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刷脸取货，一扫即开”，取快递也玩出了新花样。近日，物流平台菜鸟网络宣布，菜鸟快递智能柜已全部开通“刷脸取
件”功能。除此之外，丰巢智能快递柜开始试点应用“刷脸取件”。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不仅方便了消费者，也在节省快递
员的工作时间，成为物流行业取得长足进步的重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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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取件“潮”起来

在生活中的许多场景中，“刷脸”已谈不
上是一项新技术。移动支付、高铁进站、酒
店登记……人脸识别在身份验证领域的广泛
应用已为人们所熟悉。如今，在下单、发
货、取快递一整条网购产业链中，“刷脸”正
成为主角。

据了解，从2017年9月起，菜鸟网络就
已开始在“刷脸取件”上布局，至今已产生
超百万次的刷脸记录。在菜鸟智能快递柜，
消费者如果是首次使用人脸识别功能，需要
在快递柜上绑定手机、录入人脸，完成后即
可选择“刷脸取件”。

与此同时，针对有消费者担心应用人脸
识别会无法请他人代取快递的问题，菜鸟智
能柜在应用新技术之外，依旧保留此前所使
用的输入取件码等取件方式，打消了消费者
的顾虑。

在“刷脸取件”的技术设计中，应用了
多种安全机制，以确保用户安全取件。技术
提供方曾测试使用照片、视频等方法试图

“骗过”人脸识别，但均告失败。除此之外，
现在的“刷脸取件”系统设置了语音助手，
可主动沟通，让收件人自主选择是否把货物
存放于快递柜中。菜鸟智能柜高级工程师赵
德山说，根据早前试点应用的百万次“刷脸
取件”记录来看，尚未发现误识导致误取包
裹的状况，由此可以看出技术已较为成熟。

用途广泛，“刷脸”场景多

2018年中丰巢开始在智能快递柜的寄件

核身中批量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如今，这项
功能也应用到消费者取件环节。“刷脸取件”
无疑开启了网购时代新的体验，逐渐成为一
种智能、便捷的新风尚。

在北京国贸附近工作的李女士堪称“刷
脸达人”，自从在手机上尝试人脸识别功能之
后，不少“刷脸”功能她都要尝尝鲜。李女
士告诉记者，自己单位楼下的丰巢快递柜就
有“刷脸取件”系统，她使用过几次觉得不
错，但也希望新技术广泛应用时在细节之处
可以多做考量。“我的身高有1.7米，在女生
里面不算矮，但是对准刷脸镜头时还需要微
微踮脚，对于身材不高的消费者来说就不太
方便了。”李女士说。细微的瑕疵并不影响新
技术为人们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广泛便利，“靠
脸走遍天下”的时代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发展，AI
（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模型能够提供越来越精
细的图像分析结果，人脸识别的众多应用场
景也被一一激活。

数据安全，技术来助力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丰巢智能柜已
经覆盖全国100多个重点城市，实现15余万
个网点布局，目前在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的市场占有率超过70%，而菜鸟智能柜多
数覆盖全国大中城市。

随着人脸识别取件的进一步推广，用户
使用量逐渐增多的同时，对数据安全的考量
成为诸多消费者关注的重点。有消费者表
示，对于“刷脸取件”这样的新鲜事物，自
己愿意去尝试，但出于隐私保护，还是会对
录入人脸信息持犹豫态度。人脸识别在快递
取件中的全面铺开仍需要时间。

对于人们所关心的隐私信息安全问题，

菜鸟驿站方面表示，通过技术攻坚和灰度实
施优化，团队研发了适合室外环境的人脸识
别技术，并设置环环相扣的身份验证交互流
程，保证取件安全。拿取包裹的场景下，人
脸识别可以兼顾安全性与便利性。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技术原因，现阶段
用于普通公众人脸识别的精准度还无法达到
100%，识别出现误差的情况客观上的确存

在，但是随着技术发展的不断推进和探索，
精准度会持续向“万无一失”靠拢。

行业分析人士认为，人脸识别技术由于
要搜集用户的面部特征等相关数据，关系到
用户个人隐私安全，如何保障数据规范使
用、无外泄风险，需要相关企业从技术层面
着手，未雨绸缪，做好保障和防范措施。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在浙江杭州闲林社区一家菜鸟驿站，用户正在刷脸取快递。

即使野菜不一定是“绿色蔬菜”，但仍然有不少人喜
欢吃。那么，在野菜的摘食过程中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上官法智建议，在食用野菜时，我们应当选择生长环境
比较好、没有污染的植株；同时也应当科学采摘，尽量不要
挖根，只采集其茎叶部分，还要注意不可过量采集，导致该
物种的生存繁衍受到影响。而在野菜物种的选择上，在没有
专家的指导时，尽量选择人们普遍食用、自己熟悉的植物。

此外，烹饪野菜时要注意洗净，最好用热水焯烫。一
来可以通过热水浸泡去除一定的天然毒素，二来可以通过
焯烫去掉一部分野菜中的草酸；进食野菜时应当适度适
量。如果吃野菜上瘾反而有可能因摄入过多膳食纤维而加
重肠胃负担，导致身体不适。

（据《科技日报》）

近日，网上流传“第三代身份证增加新功
能”的消息，其中新增定位功能的传言引发热
议，很多网友觉得“定位功能”严重侵犯个
人隐私，之后官方辟谣：第三代身份证不存
在定位功能，网传消息不实。

第三代身份证新增定位功能纯属子虚
乌有，但定位软件侵犯个人隐私要负法律
责任却已有真实案例。江苏南京警方破获
一起通过技术定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案，这起案件在全国也属首例。目前，犯罪
嫌疑人已被公诉。

去年1月，陈某在饭店吃饭时被讨债人
围堵，随后陈某报案，警方调查发现，讨债人
是通过一款即时定位软件找到的陈某。

这种软件如何实现定位追踪？公民在使
用聊天软件时该怎样保护自己的隐私？使用
定位软件追债是否触犯法律？

使用手机被无端定位防不胜防

2018年1月20日，南京市公安局鼓楼
分局接到一起报警，一名男子称，讨债人员
利用手机定位软件，实时定位到了他聊天账
号的位置，结果对方找上门，使他人身安全
受到威胁。报警人陈某表示愿意还钱，但他
想搞清楚，讨债人是怎么找到他的。

警方介入后，讨债人员承认，确实是通
过手机软件定位到对方位置的。

原来，陈某平时爱用一款手机聊天软
件，他们就从网上买了一款定位软件，很快
找出他的具体位置。民警发现，这款叫

“APP神探”的定位软件能对多款主流聊天
工具进行实时定位。

经过侦查，“APP神探”开发销售者吴某
被警方抓获。据他交代，自己开发的“APP神
探”一般卖给调查公司或者专业的讨债公司。

根据警方介绍，这款“APP神探”使用方
法很简单，只需把聊天软件账号输进去，点查
询，就可以查询静态位置或动态轨迹。

“这款聊天软件有好友互相定位的功能，
好友知道你的大概位置，本身不是很精准，但
如果他有几个好友，通过三角定位计算的原
理，就可以把这个位置计算得更准确。”东南
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凌振告诉记者。

如果查询者不是对方好友也能进行定位
查找吗？凌振的回答是肯定的。

“很多软件提供查找周边的人的功能，
我们可以设计一个程序向服务器发起找人的
请求，并框定一个大概的位置，比如南京市
新街口，服务器就会列出新街口周围的人，
反复查询几次后如果找不到想要的人，那就

换一个位置继续查询，甚至可以把南京所有
的GPS点都逐个找一遍。”凌振说，这是最
简单最暴力的方法，也是合法的搜索，因为
服务器提供了这样的功能。

那么，这款APP定位精度有多高？警方多
次实验表明，精确位置只相差20—50米。

有空可钻折射网络安全漏洞

警方审讯得知，吴某计算机专业毕业后
做起了技术员。他喜欢黑客技术，一个偶然
机会看到网上有人卖手机聊天工具定位软
件，但使用功能很一般，就想自己开发定位
精度更高的软件。没多久，他破解了一款手
机聊天程序的位置信息防护系统，开发出

“APP神探”，通过QQ群、微信群、聊天室
等网上渠道销售。

目前，各种手机APP在使用时，都要获
取个人通讯、位置等信息的授权。这些个人
信息是否得到各个平台安全保护，很多人心
中是存有疑问的。

记者在网上简单搜索，就找到多家号
称提供手机定位功能的厂商。有厂商声称
只要提供手机、微信或QQ号就可以定位，
单次定位几百元，交一部分定金，位置出
来后付清尾款。

相关专家表示，类似定位软件使用的
技术原理可以用在很多APP应用软件上，
风险极大。

凌振认为：“如果聊天软件提供的增值服
务中，有查找陌生人的功能，并且没有对GPS
位置进行噪声干扰，或是对大量的重复查询
进行限制、验证，那就是服务器的漏洞。”

据记者了解，之前国内另一款著名的
即时通讯软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经过升
级已经堵上了这个漏洞。但是，在黑客界
还有一些模拟虚假GPS位置信息的手段，
比如用一种可发射GPS、蓝牙WiFi等信号
的设备，配置一个程序，就可以发射出虚
拟的位置信息，从而欺骗软件服务器，达
到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个人应该有一些功底，再加上网上的
黑客教程很多，潜心钻研一下，开发这款

‘APP神探’的确不是什么难事。”凌振说。
专家介绍，黑客攻击主要是研究软件或

服务器的结构原理，反向分析查找漏洞，通
过漏洞盗取所需信息，或者“合法”地发送
请求，获取海量数据进行计算分析。

根据腾讯安全发布的《2018年度互联
网安全报告》显示，2018年曝光了大量利
用家庭和工作场所中成千上万的存在安全漏
洞的物联网设备，生成流量而发起的大型
DDoS攻击，这种情况在今后或将继续。

缺乏保护的网民或网上裸奔

过去，公民的个人隐私掌握在个人手
里；现在，当我们享受互联网的便利时，也
将隐私作为交换上传给机房的服务器。如果
不加以保护，那么所有人都将在网上裸奔。

专家认为，软件的一些权限需要用户自己
去判断，提高安全意识、隐私保护意识。此外，
相关企业、行业组织和国家机关，应加强对网
络安全标准的制定、企业违规行为的处罚。

“比如这个案件，你一直关着GPS，他怎
么也查不到你。”凌振说，在一些看不到的地
方，更需要用户加以注意。不论是手机APP还
是其他的智能设备，安全漏洞不可能百分之
百杜绝，总会存在被攻击的可能性。

专业从事网络安全攻防研究的凌振发
现，许多智能设备或多或少都有安全问题存
在，“我们会定期对市面上在售的智能设备进
行攻防演练，前不久我们分析了一款智能插
座，几个月就破解了，就是这么简单。”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就看是谁在用它。
此案中，吴某是计算机专业毕业，但是所学
知识没有用在正道上，这也让凌振等教师感
到无奈。他认为，高校必须加强科研伦理教
育，告诉学生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
可以做，“虽然你掌握了这个技能，并不代
表你可以用它为所欲为。”

“目前的数据搜集技术已经非常高效，
但是缺少有效的控制和评价手段，这就像一
个小孩拿着自动步枪玩耍，谁也不知道危险
会在何时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东南大学
伦理学副教授程国斌说。

而对于技术使用者的伦理和法规要求，
现阶段仍是支离破碎和虚弱无力。例如，去
年支付宝收到罚单，因其存在个人金融信息
收集不符合最少、必需原则，以及存在对个
人金融信息使用不当的行为。但是，其付出
的代价只有区区 5万元。难怪有网友称，

“这处罚也就是罚酒一杯”。
法律人士指出，除非是依照法定的需要

进行调取，或者说经过当事者本人的同意，
除此以外，任何人、组织获取公民的定位信
息，都是一种违法行为，达到了一定的数量
之后，就可能涉嫌构成违法犯罪。APP的运
营商、生产商，如果研制出这样的定位软
件，软件本身存在技术上的漏洞和安全隐
患，使用者定位信息能轻易被黑客破解、盗
取，那么，由此给消费者造成的相关损失，
APP的生产者和运营商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
任。 （据《科技日报》）

ｋ 辟 谣

野菜抗癌纯粹是个伪科学命题
春夏时节，草木萌发，各种植物纷纷吐露新芽，又到

了一年采野菜的好时节。近日，有媒体报道，北京各大公
园被“挖野菜大军”占领，特别是奥林匹克公园和东坝郊
野公园，大片二月兰被“掐尖”，蒲公英也被连根拔起。

但是路边的野菜真是不采白不采吗？关于野菜，你有
哪些错误的认识呢？

野菜也称野生蔬菜，通常是指在野外自然生长未经人工
栽培的，根、茎、叶、花或果实等用作蔬菜食用的野生或半野
生植物，在我国有悠久的食用历史。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共有
野菜213科、约1800多种,常见的野菜约200多种,总的分
布呈南多北少,与植物资源的丰富程度相一致。按质地野菜
可分为草本植物、藤本植物、木本植物；按食用部位可分为茎
菜类、叶菜类、花菜类、果菜类、根菜类和菌类等六大类。

提起野菜，很多人认为，它们未经人工施肥、撒农药，
不会残留有毒有害化学物质，因此野菜的安全性更高、更
绿色。但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工程师上官法智告
诉科技日报记者：“野菜分属于不同的属种，在安全性、
食用性、药理性上都不能一概而论。”

事实上，大部分野菜虽是自然生长的，但并不算绿色
食品。绿色食品不仅要求产地的生态环境优良，还必须按
照农业部绿色食品的标准生产并实行全过程质量控制，只
有经过专门机构认定获得绿色食品标志的安全、优质产品
才是真正的绿色食品。

现代社会已经让许多地方的水源、土壤中含有过量的
重金属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这些物质可能会被野菜吸
收，并在植物中富集；汽车排放的尾气、空气中的污染物
也会在野菜叶片表面沉积。长在公路、工厂附近的野菜，
受到污染的风险会大大增加，它们看上去干净鲜嫩，但如
果食用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潜在危害。

野生的就是绿色蔬菜？

安全性和生长环境有很大关系

最近，自媒体上一篇题为《有些野菜能抗癌，快看看
一起学习学习》的文章广为流传，文中提到吃鱼腥草、车
前草、蒲公英等野菜能够治疗癌症，说得人恨不能每天吃
上一筐。

临床上，烷化剂、抗代谢药、激素、免疫制剂和一些
植物类抗癌药，的确可杀灭部分肿瘤细胞。这些药物作用
于肿瘤细胞生长繁殖的不同环节，可抑制或杀死它们。其
中，植物类抗癌药可以抑制有丝分裂或酶的作用，从而阻
止细胞再生必需的蛋白质合成。植物类抗癌药常与其他抗
癌药合用于多种癌症的治疗，最有名的植物类抗癌药，当
属来源于红豆杉的紫杉醇，临床应用广泛。

但包括红豆杉在内，植物含有的天然抗癌成分含量非
常之少。人们熟知的鱼腥草中，有一种叫“槲皮素”的有
效成分，国外已有人证实它能抑制一种肉瘤病毒和诱发肿
瘤的人疱疹病毒，这也是鱼腥草被大多数人曲解能抗癌、
防癌的主要证据之一。与红豆杉同理，鱼腥草中槲皮素的
成分也很低，以我们人能够吃下去的食物量来看，根本就
达不到起抗癌作用的有效药物浓度和剂量。

“目前没有哪种野菜真正被科学地认可为抗癌植物或
者药物，因此野菜抗癌纯粹是个伪科学命题。”上官法智说。

车前草、蒲公英等野菜能抗癌？

我们吃的那点儿量起不到抗癌作用

早些年，野菜是缺衣少吃的代名词，难登大雅之堂，然
而近几年它们却成了“营养健康”的代表。一些人认为野菜，
特别是一些有苦味的野菜，比普通蔬菜更加有营养。

上官法智说，野菜和我们常吃的蔬菜一样是一个很大
的范畴，不同的野菜有着自己的营养优势和特点，不可一
概而论。由于生长的环境需要更长的生长周期，通常野菜
比家菜会更有风味。

纤维、草酸，以及一些生物碱等物质给野菜带来了独
特的风味，但也会影响一些营养素的吸收，甚至具有轻微
的毒性。

河北省邢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郑宝智等人研究认为，
野菜种类多样，有些野菜属于食药两用植物，植物体内含有
某些有毒物质，如果不经过加工处理，食用可能就会对人体
造成伤害甚至危及生命。如灰条菜、苋菜等，含有一种光敏
物质，人过量食用，又经阳光照射后可能会引起过敏反应。

上官法智告诉记者，一些作为药用植物的野菜，除了
已知的天然活性成分功能外，其毒理性研究和评价往往不
完善，少量食用或可获得很好的药用价值，但作为蔬菜过
量食用，对健康的作用或许适得其反。

野菜千百年来都只是野菜，而没有升级成普通蔬菜或
药材，说明它们并不完美。而且其整体营养价值并不会比人
工栽培的蔬菜高多少，过分迷信野菜的营养价值毫无必要。

野菜比蔬菜更有营养？

过量食用或许反而危害健康

如何食用既科学又安全？

选择熟悉的品种洗净、焯烫、适量食用

刷脸取件，让快递更方便

ｋ科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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