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眼镜应用场景不断拓展
所见万物皆可“见哪问

哪”。曾经的科幻梦想，如今
已变为现实。伴随光学显示
技术进步、AI大模型集成、多
模态交互能力提升，AI及AR
眼镜进入智能交互快速发展
阶段。GPT-4o、DeepSeek、豆
包、通义千问、文心一言等AI
大模型的端侧部署，使智能眼
镜具备语音交互、物品/场景
识别、实时翻译、导航、健康监
测提醒等功能。而随着技术
整合的推进，具备显示功能的

“AI+AR”眼镜正逐步引入视
觉输入与增强现实交互，带来
更具沉浸感的使用体验。

艾媒咨询调查数据显示，
中国消费者使用智能眼镜的
主 要 场 景 有 日 常 出 行
（53.75%），娱乐（18.50%），会
议、培训等工作场景（15.25%），
户外运动（12.50%）。

针对出行导航场景，智能
眼镜凭借语音播报和 AR 显
示画面，实现了脱离手机但比
手机更安全、更方便的抬头智
能导航。在旅途中，智能眼镜
可为用户定制游览路线，自动
识别景点、建筑物并播放 AR
解说画面，显示车站、洗手间

等公共设施位置，使整趟旅程
更加轻松便捷。此外，用户可
以通过智能眼镜上的摄像头，
以第一视角记录下旅途的精
彩片段。

今年 6 月 5 日，高德地图
旗下的高德开放平台正式发
布智能眼镜解决方案，目前已
与雷鸟创新、星纪魅族、Rokid
等AR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共
同推出基于智能眼镜的导航
智能体（NaviAgent）应用，建
设“AI+AR”导航新生态。

在工作商务场景，智能眼
镜则可化身会议助手，如对远
程会议、现场会议进行录音，
并生成会议纪要；凭借实时图
像识别和语音识别技术，实现
拍照翻译和面对面实时语音
翻译，为用户带来智能化的翻
译体验。此外，智能眼镜还具
备提词器功能，在演讲、教育、
采访等场景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

针对运动健康场景，智能
眼镜则能根据用户的运动目
标和习惯制定专属跑步、骑行
路线，实时环境感知和健康检
测功能可让用户随时了解户
外环境变化和身体状况（心

率、血压、血氧等指标）。智能
眼镜上的识物功能还能为用
户快速计算出食物的热量。

值得一提的是，智能眼镜
在工业、安防、医疗等领域也
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以
医疗场景为例，北京儿童医院
已将 AR 眼镜试用于临床诊
疗。据了解，医生戴上眼镜，
拍摄患者症状并上传至会诊
系统，可以进行视频、语音实
时会诊，提升诊疗效率。这款
眼镜还可以实时放大医疗影
像并标记关键区域。

祝铭明介绍，凭借实时环
境识别与虚实结合的信息叠
加功能以及AI大模型能力功
能，Rokid Glasses 除了已在消
费端推广使用，还应用于教
育、医疗、能源、电力、制造工
业等领域。

技术层面的快速迭代，为
AI眼镜的发展提供了诸多想
象空间。Rokid 联合创始人
向文杰表示，“随着开发者的
不断涌入，将会形成一套新的
基于AR眼镜的应用生态，当
下手机端能够实现的功能，都
应该结合 AR 重新在 AI 眼镜
上做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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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眼镜普及闯“三关”
虽然“百镜大战”的号角

已经吹响，但 AI 眼镜目前尚
处于大规模商用的早期阶
段，存在不少挑战。续航短、
重量大、长时间佩戴引发不
适等问题普遍存在于当前的
AI眼镜产品中。部分产品还
存在佩戴舒适度差、功能稳
定性不足、交互体验不流畅
等问题，影响了用户口碑和市
场推广。而且市场上部分AI
眼镜产品在功能和设计上缺
乏差异化，难以形成独特的竞
争优势。

对用户而言，“戴起来要
和普通眼镜没啥两样”是核心
诉求，比如 OPPO Air Glass 2
很轻，仅 38克，还采用树脂衍
射光波导技术；苹果则用碳纤
维框架减轻重量。

此外，“买眼镜就像买手
机，关键看能装多少APP”，只

有当购物、社交、办公等各类
应用全面适配，AI眼镜才能真
正融入生活。

向文杰表示：“要实现全
彩、更大范围显示，性能、续航
更好，重量更轻，价格更低，大
模型能力达到想象中的能力，
年出货量提升至 1000万台甚
至 1 亿台……这是未来三到
五年时间整个产业要做的事
情。”

在价格方面，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国内市场上的 AI 眼
镜售价为 999元至 4000元，已
有近 50款智能眼镜。除了科
技公司，LOHO、雷朋、博士眼
镜等众多传统眼镜厂商也以
渠道合作方的身份切入了AI
眼镜赛道。为提高市场销量，
增加用户对品牌的认知度，价
格战也随之打响，AI眼镜价格
下探趋势明显。当前，光学显

示模组是 AI 眼镜成本的大
头，占整机的 40%，但专家预
测到 2026 年，主流产品价格
有望降至 3000 元以内，与智
能手机价格相当。

总的来看，目前可供普通
消费者选购的AI眼镜产品并
不多。真正让AI眼镜走进千
家万户，还需满足价格亲民、
设备轻便、生态完善这三个条
件。一旦这些条件达成，AI眼
镜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翻天
覆地的变化：清晨，咖啡师戴
上眼镜，顾客订单信息自动浮
现；医生查房时，患者病历实
时投影眼前；游客望向古迹，
AR解说瞬间出现……

从 20世纪科幻小说里的
奇妙想象，到如今科技展台上
的耀眼明星产品，AI眼镜正从

“玩具”向“工具”进化，未来有
望成为“必需品”。

（上接第2版）

人工智能眼镜展区
展示全链条技术生态

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达
1.5万平方米，共分九大特色
展 区 ，深 度 覆 盖 产 业 全 链
条。品牌展区汇聚了行业领
军企业，展现高端制造实力；
眼视光展区聚焦视力健康前
沿科技；人工智能眼镜展区
则集中呈现AI、AR、VR等尖
端技术。

在深圳眼镜产业积极求
变的进程中，AI 技术成为推
动行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众
多深圳本土企业借助创新设
计与卓越性能，推动传统眼
镜行业与新兴技术融合，为
行业注入新活力。

本届博览会特别设立了
“AI 眼镜产业链图谱展区”，
完整呈现了从芯片研发、传
感器制造到整机组装的全链
条技术生态，众多行业领军
企业携最新产品与技术亮
相。这些最新的AI智能眼镜
领域核心技术与创新产品，
不仅让观众直观感受到AI技
术重塑眼镜行业格局的磅礴
力量，更昭示着一个融合智
能交互、多元功能与时尚设
计的眼镜新时代已然来临。
它们以技术为笔、创新为墨，
在全球眼镜产业的画卷上勾
勒出深圳智造的鲜明印记，
同时也为行业未来发展指明
了方向。

2025深圳国际眼镜业博
览会的盛大开幕，标志着眼
镜行业在智能科技的引领
下，正迈向一个全新的发展
阶段。深圳，凭借其在设计
创新、研发能力以及AI大数
据和可穿戴技术方面的雄厚
产业基础，将继续推动眼镜
行业的转型升级，为全球消
费者带来更多创新产品与卓
越体验。

用“真金白银”推动
产业升级

5 月 22 日，在 2025 全球
人工智能终端展上，深圳市
AI 眼镜产业联盟正式成立，
剑指“全球AI眼镜第一城”。
联盟汇聚众多在AI眼镜技术
研发、生产制造、市场推广等
环节的优秀企业以及相关科
研机构、高校等，旨在打破行
业壁垒，整合优势资源，加速

AI眼镜技术的创新突破与产
品迭代升级，推动产业规模
化、规范化发展，共同打造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深圳AI眼镜
产业集群。

深圳打造“全球 AI 眼镜
第一城”的底气背后，有着坚
实的支撑与清晰的逻辑脉
络。基于其品牌力、供应链
能力、市场渠道基础以及生
态优势，未来智能手机企业
将在AI眼镜产业链中占据重
要的地位。而根据Canalys数
据，全球排名前 10 的智能手
机厂商中，有 8家来自中国，
而其中6家均为深圳企业。

深圳AI智能眼镜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集中分布在南
山、宝安、龙岗、龙华、坪山等
区域，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已
形成“技术、制造、市场、政
策”的闭环。

以龙岗区为例，作为世
界著名的中高端眼镜生产基
地，其产业优势在AI眼镜的
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统
计数据显示，龙岗眼镜产业
集 聚 区 聚 集 了 雅 视 光 学 、
LOHO眼镜等为龙头的1500
多家企业，占全市 80%，眼镜
年产量 1.25 亿副，在全球高
端市场占比超 50%，集中了
全国 90%的高端设计师，形
成了从设计、研发、生产到销
售的完整产业链。

不仅如此，深圳还将智
能穿戴纳入“20+8”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出台政策组合
拳，用“真金白银”推动产业
升级。2014 年至 2020 年，深
圳累计投入35亿元设立智能
穿戴产业基金，对自主创新
项目最高资助 1500 万元；今
年 3月，《深圳市加快推进人
工智能终端产业发展行动计
划（2025—2026年）》发布，将
智能眼镜列为重点赛道，明
确在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智
能耳机、AR/VR设备等细分
赛道推出一系列人工智能标
杆产品。

作为全球最大的眼镜生
产基地之一，深圳眼镜产业
经过 40 余年的发展，已形成
完整的产业链和丰富的产业
资源。在AI技术蓬勃发展的
时代背景下，深圳眼镜产业
积极拥抱变革，以科技创新
为驱动，加速产业智能化转
型。

深圳打造AI眼镜产业集群

AI 赋能“睛”彩绽放
6月25日，备受瞩目的2025深圳国际眼镜业博览

会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开幕。此次盛会以“传统眼
镜＋智能穿戴”为核心，以其前瞻性的视野、创新性的
理念以及丰富多元的展示内容，吸引了来自全球20余
国超200家展商以及超3万名专业观众齐聚鹏城，共
同见证眼镜行业的这一高光时刻。作为深圳现代时
尚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眼镜行业正借助此次博览会
的平台，积极拥抱AI等新兴技术，探索产业升级与创
新发展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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