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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ICT（信息通信系统）相关的碳排放日渐趋
高，ICT已成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之一，这引起
了包括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在内的强烈关注
和高度重视。“但是，ICT相关标准和措施主要关注
数据中心、云计算平台、内容分发网络（CDN）设施
等高耗能机构或设备，对应用软件系统特别是APP
碳排放的直接关注不多。”闫怀志指出，虽然可以
通过获取 APP 的 UID（用户身份识别）耗电总和来
计算其碳排放，但目前尚无得到业界公认的、衡量
APP碳排放的有效指标。”

据估计，到2020年，全球ICT相关碳排放量将达
到15.4亿吨，其中，全球数十亿移动智能终端上装载
的海量APP的能耗“贡献”不可小觑。2019年，在工信
部指导下成立的统一推送联盟，推出了《中国绿色
APP标准》（草案）。该标准充分考虑了用户对于绿色
APP在个人隐私保护、权限管理、基础安全（网络安

全、内容安全）、行为规范等方面的诉求。闫怀志认为，
这说明包括节能减排问题在内的绿色APP生态体系
的构建问题，已经引起了行业内外的重视，并开始采
取了实际行动。一个设计良好的APP，应该是既考虑
满足用户对APP的功能使用需求，又兼顾设备安全
性、整体流畅性、耗电程度、发热程度等因素，以此实
现APP的功能和碳排放之间的合理平衡。就减少碳排
放方面，闫怀志建议，可采取限制APP交叉唤醒和链
式启动、尽可能使CPU处于休眠状态、避免不必要的
常驻后台的行为等具体措施。

总体而言，APP服务的规模会越来越大，消耗的
能源就会越来越多。要解决其能耗、性能等问题，首先
需要硬件服务商和软件服务商的共同创新，不断提升
服务计算能力，降低功耗。其次需要用户的努力，将意
见积极地反馈给软件服务商，让他们去提供必要的服
务，停止不必要的服务。 据新华网

常让你更新的APP 竟是能源隐形杀手

APP经常要更新，手机因此越用越慢，令不少智能手机用户为之挠头。甚至有用户反馈，刚买一年的手机，就“跑”不动更新
后的APP。近日有报道称，功能越来越强大的APP，占用了大量的数据资源，耗能惊人。对此，有专业人士建议软件开发人员研发
绿色、低碳、环保的APP。不断升级、更新的APP到底会耗费多少能源？APP不断更新，是用户真有需求，还是竞争压力下不得已
而为之？目前全球是否有衡量APP碳排放的指标？记者就此采访了业内人士。

>>> 多个手机应用累加耗能惊人

不断升级、更新的APP到底会耗费多少能源？在
回答这个问题前，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网络及对抗技
术研究所所长闫怀志对APP耗能的情况向科技记者
进行了介绍。

首先是显示屏耗能。APP通常都需要显示，而显
示屏是手机耗能大户，全功率运行时约占整机能耗的
五成。其次是网络连接耗能。使用和升级APP时，通过
GSM、2/3/4G、蓝牙和WiFi芯片进行网络连接会产生
能耗。再次是CPU耗能。CPU是APP应用处理的主要
硬件，必然会持续耗能，而较高的CPU使用率则会迅
速消耗电池电量。最后是其他硬件模块耗能。包括麦
克风、加速计、摄像头、扬声器等硬件模块，在使用时
会产生能耗。“单个APP的能耗，表面上看起来并不算

高。但当多个APP的能耗在智能手机中累加，就会对
手机寿命、性能、响应速度和温度带来显著影响。”闫
怀志指出。在他看来，APP耗能多，主要是因为频繁交
互、数据库频繁操作、网络频繁切换、高运算量代码等
造成的。比如，APP推送消息这一设备唤醒功能，会导
致屏幕等硬件资源通电产生很高的间接功耗；定位功
能也非常耗电，而很多APP都需要位置服务，定位精
度越高、定位时间越长，能耗越大。“用户本身的使用
需求会加剧资源的消耗。”北京幂峰科技有限公司研
发人员张业贵认为，当越来越多的用户在手机上通过
APP打开视频、图片、游戏等内容，随之产生的数据量
也会不断增加，对手机计算、存储、传输资源的消耗也
会不断加大。

>>> 内外因助推更新频次增加

APP不断更新，是真有用户需求，还是竞争压力
下不得已而为之？是否存在“鸡肋”更新的现象？

“客观地说，APP的不断更新升级，既有用户需求
的内源牵引，也有APP无序竞争的外源推波助澜。”
闫怀志分析道，一方面，APP不断更新升级的主因是
功能增加，这必然会需要更多的代码、占用更多资源。
以微信APP为例，由于其功能被不断拓展，安装包体
积已经增长了几十倍。虽然有些APP的新增功能并
非人人必需，而用户通常不会或无法删除这些“鸡肋”
功能。手机硬件的升级换代也会倒逼APP被动升级。
比如，常见的屏幕分辨率提升，会导致APP界面素材
处理程序和存储空间被扩大数倍。而且，很多APP在
版本升级时，为了提供更好的兼容性，增加了许多代
码，如果未进行专门优化，就会导致APP臃肿不堪。

另一方面，激烈的APP同业竞争和开发者尊崇
的“敏捷开发、持续迭代”的理念，也令APP频繁更新
成为常态。相对成熟的APP制作通常用时一个月左

右，而为了迎合市场需求、保持竞争能力，一两周发布
一个新版本的高频度更新现象屡见不鲜。对某些用户
来说，升级后的APP并无实质性功能、性能改进，这
种“鸡肋”更新和频繁的更新提醒令他们苦不堪言。

“更重要的是，APP应用领域存在着典型的‘公地悲剧
’效应。”闫怀志解释道，每个APP都希望占有更多的
手机计算和存储资源，进而导致更多的资源和能量消
耗，而一部手机的既有资源是固定不变的，每个APP
的资源过度使用倾向，必然导致手机可用资源的枯
竭。这种“公地悲剧”的后果和代价，最终会转嫁到每
位手机用户身上，直观表现为电量流失过快、运行卡
顿等糟糕的用户体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很少
有技术团队愿为APP进行优化，而趁乱占用手机资
源的APP逐渐增多。

此外，还有一些安卓系统APP恶意利用其开源
特性，持续在后台自启动推送服务，极大地消耗了用
户的手机资源。

>>> 尚无衡量APP碳排的有效指标

爱民模范：欧阳海
新华社长沙8月7日电 在湖南省桂阳县，欧

阳海的英雄事迹家喻户晓。家乡人民将水库、广
场、学校、道路等冠以“欧阳海”之名，寄托对这位
爱民模范的无限思念和崇敬。

欧阳海，1940年生，湖南桂阳县人。1959年3
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0年5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入伍前，在农村任记工员、会计，他热心助
人，经常帮助没有劳动力的家庭干活，并用自己
的粮食救济本村困难户。

入伍后，欧阳海在广州部队某部一营三连七
班任战士、班长。工作积极，训练刻苦，哪里有困
难，哪里有危险，就往哪里冲，人称“小老虎”。他
曾两次抢救溺水儿童，一次参加灭火，并救出一
位老人。三次荣立三等功，多次被树为标兵。

1963年11月18日清晨，欧阳海所在部队野营
训练沿铁路行军，行至湖南省衡山车站南峡谷
时，满载旅客北上的288次列车迎面急驶而来，
驮着炮架的一匹军马猛然受惊，窜上铁道，横立
双轨之间。就在火车与惊马将要相撞的危急时
刻，他奋不顾身，跃上铁路，拼尽全力将军马推出
轨道，避免了一场列车脱轨的严重事故，保住了
旅客的生命和人民财产的安全，自己却被卷入列
车下壮烈牺牲，年仅23岁。

欧阳海是继雷锋之后在人民解放军这所
大学校里涌现出的又一名共产主义战士。1964
年，中国共产党广州军区委员会追授他“爱民
模范”荣誉称号。同年1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欧阳海班”，并
号召全军指战员学习他的崇高品质，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

最新研究：
人造“舌头”能辨假酒

新华社伦敦8月6日电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6
日说，该校研究人员领衔的科研团队利用金属的
光学特性，研发出可分辨不同威士忌间细微差别
的人造“舌头”。这项技术未来可用于假酒识别和
其他食品安全监测，以及品质控制等领域。在这
一发表在英国皇家化学会期刊《纳米尺度》的最
新研究中，科研人员将金和铝两种金属切割成超
微结构的细微薄片，然后把它们排列成棋盘状，
形成人造“舌头”的“味蕾”。

研究人员将不同的威士忌样品倒在这些人
造“味蕾”上，并测量它们在不同液体中吸收光线
的情况。通过分析其中的细微差别，就可识别出
不同品种的威士忌，准确率超过99%。报告主要
作者阿拉斯代尔·克拉克博士说，尽管这项实验
主要利用威士忌开展，但事实上，人造“舌头”能

“品尝”出任何液体，这意味着这种技术不但可用
于识别假酒，还可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

乔家大院闭馆整顿

记者从6日举行的乔家大院再创5A景区整
改提升发布会上获悉，,乔家大院从8月7日开始
闭馆10天,全面清理商业店铺,并围绕游客中心、
停车场、展室和服务质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
集中整改。从8月17日起,乔家大院景区将重新定
价开放。乔家大院所在的山西省晋中市祁县还将
成立由30人组成的旅游警察大队,专职负责乔家
大院旅游景区的综合治理。

7月31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消息,对乔家大
院景区予以取消质量等级处理。并指出景区存在
景区旅游产品类型单一，更新换代较慢，景区过
度商业化问题严重，影响景区品质提升，停车场
面积不达标，没有生态停车场，部分停车场为泥
土地面，景区内购物场所众多，有效管理不足，景
区出入口景观效果差，景区内多处广告影响景区
品质及景观效果等方面的问题。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