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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旷视科技（Face++）宣布获得
4.6亿美元C轮融资。无独有偶，商汤科技
也于近日宣布获得 6.2 亿美元 C＋轮融
资。指纹、虹膜、手掌、静脉……当名目繁
多的生物特征识别相继涌现，无密码时代
渐行渐近。

“阿富汗少女”

借助虹膜识别技术，时隔17
年后，拍摄者在上千个自称是照
片主角的人中找到了那位拥有
绿色眼眸的“阿富汗少女”

在前不久举行的 2018 中科虹霸产品
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虹霸创始
人谭铁牛再次讲起那个曾经牵动人心的故
事——“阿富汗少女”。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封面刊登过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主角是一
位拥有绿色眼眸的阿富汗少女。然而，面
对这张闻名于世的面孔，没有人知道她是
谁。时隔17年，拍摄者突然萌生寻找神秘
少女的念头。几经辗转，他最终借助虹膜
识别技术，在上千个自称是照片主角的人
中找到了她。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也是身份的标
识。虹膜是位于人眼表面黑色瞳孔和白色
巩膜之间的圆环状部分，包含很多相互交
错的斑点、细丝、冠状、条纹、隐窝等细节特
征。“在很多情况下，虹膜可能是唯一能够
识别身份的生物特征，国际上一系列研究
表明，虹膜识别是目前最安全、最准确的身
份识别。”谭铁牛称。

根据原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主任、中
国工程院院士刘耀提供的数据，与指纹
0.8%、人脸识别 2%左右的误识率相比，虹
膜识别误识率可低至百万分之一。

纵观整个世界发展史，身份鉴别技术
一直是人类长期致力研究的重要课题。早
期的识别技术主要通过人工比对——基于
经验对检材和样本进行比较；而随着计算
机技术不断发展，以指掌纹、足迹、人脸、虹
膜、声纹等为代表的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日
趋成熟。

其中，指纹是最古老的生物特征识别
技术，1892 年，阿根廷警官利用犯罪现场
的一枚血指印破获了弗朗西斯卡杀害亲子
案，这是世界首例利用指纹侦破的案件。
目前，我国省级公安机关指纹自动识别系
统存储十指指纹总量已超过1亿人次。近
些年，全国利用指纹识别系统破案总数每

年在10万余起。
人脸识别，顾名思义，是基于人脸的面

部特征进行身份识别的技术。由于具有非
接触、无需配合、应用方便、符合人的认知
习惯等优势，目前在出入境管理、公安身份
查重、公安重点人群监控等领域有所应用。

“公安刑侦是生物特征识别的重要应
用领域。”刘耀说，近年来以指纹、人脸为代
表的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已经在公安领域得
到了广泛应用，但在应用过程中，还存在一
些局限性，而虹膜识别的唯一性、稳定性恰
恰弥补了这些不足。

一个眼神确定你

虹膜纹理具有唯一性、稳定
性，因此，虹膜识别成为目前最
为精准的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可
以识别同卵双胞胎

虹膜识别技术，是通过对比虹膜图像
特征之间的相似性来确定人的身份。科学
研究表明，虹膜环状区域的细节一岁半之
后就定型，它是唯一一个能从外面看到的
内部器官，不会像指纹一样存在磨损问题。

“相比较而言，虹膜是比人脸和指纹更
可靠、更难伪造的生物特征。”谭铁牛告诉
经济日报记者，指纹比较容易被模仿和伪
造，人脸识别会存在双胞胎、父子母女难分
辨的问题。“即使同一个人，随着年龄变化，
容貌也会发生改变。而且，整容、不同光照
下的表情、姿态等也会影响识别效果。”谭
铁牛说。

不仅如此，虹膜还有3大特性：非接触
性，中远距离就可以识别；大容量，速度快、
实时性强；防伪性，通过瞳孔震颤可实现活
体检测。“因虹膜纹理具有每个人都不同的
唯一性、在婴儿阶段稳定后终身不变的稳
定性，各类公开的对比测试和实际应用表
明，虹膜识别是目前最为精准的生物特征
识别技术，可以识别同卵双胞胎。”谭铁牛
表示。

不过，要将虹膜识别做到好用、易用、
便捷，并不容易。谭铁牛说，虹膜识别主要
涉及4大关键技术：一是虹膜成像技术，解
决虹膜图像的有无问题；二是活体判别技

术，解决虹膜图像的真假问题；三是质量评
价技术，解决虹膜图像质量好坏问题；四是
特征表达技术，解决虹膜图像的主体问题。

以虹膜采集为例。与西方人相比，中
国人的眼睛普遍较小，很多人还是眯眯眼，
而拍摄时不能要求对方一直盯着摄像头，
这种情况下，如何方便快捷获取虹膜成为
难题。这还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采集到
的虹膜是不是来自活体，会不会来自玻璃
眼球、照片，而不是活生生的人，抑或是义
眼虹膜、计算机合成虹膜等，这些特殊情况
都需要考虑到，这就涉及虹膜图像真假的
问题。”谭铁牛举例说。

在国外机构不提供数据库用于算法研
究，也不出售虹膜采集设备的情况下，中国
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从零开始，开始了国
内虹膜识别的研究。经过多年发展，目前，
中国科学院在虹膜图像获取方面完成4大
跨越：从无到有，实现了零的突破；实现了
从单目到双目的图像获取；实现了由近及
远的图像获取；实现了从固定到移动状态
的图像获取。

根据谭铁牛提供的数据，中国科学院
自主建设的 CASIA 虹膜图像数据库是目
前国际上使用最广泛的虹膜图像数据库，
有来自 180 个国家的 1.6 万多个科研团队
申请使用。在虹膜特征描述的研究中，中
科虹霸还建立了基于定序测量的虹膜图像
特征表达一般框架，揭示了虹膜图像的本
质特征，统一了主流的虹膜识别方法。

从“刷脸”到“刷手”

异军突起的生物特征识别
正迎来发展的春天。预计 2020
年，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的全球市
场规模将达到250亿美元

不需要银行卡，不需要密码，甚至不再
需要手机，就在“刷脸付款”成为热议的话
题不久，“刷手支付”再次闯入公众视野
——日本大型信用卡公司 JCB 今年宣布，
开发出了扫描手掌即可完成本人确认和信
用卡付款的机制。未来，大家只需要在指
定的 App中注册手掌完成记录，付款时便
可直接“刷手”完成支付。

“手掌几何学识别，是通过测量使用者
的手掌和手指的物理特征来进行识别。近
几年再次兴起的静脉识别，则是利用静脉
分布图进行个人识别，例如手指、手掌、手
背的静脉。”刘耀解释。

与传统的指纹识别相比，指静脉识别
技术有一个显著特点——必须活体且有流
动的血液，因此信息不能被复制或被盗；而
且，不会因为手指潮湿或不干净、破损等情
况就无法使用。

近日，浙江某商业银行上线首批应用
“指静脉生物识别技术”的智慧柜员机，办
理银行业务不用再携带银行卡、不用输密
码，只需“动动手指”。该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这项技术未来将逐步在柜面等其他场
景中全面推广应用。

异军突起的生物特征识别正迎来发展
的春天。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统计，2007
年至2013年，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的全球市
场规模年均增速为21.7%，预计2020年将
达到250亿美元，5年内年均增速约14%。

“面对实际应用场景，单一生物特征如
同一个个‘信息孤岛’，识别准确率和稳定
性会下降，如何连通这些‘信息孤岛’，实现
多种生物特征信息的综合集成应用和关联
融合分析，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之一。”刘耀
说，国内外研究多集中在利用高质量的生
物特征进行身份识别，而现场留下的指纹、
足迹、视频人像等生物特征，很多都存在特
征不完整、质量受限等问题。“因此，在实际
应用中，如何融合低质量的生物特征数据
实现高质量的识别，是今后发展的关键。”
刘耀说。

生物特征识别：身体即密码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沈 慧

伴随着 iPhone X 引入

Face ID，以人脸识别为代表

的生物特征识别，一夜间忽

然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

“胜景”

长久以来，办公室都被视为必不可少的工作设
施。办公室的租金及各项办公设施都被财务归入固
定资产等名目，成为企业先期和日常投入的一部分。

随着科技不断发展进步，办公室也日新月异。
从单一的工作场所，到注重“工作生活方式”和员工
健康——办公环境成为企业提高员工忠诚度的重要
因素。而最新研究表明：办公室环境很大程度上影
响着企业竞争力。

全球办公家具行业领导者 Steelcase 近日发布
一项全球调研表明：办公室环境已经成为仅次于工
作薪酬的重要因素，决定着员工满意度——约 97%
的员工希望能够使用到工具和技术；98%的人希望
能 与 人 交 流 ；99% 的 员 工 希 望 获 取 更 多 信 息 。
Steelcase 总裁吉姆·基恩表示，办公室环境会影响
员工的行为。

对于员工而言，良好的办公室环境是不错的公
司福利。更重要的是，办公环境和设施要与员工的
工作协调一致，成为工作中的帮手和利器。因此，办
公室投入应被视为可以获得丰厚回报的重要投资。

而另一项针对北美和欧洲的企业调研表明：有
72%的员工表示，办公室是最适合与同事展开互动
的地方，并有助于使用各种工具以及技术。Steel-
case亚太区设计经理彼得·博克尔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当工作环境的设计和设施能够满足全新的
互联化挑战时，便可以有效塑造出理想的员工——
高度敬业、能够与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同事密切合作、
轻松展开具有重复性的工作，并迅速作出决定。

博克尔认为，面对互联化的世界，创造力将成为
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以及原动力。因此，创造出能
够让人全情投入、激发创造力的办公空间尤为重
要。用色彩的个性表达满足员工情感诉求，激活创
意潜能，用技术满足员工身心健康的需求，缔造专属
的公司文化——一个好的办公环境可以促进合作、
激发灵感，支持信息更好流动，获取竞争优势。

最新调研表明——

办公环境影响企业竞争力
本报记者 陈 颐

本报讯 近日，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
术中心科研人员在瑞士利用欧洲失重飞机成功完成
了国际首次微重力环境下陶瓷材料立体光刻成形技
术试验，同时完成我国首次微重力环境下金属材料
铸造技术试验。试验验证了多项微重力环境下高精
度制造前沿技术和新型材料，获得多件完好的陶瓷
和金属制造样品及丰富的实验数据。

本次试验共进行了 28次微重力、2次月球重力
和 2 次火星重力飞行，搭载的两套装置分别对陶瓷
材料和金属材料进行了预先计划的制造任务，共获
得10件陶瓷样品和8件金属样品。

据悉，微重力环境下粉末材料难以在制造过程
中得到有效控制，国际上普遍采用丝状材料作为太
空制造的主要材料形态，但该种方式的一次成形精
度和表面光洁度较低，实际应用潜力受限。中国科
学院太空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自主研发了类固态陶
瓷膏体材料，这是一种可在失重环境中约束精细粉
末的新材料形态，具有适应多种微重力条件的流变
特性。使用该材料可有效保证制造过程中材料形态
的稳定，为微重力环境下粉末材料的高精度成形提
供了新技术途径，有望在未来实现半导体、光学部
件、MEMS（微机电系统）等产品在太空探索任务中
的原位快速制造，也为月尘月壤等月球资源的就位
利用提供了新技术途径。

据了解，中国科学院太空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
是国际上第一个以先进太空制造技术为研究主题的
实验室，继 2016 年牵头开展我国首次“太空 3D 打
印”技术实验后，历经两年多的研究和准备，自主研
发了本次任务所用的纳米级类固态陶瓷膏体材料、
3D打印陶瓷耐高温模具以及两套试验装备，为我国
空间站、在轨服务及深空探索等任务中实现多种材
料的高精度制造奠定了必要技术基础。 （舒 云）

我国首次完成微重力

陶瓷光刻成形试验

在近日举行的中科院暑期成果展上，观众观看

“深远海探测平台与体系建设综合展示系统”中展示

的海底地貌。

中国科学院暑期成果展——

近距离感受科技进步

一名观众在拍摄“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模

型。 （新华社发）

谭铁牛院士在介绍虹膜识别技术。 本报记者 沈 慧摄

中科虹霸研发的虹膜识别产品已投入

应用。 （资料图片）

近日，由于副热带高压（简称“副高”）
较早北抬，把副高外围的华北、东北一带搅
得“满城风雨”；其他地区暴雨也没闲着，四
川盆地及陕甘宁等地连日来的暴雨，拉开
了7月份强降水天气过程的序幕；进入台风
活跃期的华南沿海多地降雨更是不消停。

可您知道吗？在夏季，不只是酷暑的持

续，就连雨带的变化、台风的走向，都离不
开这些天气的“幕后推手”——西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

先来看此次华北地区遭遇的持续性强
降雨天气——7 月 15 日夜间开始，特别是
北京、河北多个气象站记录下暴雨过程。

都说这是京冀今年以来最强降雨，究
竟“强”在哪儿？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
芳华介绍，华北地区强降水过程具有持续
时间较长、阵性特征明显、局地雨强大、累
计降水量大的特点。截至 17日 13时，河北
全省总降水站数达 4864 个，平均降水量
31 毫米。保定、邢台市局地降水超过 200
毫米；截至 18 日 06 时，北京市 453 个气象
观测站中约 49%（221个）雨量超过 100毫
米，16个观测站雨量超过 200毫米。其中，
密云有3个观测站雨量超过300毫米。

暴雨为何来势汹汹？张芳华告诉记者，
首先，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与西北地区东
移的高空槽在华北平原一带形成强盛的低
空急流，为降水提供了充沛的水汽条件和
动力条件。其次，副热带高压相对稳定，受
其阻挡，高空槽加强且移动速度缓慢，造成
降雨的持续时间长、强度大。第三，华北地
区处于高温高湿的对流不稳定环境中，对
流发展旺盛，因此降水效率高、短时雨强
大。最后，北京地区三面环山，沿山地区地
形的抬升对降雨也起到增强作用。

其实，由于今年副热带高压脊线相对
以往较早北抬，北方地区受外围偏南暖湿
气流影响，整层水汽充足，降雨动力和水汽
条件较好，早已影响华北雨季的提前。据国
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18年华北雨季于
7月9日开始，较常年（7月18日）偏早9天。

中央气象台高级工程师蔡芗宁介绍，
随着季节转暖，夏季副高一般会先后出现
3次明显的北抬阶段性变化特征，分别是6
月中旬、7 月中下旬和 7 月底至 8 月初，与
我国华南、长江中下游梅雨期和华北雨季
的开始逐一对应。

北抬偏早，意味着梅雨期（或华北雨
季）开始偏早，北抬偏晚则意味着雨季开始
偏晚。像 1998 年长江出现流域性洪涝时，
正是因为副热带高压过于“留恋”南方，迟
迟未完成第二次北抬，导致梅雨期较常年
异常偏长。最终，长江中下游梅雨期维持了
50余天，雨期长，雨量也异常偏多，降水量
达到常年的2倍左右。

众所周知，夏季雨水充沛，全年降水量
的70％至80％都发生在夏季，暴雨更是十
分频繁。而产生暴雨需要一定的天气系统，
根据 1980 年以来的气象数据显示，“副热
带高压西风槽型”成了发生暴雨次数相对
较多的“开关”。

副高威力之大，就连西南地区也未能
幸免。6月中旬以来，四川盆地、甘肃南部、

陕西南部等地降雨偏多，已遭遇 4 次强降
雨过程，洪涝、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高发。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说，近
期四川盆地西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
原因，与四川盆地东侧的副热带高压密切
相关。副高西侧强盛的西南暖湿气流，为强
降雨提供了充沛的水汽和不稳定能量，北
方南下的弱冷空气与暖湿气流剧烈交汇，
导致对流发展。同时，盆地东侧副热带高压
的阻塞作用也使得强降雨带稳定维持在盆
地西侧，造成该地区的持续强降雨。

进入 7 月份，别忘了还有副高南侧的
广东、广西等地，这时季风辐合带活跃，登
陆和影响我国的台风数量明显增加，也多
分散性强降雨。

“在副高脊线南侧的东风带地区，常伴
有东风波和台风活动，也会产生大量降水。
台风强度不强时，副高指引台风移动。”蔡
芗宁举例道，比如脊线呈东西向时，台风稳
定西行；当呈西北—东南向时，台风容易向
西北移动，有可能在我国登陆；若副高示弱
或断裂，台风则很可能一路北上。

蔡芗宁表示，副热带高压常年存在，本
是个稳定而少动的暖性高压系统，但随着
季节更迭，受到内部大气动力过程影响，以
及青藏高原积雪、热带太平洋海温变化等
外力因素的催化作用，副高强度和位置会
发生不规律变化，造成不同地区的旱与涝。

在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市民在大雨

中涉水骑行。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