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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上午9点，海信正式启动了全

国范围内的VIDAA TV在线升级，这是中国

智能电视第一次大规模的在线升级活动，彻

底打破了传统智能电视“买回家就会过时”

的现状。VIDAA在线升级将使前期购买产

品的数万名用户直接受益，实时在线升级也

保证了VIDAA可以随时将最新的创新成果

与用户分享。

不同于传统智能电视滞后的上门升级，

本次VIDAA升级采用的是OTA(over the

air)在线升级方式，操作简单，升级速度快，

升级文件比较小，对网络要求不高，用户只

需点击“是否升级”的确认键，后台就自动就

完成升级过程了。

本次在线升级活动是VIDAA上市三

个月后的持续产品革新，共完成10项重大

改进升级。其中最大的改变是新增了TV

按键与机顶盒的绑定功能，让使用机顶盒

的用户也可以享受“一键直达”的直播体

验；其次是在系统优化方面，优化了因网络

不稳定导致的视频播放中断问题，一个细

节的改变将带给视频用户流畅的观看体

验。海信传媒网络公司副总经理高雄勇谈

到：很多传统电视厂商在快速到来的智能

化浪潮中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智能系统

设计采用“拿来主义”，对底层设计不熟悉，

很难做到在线的更新，让整个产品系统处

于封闭状态。VIDAA TV 在产品系统设

计、功能设计、操控方式等方面取得多达38

项创新成果，这些自主创新的底层设计为

VIDAA实现在线升级打下坚实基础。今

后，海信将对VIDAA每季度进行一次在线

升级，让产品永不过时。

2015年，智能电视市场占有率将达90%

以上，彻底成为客厅的主宰，而是否具备在线

升级的能力，也将成为智能电视产业竞争的

“分水岭”，“在线”模式正催生海信服务和商

业模式的转变。

打破行业瓶颈 海信VIDAA TV完成首次在线升级

合工大近百学子分八组采集皖南古民居信息

一笔一画，助徽派建筑“延年益寿”

昨日，黄山市黟县古
民居所在的村里，来了一
群陌生人，他们时而围着
古民居爬梯拍照，时而拿
着测绘工具绕村画线，一
派忙碌的景象……这群
陌生人就是合肥工业大
学的学生。他们要在此
近两个星期的时间里，采
集收集数据材料，并将这
里的古建筑等“带回”合
肥，将其永存……

“看皇家建筑到北京，看民间建筑到

徽州。”这么具有诗意的画面，目前在皖

南，却不得不接受现实的“无奈”……

今年6月，皖南地区的强降雨突袭，

让黄山市的千年古村呈坎受灾。大批古

建筑被损坏，虽然已启动修复计划，但著

名的呈坎环秀古桥，却因无任何资料，无

法再修复，只能眼睁睁地放弃。

这只是皖南古民居的一个缩影，这样

的“悲哀”情景无时无刻不在“折磨”文物

保护者。据悉，我省黄山市有101个古村

落及1.3万多幢古建筑，而除西递、宏村等

少数村落作为景点得到完好保护外，很多

古建筑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不堪，已看不出

古朴风貌，加上古民居清一色为砖木结

构，防白蚁、防渗漏、防腐、防霉、防火等难

度和压力都很大等问题日益严重，徽州古

民居正令人惋惜地渐渐毁坏消失。

如何让皖南的“瑰宝”延年益寿？这

也让合工大建筑学的学生深思。

昨日，来自合肥工业大学建筑学专

业的80余名学生，从合肥出发，分赴皖南

地区。

“我们每组十人，也就是八个组，分

别到不同的地区，将利用近两个星期时

间，收集整理出数据，然后回校建立起

完整的数据库，其中包括各自负责的古

民居、古建筑的 3D效果图等。”合肥工

业大学建筑学系副主任刘阳告诉记者，

这些学生都是带着“任务”过来的，这也

是他们的一项课程，需要精心、细致地

完成。

“徽州人在长达2000多年的建筑实

践中，通过传帮带方式培养了一批古民

居修缮保护的‘土专家’。”

“但随着现代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

单纯依靠‘老经验’、‘土办法’保护古民

居难度越来越大，并且离‘老祖宗’的风

格越来越远。”刘阳告诉记者，现在古民

居的修复，很多是因为缺少详细的资料，

在后期的修复中，偏离原貌，甚至无法修

复，绝迹于世……

这样，也就有了前文的一幕：一群年

轻人围着古民居，时而评点，时而测绘，一

派忙碌的样子。他们的到来，将翻开皖南

古民居群保护新篇章。

昨日上午8时，记者一行驱车6小时，

来到了黄山市黟县南屏古村落所在地。

记者每到一处民居、祠堂，都会看到有“测

绘人员”入驻。

黄维克，“叶氏祠堂”工作组队员，

2011级建筑学学生。此次他在组内主要

负责“大样”测绘。具体而言就是要把这

座叶氏祠堂里面的大梁、瓦当、雕花等大

框架，都要收集、拍照，最后制作出仿真模

型立体图。

另一栋古民居里，窦玉龙、边雅楠、陶

曼丽三位同学，正在用卷尺一点点测量着

面积、长度、厚度等，记者看到，他们每测

量一处，都会记录在纸上，手绘出框架后，

迅速在电脑中输入。在记者看见的20分

钟里，他们仅仅记录了4项数据，而据他

们介绍，要想完整地完成，需要这样的数

据甚至上百个。

“别看这一栋小房子，我们10个人，

需要3天，才能将其完整地‘拷贝’下来，

每一个小雕花，都必须爬楼梯，正面拍照，

将其用手绘画出原图，供以后修复时所

用。”据叶氏祠堂工作组组长王怡蕊介绍，

10多天里，他们都要吃住在此，将这里的

古建筑等“带回”合肥，将其永存。

“当历经了百年风雨的皖南古建筑，可

以通过现代数字手段和可视化技术虚拟出

来，以三维影像展示在人们面前时，古香古

色的徽派建筑仿佛穿越了历史向人们走

来，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合工大建筑学

老师贺为才，也是此次活动的带队老师，据

其介绍，如果这项行动成功后，将利用数字

化手段，三维影像展示系统，建立基于地理

信息系统和互联网的古建筑环境采集平

台，来保护古建筑。今后，哪栋古建筑损坏

了，都可按“外貌”修复，这样一来，一大批

濒临消失的徽州古民居也将重焕生机。

周慧 星级记者 俞宝强/文 程兆/图

测量仪显示出准确数值 测量数据输入电脑

迫在眉睫：皖南古民居修复无资料常“碰壁”

保护行动：合工大近百学子分八组采集数据

详细收集：每一片瓦当、雕花都要拍照、手绘

房屋细节测量

数字管理：哪栋古建筑损坏可按“外貌”修复

学生手绘建筑大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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