好比商店的积分卡，让老板在你下次光顾时，能很快认出并给你便利和优惠。”清华大学新

闻传播学博士后吕宇翔形象地解释，“,00123让你不用再次输入密码就能快捷登陆，还能享受免费的个
性化服务，如推荐你可能喜欢的书目或电影。”

为用户提供免费服务的同时，网络公司也利用 ,00123衍生出精准广告这一新产业。吕宇翔举例说：
“谷歌、百度等广告服务商，能对自己用户的信息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有针对性地投放广告。”精准广
告成为网络公司合理获取利益的途径，使其能为用户提供更多优质免费服务。

完全禁用 ,00123会如何？吕宇翔认为这样不明智，不仅会给普通用户带来不便，如每次打开网站都
要重新登录，还使广告公司难了解用户需求，无法进行精准广告投放。业内
人士认为，中国互联网广告行业处于发展早期，相关规范还不完
善，需理性看待 ,00123引发的争议，避免“一棒子打死”。

如何更美味

吕宇翔认为，“,00123

好比草乌头 （一种有毒中
药），用好能治病，滥用会致
命，应建立一种合理使用 ,00123 的规
则。”网站一方面要尽到提前告知并争得
用户同意的义务；另一方面要在规定范围
内合理使用并妥善保管用户隐私。金兼斌认为，网站还应提供不被 ,00123追踪的选择。

企业自律只是第一步。行业组织在监督行业发展、保护用户隐私上也应有所作为。( 月 +

日，“中国网络营销行业用户数据规范联盟”在京成立，网易等十余家中国网络营销主要企业成
为首批会员，并联名发布《网络行为数据使用公约》，这也是国内首个具有普遍行业约束力的数
据使用规范。

随后，品友互动等网络营销企业在京签订《自律宣言》，该宣言定义了“网络营销业务”及
“互联网数据研究业务”，明确规定收集、使用公民个人身份信息的原则和要求，限制恶意弹出广
告等影响用户体验的行为。分析称，这一举措将有利于规范网络营销行为，促进网络营销行业健
康发展。

金兼斌指出，“互联网隐私保护兹事体大，在恰当的时候应出台专门的法规。”目前，国内
尚无针对 ,00123跟踪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国外有相关的立法和案例可兹借鉴。欧盟有法律明确
规定，若用 ,00123追踪用户的使用习惯，网站必须取得用户的“明确同意”。瑞典立法要求利用
,00123的网站必须说明其属性，并指导用户如何禁用 ,00123。

吕宇翔建议，在国内完善的监管机制尚未形成前，普通网民若担心隐私泄露，可将 89浏览
器的“隐私”设置调到“高”级别，但不建议阻止所有 ,00123。此外，应尽可能访问知名度和
信誉度较高的网站，加倍留意要求填写个人信息的网站。

近 日 ， 多 家 公 司 被 曝 涉 嫌 利 用

!""#$%侵犯用户隐私，“!""&$%”这一

计算机专业术语瞬间成为时下热门话题。

大为震惊的网友纷纷吐槽，担心自己隐私

被泄露，一时间“谈 '""&$( 色变”。

'""&$(真的这么可怕吗？

甜饼，还是毒药

正如菜刀可以切菜也能伤人一样，吕宇
翔指出，,00123 给用户带来了便利的同时也易
侵犯个人隐私。

,00123 里的信息是否属个人隐私？欧朋浏览
器 ,9: 宋麟介绍说，,00123 只能记录访问的 8;、
时间、用户名和密码等简单信息。吕宇翔再次引
用积分卡的比喻：“与本人持积分卡去商店购物
不同，网站无法知道你是谁，只能看到积分卡号
和你浏览购买商品的记录。”

最近陷入舆论漩涡的第三方 ,00123 是否涉嫌
非法获取个人隐私？品友互动 ,9: 黄晓南指出，
如果浏览器设置里 ,00123 是开启状态，就意味着
用户同意第三方搜集相关信息，当然，用户也可
在官网的“隐私条款”里选择关闭该服务。

针对搜集用户隐私的质疑，黄晓南回应，公司
获取的都是匿名信息，包括用户浏览的网址及用户
与广告相关的行为数据，不含个人隐私信息，且只
保存一年。且大数据广告对数据挖掘界限明确，“是
利用数学模型通过大量匿名的行为数据进行分析
推断的”。

实际上匿名行为数据在法律标准上不在隐私
范畴里，因为它没包含任何个人可识别信息。国
际通用的个人信息标准被称为 ;88 信息，即
;3<40=>? 8@3=62A2>B?3 8=A0<C>620=，用以识别个人身
份如姓名、邮箱、结算信息及相关数据。关于个
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的争议，目前国内暂无相关立

法，具体的
隐私概念及范畴尚
无定论。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
展，个性化、定制化的服务产品层
出不穷。这些服务通常基于对用户大量网络行
为信息的搜集分析。随着个性化需求日益强烈，类
似 ,00123的信息收集将会愈发频繁。

这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体现得更为明显。拿出手
机，搜索附近的咖啡馆，利用智能输入法快捷输入
联系人姓名……这些便捷服务都需用户牺牲一部分
自己的隐私：个人位置和联系人信息。
“隐私和个性化的关系并非那么冲突，” 《连

线》 杂志创始主编凯文·凯利曾说，“想要这种个
性化服务就必须有一些透明度。网民在两者间可有
一个程度的选择。”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金兼斌也认为，用户
只有让渡一部
分“隐私”，
才能使用一
部分功能。

解放双手 如影随行 善解人意

“穿戴式”开启移动互联2.0时代
张梦瑶 路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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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可穿戴设备
的不断出现，个人电脑与手机的功能也
愈发丰富。通过更加便捷的使用体验和
潜在的云端大数据，可穿戴设备正在打
造一个崭新的“云D端”移动互联时代。
如果说智能手机浪潮吹响了移动互联
的第一声号角，那么可穿戴设备的崛

起将为我们掀开下一个更壮丽
的篇章。

“穿戴式”渐入公众视线

-213DEF3?G>=@是耐克公
司推出的一款电子腕带产品，
它利用加速度测量技术，通

过感应手腕的动作传导不同的活
动信息，展示在 H9/点阵显示屏
上，也可以连接到电脑或 2;50=3

上，将数据上传到 -213D社区或
分享给朋友。

耐克公司作为运动产品厂商
代表，推出这款个人消费型电子
产品，体现了可穿戴设备在运动
产业的宽广前景，同时也掀开了
可穿戴设备走向大众的大幕。随
着苹果神秘的智能手表的消息不
断传出，以及谷歌眼镜的曝光，
业界对可穿戴设备的热捧可以
赶超智能手机时代激烈的角逐，
而可穿戴设备也逐渐走入大众
的视野中。

从台式机、笔记本到平板

电脑、手机，8I界的中心逐渐由传统个
人电脑向移动互联倾斜，消费电子设备
也逐渐向便携化、云端化这“一小一
大”的方向发展：体积和重量不断减
小，对网络的依赖却越来越大。

智能手表、腕带等可穿戴设备正在传
达同样的概念：以多种传感器和识别硬件
为核心的可穿戴设备有其独有优势，即不
需要十分强大的运算、存储和显示功能，
因为数据的运算与存储都可在云端完成。
换句话说，它甚至只需传感器数据采集、
网络和显示等几项功能，也正是如此，它
的硬件成本和体积重量都得以大幅缩小。

“一小一大”提供全新体验

这“一小一大”能带给用户带来更
随身的应用体验，为用户提供更强大的
社交功能，自然会不断地吸引更多用户
投入其中。无需掏手机，只用抬抬手腕
就能看到未读消息；不用开电脑，碰碰
眼镜框便可通过语音听取收到的邮件；
而不断丰富的传感器种类，能检测运动
状态，收集身体健康以及周边环境等的
信息，为用户提供更丰富的体验。

移动互联体验在不断完善，可穿戴
设备终端功能也愈发强大，用户能够分
享的内容从而更加丰富。而越来越多可
穿戴设备能够采集用户的相关数据信息，
如用户的语音输入、J;K 信息，甚至运
动趋势、健康程度、个人爱好等，将其
传至云端，有助于针对个人精准地定制

和推送运动、社交等服务信息，同时，
作为个人电脑与手机之外的一片崭新的
大数据蓝海，也蕴含着巨大的潜力。

“云!端”时代随之而来

鉴于穿戴式设备的优势和广阔的前
景，国内外众多软硬件厂商都在致力于
相关设备及应用的开发。耐克联手美国
第二大孵化器 I3L5K6><4 并开放 -213D

M;8 进行创业孵化；谷歌发售谷歌眼镜
探索者版本供开发者进行应用开发。国
内方面，咕咚网已发售多款具有运动及
健康监测功能的可穿戴设备和应用；大
麦健康推出了基于微信的“麦步”智能
计步器等。可穿戴设备正在以颠覆之势
进军整个 8I产业。

当然，可穿戴设备的发展，仍面临
着亟待解决的问题。轻巧便携是“可穿
戴”的基础，然而其电池容量却是续航
短板，而略显犀利的电子设备外壳也对
柔性屏幕等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同
时，硬件设备开发相对于软件的高成本
和低容错性，对开发者也提出了更高要
求，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用户的使用门
槛。

从传言的 2N>6L5 到已经出现的谷
歌眼镜，从三星到微软，可穿戴设备正
在从科幻电影中逐渐步入现实生活。随
着技术的不断更新以及可穿戴设备的日
渐普及，由之而来的崭新的“云D端”
时代呼之欲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