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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随着“94岁老人被抱起做

人脸识别”“为躲人脸识别戴头盔看

房”等事件的发生，让人脸识别频上

热搜，技术滥用问题引发广泛关注。

随之，一些传言也“悄然出动”：

人脸识别系统任何机构想装就能

装？戴口罩就无法进行人脸识别？

在手机银行上设置人脸识别功能，会

增加银行卡被盗刷的风险……这些

说法到底是真是假？

传言：人脸识别系统任何机构都能装

真相：需符合相关规定，不是想装就

能装

如今，人脸识别技术被应用到越

来越多的场景中，购物、打卡、解锁、

出行，甚至在一些地方连取厕纸都离

不开它。随着人脸识别系统日益普

及，我们也逐渐对“潜伏”在身边的摄

像头习以为常，但这一设备真的任何

机构都能装吗？

“虽然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对于在消

费领域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未予以禁

止，但是相关文件都强调了信息收集要

‘合法、正当、必要’且需要征得当事人

同意；信息利用要确保安全，不得泄露、

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被

侵害时，侵权方需承担相应责任。”北京

理工大学计算机网络攻防对抗研究所

所长闫怀志表示，“从这个意义上说，任

何机构在使用人脸识别系统获取个人

信息时，应当符合‘合法、正当、必要’的

原则，而不是想装就能装。”

传言：戴口罩就无法进行人脸识别

真相：相关识别设备已经投入使用

出于疫情防控需要，如今多数人

外出时习惯戴上口罩。不过，网上有

种说法，必须把口罩摘了，才能顺利

通过人脸识别，真的要这么麻烦吗？

“戴口罩、帽子、墨镜等物品，确

实会导致人脸识别精度降低，但技术

上对此并非束手无策。”闫怀志认为，

从技术上来看，可以采用人脸全局特

征与局部特征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

人脸识别，辅以未遮挡部位的三维数

据来进行三维人脸识别。

此外，据报道，为适应疫情防控

信息化管理，多地已在不同场合应用

人脸识别测温机，被测者即使戴口

罩，该设备也可以完成人脸识别。即

便在监测对象化妆、戴眼镜、戴口罩

等情况下，也能凭借人工智能算法实

现测温、人脸识别。

传言：设置人脸识别会增加银行卡盗

刷风险

真相：支付场景识别精度极高，难以

盗刷

目前，很多手机银行支持“刷脸”

转账，有人担心这一设置，会增加银

行卡被盗刷的可能。这种担心是否

有必要呢？

“人脸识别的应用场景，通常包括

消费及安防两大类。消费类场景对人

脸识别技术精度要求极高，涉及手机

银行“刷脸”支付的场景识别率通常在

99.99%以上，他人难以实现盗刷。”闫

怀志表示，“同时，除了人脸识别之外，

要在手机银行上完成转账，还需要手

机号、密码等信息，这些信息为线上支

付构建了更安全的防护网。因此，手

机银行人脸识别的安全性非常高，用

户们大可不必过于担心。”

传言：现有技术无法识别“整容脸”

真相：整容可识别 毁容不可识别

有传闻称，人脸识别技术，无法

对整容后的面部进行识别。事实真

是如此吗？

“人脸识别技术目前已达到工业

化、大规模应用标准，简单整形、化妆

等常见的识别难题早已被攻克，机器

系统的识别能力已超过人类。因此，

能否实现整容后识别，要看整容后面

部特征的改变程度。如果只是进行

美容式整容，如垫高鼻梁、收缩下巴

或割双眼皮等，当前技术完全可以做

到精准识别；但如果是因为事故导致

大面积毁容，人脸识别就无能为力

了。”闫怀志表示。

专家：拿起法律武器，保护随时可能

“丢”的脸

随着人脸识别技术的普及，与其

他个人信息一样，人们也开始担心人

脸信息的泄露问题。在“刷脸”时代，

我们该如何保护好自己的“脸”呢？

闫怀志认为，由于人脸识别采用

的是非接触式采集和无感识别技术，

个人很可能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就

被采集了脸部信息。人脸、指纹等个

人生物数据，与个人基因数据、健康

数据一样，是需要被特别保护的特殊

类型个人信息。在我国现行法律、法

规中，《民法典》《网络安全法》《个人

信息保护法（草案）》《数据安全法（草

案）》等均对公民脸部信息在内的个

人信息保护做出了明确规定。

“个人也应当加强个人信息安全和

隐私保护意识。在自己知情同意的情

况下，以‘最小化原则’向外界提供所需

信息。如果发现个人信息被恶意利用

或被泄露，则应勇敢拿起法律武器，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闫怀志建议道。

（摘 自《科 技 日 报》 张 蕴/文

2020年12月17日

从 2014 年起，北京

市海淀区花园路街道开

展“科技助老”活动，通

过科技讲堂和一对一的

“青春伴夕阳”模式，带

动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

为街道辖区内老年人教

授电脑、智能手机等电

子科技产品的基本使用

方法。图为近日，北京

外国语大学的志愿者史

佳怡（左）为老人讲解如

何使用智能手机查询健

康码。

（据新华社 鞠焕宗/

摄 2020年12月8日）

教爷爷奶奶教爷爷奶奶““玩玩””手机手机

“现在‘低头族’、办公族、司机等

人群的颈椎都不太好，我这个枕头可

以帮助到这些受颈椎病困扰的人，也

算是我对社会做的一点贡献。”内蒙

古包头市石拐区古城塔村63岁的郭

继成如是解释他的发明初衷。

几年前，妻子因患脑血栓病倒

了，他只好关掉修理铺，回家照料行

动不便的妻子。在照料妻子期间，天

生爱琢磨的郭继成发现了一件值得

研究的事情。“人们每天睡觉枕的枕

头要么太硬，要么太软，不但很难调

节到舒适程度，而且不利于颈椎的放

松。”郭继成说，如果能把枕头做成双

枕芯的，两个枕芯用不同材质填充，

并且可以随意调节高度，这样就枕得

舒适了。

半年后，郭继成的想法初步成

型，他又自己动手设计、制作了两个

样枕。

“两个枕芯，睡觉的人可以自己选

择。想枕得硬一点，就用荞麦皮那面，

想枕得软一点，就用丝绵那面，不管是

哪一面，枕上去稳定，可以对颈部起到

自然理疗的功效。”郭继成一边演示一

边说，给气囊充气、放气可以任意调节

高度和适应度，不但非常方便，而且气

囊装氧气，还能用于急救。

样枕做出来后，郭继成向国家知

识产权局申请了发明专利。2019年

7月，国家知识产权局通过了郭继成

的申请，授予他所发明的枕头“实用

新型专利证书”和“外观设计专利证

书”。几个月后，郭继成又为他的枕

头注册了商标，他希望每个人都能通

过这个枕头睡得安然，做个好梦。

“我现在正在寻找合作方，能把

这个小小的枕头推广到全国各地，让

更多人受益，是我最大的梦想。”谈及

今后的打算，郭继成如是说。

（据中国新闻网 张林虎/文

2020年12月15日）

内蒙古农民巧手制枕头获国家专利
每到晴朗无云、星辰闪烁的夜

晚，颜明哲总会走上屋顶，操控着

一台自制望远镜仰望星空。6年

来，他已经用自制望远镜清晰拍摄

到了月球虹湾、月坑、太阳黑子、木

星云层和大红斑，在民间天文爱好

者中小有名气。

颜明哲住在福建省晋江市安

海镇的一栋民房内，屋顶架着的两

台黑色“大炮”，就是他自制的牛顿

式反射望远镜。

“它们分别是1.0和2.0版本，

一个镜片的直径是400毫米，另一

个是500毫米，都是我自己磨出来

的。”颜明哲说，目前国内天文爱好

者中，能自己磨制出这么大镜片的

人很少，能自己制造出与之相配套

“跟踪系统”的也非常少，而两个能

同时学会的可谓凤毛麟角。

有人找过他购买镜片，都被

他拒绝了，“自制的镜片是会有微

小瑕疵的，不影响观测，但作为商

品出售并不合适。”但颜明哲说：

“我会把闲置下来的镜片赠送给

志同道合的天文爱好者，共享观

测星辰的快乐。”

目前，颜明哲正在考虑制作更

大的600毫米镜面，也在筹划和其

他天文爱好者一起建造一个小的

观测基地。

（ 据 中 国 网 吴 冠 标/文

2020年12月11日）

福建“追星人”自制望远镜仰望星空

人脸识别日益普及，滥用问题引关注

你的脸刷明白了吗

“您好，我们3个人到县城，有

没有车？”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

隆德县杨堡村村民杨喜科站在村

部院子，仰头对着屋檐下的摄像头

喊道。

“请稍等，10分钟左右有辆车

过来。”摄像头那边传来回复。

不一会儿，院里“滴滴”两声喇

叭响，一辆7座商务车已抵达。

在杨堡村“喊话约车”正在成

为当地村民出行的主要方式。去

年，固原市运管局与一家科技公司

合作，研发推出“全微通”农村交通

运输综合信息服务平台，让村民们

率先享受到了乡村版“滴滴打车”

的便利。

农村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

人居多，“全微通”以村部为服务站

点，在每个行政村村部安装拾音摄

像头，村民对着摄像头喊话，“语音

订单”就会传到隆德县公交公司智

能指挥调度中心，工作人员将根据

实时地图调配附近车辆。当然，村

民也可以在“全微通”手机客户端

或微信公众号，输入起始地点和乘

车人数来约车。

“全微通”还拓展了“城乡带

货”等物流业务，村民可以更便捷

地把农产品带进城，把工业品带下

乡。

“‘互联网+农村客运’未来将

为激活乡村经济、助力乡村振兴提

供更坚实的支撑。”隆德县道路运

输管理所所长杜华说。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马丽

娟/文 2020年12月15日）

宁夏乡村版“滴滴打车”客货皆营

“这种智能水表，如果家中 12

小时不用水便会告警。”日前从上

海市长宁区江苏路街道工作人员

处了解到，目前江苏路街道共有独

居老人1200多名，安装智水表的半

年时间里，他们共接到了告警近30

次。“其中绝大多数情况是虚惊一

场。安装了智能水表后，老人们表

示‘非常有安全感’。”社区工作人

员称。

“水表一旦告警，就会把告警信

息发到街道工作人员的手机上，相

关责任人会去核实老人的信息，确

认老人的状况。如果老人出现身体

问题或其他意外，我们就能够及时

帮助解决。”社区工作人员说，“制定

12小时这个时间也是经过计算的，

一般而言无论是做饭、上卫生间等，

正常的独居老人也都会在12小时

内用水的，而设置一个0.01立方米

的底线，是考虑到管道漏水等情况，

防止系统误报。另外，老人如果遇

到出远门或者因事需要离家几天，

只要和街道告知，水表就会暂时停

止告警，等老人归家后再继续进入

工作状态。”

在江苏路街道的办公区，有一间

屋子里的大屏幕会显示各种信息，包

括街道内老人家中智能水表、烟雾报

警器、防走失手环等的运行情况，“老

人一旦遇到危险情况，我们第一时间

就会知道。”工作人员称。

对于江苏路街道这样的做法，一

些网友表示了赞扬：“现在偶尔会在

新闻上看到老人在家摔倒或者病倒

后，无人救助的情况，独居老人这个

时候也很难求助，而有了这样的水

表，就会让老人得到及时关注，希望

这样的举措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推

广。”

（摘自《北京青年报》 付垚/

文 2020年12月11日）

上海一社区为老年人居家安全想“妙招”

独居老人家中水表“12小时不用水便告警”

在线学习的时候遭遇“断电”

怎么办？学霸的回答是：“不能

忍。”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武钢三中

高二学生孙东靖自制便携发电机，

成为该校的明星产品。

孙东靖表示，疫情防控期间，

他在老家上网课时手机没电了，又

碰上停电，给自己的学习造成了影

响。他就想到效仿手摇式电筒，做

一台便携发电机，能够为手机提供

应急电源。

手摇发电时产生的电流和电

压均极不稳定，容易损害手机，并

造成安全隐患，孙东靖的办法是

安装稳压装置。该装置由升压模

块与降压模块组合而成，将波动

较大的初始电压稳定在5V输出，

为充电管理模块提供持续稳定的

能源。他还不断优化设计，配备

了安全的聚合物锂电池，并安装

了多种插孔，可以为多个品牌手

机提供电源。

（摘自《武汉晚报》 郭丽霞

刘江华/文 2020年12月15日）

武汉高中学霸自制便携发电机上网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