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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轮

车轮，被认为是继取
火术之后人类最伟大的发
明。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罗伯
特·路威曾断言：凡使用轮
车的民族，无一不是直接间
接从巴比伦学来的。

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
平原南部的苏美尔人，建立
了已知人类最早的文明。在

6000多年前，苏美尔人在陶
器制作中率先使用了圆盘制
陶轮。借助陶轮的旋转，制
作者可以不断改变器皿的造
型，成批制作陶器。

可能是受陶轮的启发突
发 奇 想 ， 大 约 在 5200 年
前，苏美尔人把数块木板拼
成圆形，再将饰扣将其固定
在一起，再和轴钉在一起，
这就是最早的车轮。到公元
前 3000 年时，已将轴装到
手推车上，轮子不直接和车
身相连。

随后，赫梯人将其改良
成为轮辐式的车轮，加快了
马车行驶速度。 晚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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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口罩也能“刷脸”
担心新冠肺炎病毒感染，不

敢摘口罩？现在，戴着口罩也能
“刷脸”。近日，全国不少工厂、
企业、社区出现这样的场景，用
户戴着口罩刷脸打卡，短短几秒
就完成了身份识别、体温检测，
大大降低了人员密集场所感染新
冠病毒的风险。

为保障全国复工复产，以百
度、商汤科技、云从科技等为代
表的企业开发出诸多戴口罩人脸
识别产品。未来，戴口罩人脸识
别有望进一步扩大应用。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的“好奇”号日前
拍摄到了火星地表迄今最清
晰全景图，将火星荒凉表面
清晰地展示于世人眼前！据
NASA网站近日报道，这张
图像由“好奇”号在 2019
年感恩节假期期间拍摄的
1000 多张图像合成，高达
18亿像素。

“好奇”号桅杆主照相
机的远摄镜头拍摄了火星全
景图；而中角镜头拍摄了一
张 分 辨 率 较 低 （6.5 亿 像
素） 的火星全景图，“好
奇”号的甲板和机械臂也被
拍摄了进去。

这两幅全景图都展示了
格伦·托里登地区的全景，
这是“好奇”号正在探索的

“夏普山”一侧的区域。

“ 好 奇 ” 号 在 连 续 4
天、每天超过 6.5个小时才
能拍摄完单张照片。操作人
员编写了复杂的任务列表，
其中包括确保图像聚焦。为
确保照明一致，他们将成像
时间限制在火星当地时间的
正午至下午2点之间。

“好奇”号项目科学家阿
什温·瓦萨瓦达说：“虽然我
们团队中的许多人都在家中
享受火鸡盛宴，但‘好奇’号
却给我们带来了一场图像盛
宴，这是我们在执行任务期
间第一次让‘好奇’号专注于
立体360°全景成像。”

2013年，“好奇”号同
时使用照相机和黑白导航摄
像机拍摄了 13 亿像素的火
星表面全景图。

据《科技日报》

火星最清晰全景图“出炉”

老技术“玩”出新花样

人脸识别技术包括图像采
集、人脸定位、身份确认等多种
学科。早在 20世纪 60年代，科
学家就开始了对人脸识别技术的
研究。他们发现，人类的面部信
息，如眼角点位与鼻翼点位的距
离比值是固定不变的，利用这一
规律可以确定每个人的身份。目
前，人脸识别技术成熟度较高，
识别准确率和速度高于肉眼。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泰尔
终端实验室副主任杨正军表示，
以前的人脸识别主要是针对全
脸进行扫描。疫情暴发后，研发
人 员 考 虑 到 居 民 戴 口 罩 的 情
况，加强了对眼睛、眉毛等重点
区域的识别。

疫情期间应运而生的戴口罩
人脸识别能否仍保持高精度？北
京邮电大学模式识别实验室教授
邓伟洪坦言，戴口罩人脸识别技
术其实是一项“老”技术。此前，
研究人员在解决军事问题时就曾
长期研究过该技术，并发展出诸
多成熟应用。因此，该技术的稳
定性和准确率是有一定基础的。

以往的技术基础并没有完全
打消人们对戴口罩人脸识别“先
天不足”的顾虑。相较于以往，
口罩遮挡住面部，这使得人脸识
别系统收集到的面部信息大量减
少。邓伟洪表示，人脸识别的关
键信息集中于眉毛和眼睛，只要
模型训练得当，戴口罩人脸识别
的准确率并不会大幅下降。

此次疫情让这项小众应用走
入大众生活。随着该技术的普

及，其应用场景将向个人消费、交
通领域、教育行业等方面延伸。

技术实现方式不尽相同

尽管戴口罩人脸识别产品五
花八门，但这些产品大多基于人
工智能 （AI） 神经网络卷积技
术。各研发机构在此基础上进行
了一些调整。以三维人脸识别技
术为例，该技术利用人脸未遮挡
部位的三维几何信息进行三维人
脸识别研究，通过增加有限区域
的面部信息采集数量，构建精细
的用户面部立体结构信息，从而
实现面部识别。

为了提高识别准确率，局部
特征与人脸全局特征相结合的方
法也备受青睐。“该方法对训练
数据的规模有要求，通常要求数
十万到百万级别的样本量，投入
巨大，往往只有资金雄厚的开发
者才能实现。”邓伟洪说，不可
否认的是，在图像质量有保障的
前提下，训练数据规模越大，识
别准确率越高。

此外，为了尽可能获得个体
信息，一些人脸识别技术还采集
着装、体态、发型等人体信息，
以提高识别准确率。还有一些技
术另辟蹊径，通过图像重构网
络，将佩戴物件如眼镜、口罩、
帽子等的人脸图像重构为未佩戴
物件的人脸图像，进而通过比对
实现人脸识别。

邓伟洪表示，有些实现方式
可能“看起来很美”，但实现难
度非常大，识别稳定性也难以保
持，使得技术走向应用步履维

艰。不过，从研究角度看，这种
“百花齐放”更有益于学科发展。

按需打造个性化应用

戴口罩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
并不难。杨正军介绍称，目前，
大多数人脸识别App和硬件设备
直接采购上述研发公司提供的戴
口 罩 人 脸 识 别 的 软 件 包/工 具
包，经过调试后就能使用。“常
规的软件包/工具包基本能满足
现实应用，并且省去了开发时
间。”杨正军说。

为了赋予应用方更多自主
性，目前部分研发企业也开放了
软件包/工具包，应用方可在短时
间内获取到口罩识别佩戴模型。

日前，百度通过飞桨 Pad⁃
dleHub 对外开源了口罩人脸检
测及分类模型。该模型可以有效
检测密集人流区域中的所有人
脸，并判断其是否佩戴口罩。中
国石油集团下属信息技术公司中
油瑞飞上线的一款AI口罩检测
应用就基于该开源模型。据了
解，该应用可对工作区域内未佩
戴口罩的人员进行识别并语音报
警，识别准确率达96.5%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戴口罩人脸
识别系统并非只能用于疫情期
间。邓伟洪介绍，疫情之后，相
关应用系统可调试成常规的人脸
识别模式，最大限度降低应用方
的投入成本。此外，在公安抓逃
（犯罪嫌疑人的反侦察手段常遮
挡面部）等安防场景中，面部遮
挡的人脸识别技术也有很大施展
空间。 据《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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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亮奇酒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原黄河假日酒店）是漯河市一家综合性酒店业管理公司。现旗下拥有酒店、熟食
店、农业公司及商贸公司。经营业务有餐饮、住宿、会议、婚喜宴、商贸、熟食、食材一站式配送和企事业单位食堂托管等。

酒店一直秉承“真材实料、绿色环保、匠心制作、健康养生”的经营理念和饮食文化，建立了自己的绿色原生态食材
专供渠道，实现了从农田到餐桌的无缝对接。为了让更多人吃到真正的绿色食品，亮奇还专门成立了专业餐饮管理团
队和食材一站式配送团队，承接企业、事业单位等食堂的食材配送和托管业务。在服务过程中赢得了消费者和托管单

位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诚信是企业的立业之道，营业之本，是企业持续

发展和增强市场竞争力的源泉。亮奇酒店管理公司
将继续加强诚信企业建设力度，持续为广大消费者提
供绿色健康的美味、优质贴心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