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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就在身边 擦亮您的双眼 我们与您同行 共创美好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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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趣图

文·本报记者 王婷婷

国宝大熊猫，一向以黑白两色示人，但也有罕见的例外。由于某种基

因突变，有些大熊猫会呈现出棕色或褐色，如同穿上了一件特别的外衣。

科学家还没有确切地了解大熊猫体色变化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大

熊猫控制黑毛的基因是显性的，但控制棕毛的基因是隐性的。因为是

隐性基因，所以棕色大熊猫的出现，其父母必须都具有该基因。不过这

种情况出现的概率很小，因此棕、褐色大熊猫十分罕见，只出现在秦岭

山区某些孤立的种群中，也或许是秦岭山区独特的环境因素造就了这

种罕见现象。

大熊猫

基因突变

身着棕色“外衣”

可持续能源和汽车设计的一个突破使一个工程师团队建造出世界

首辆太阳能家用车。这个荷兰科研组制造出世界首辆“正能量”汽车。

这种汽车制造的能量比它使用的能量多。另外，它有足够的空间容纳

一个四口之家。

这辆名为“斯特拉”的汽车顶部装有大型太阳能板，在没有阳光的

日子里可行驶 250英里（约合 400公里）。在充满电的情况下，它在晴天

里最多行驶 420英里（约合 672公里）。

它的行程比一辆先充电后使用的标准电动汽车多近两倍。这辆汽

车由最先进的优质铝和碳纤维等轻质材料制造，仅重 380公斤，比普通

电动汽车轻很多。

世界首辆

太阳能家用车

仅重380公斤

扫描电子显微镜下的这束花，只有大约50微米宽。研究人员利用简

单的初始材料氯化钡和硅酸钠，自组装生成晶体。材料在溶液中会随着

环境条件，例如温度、酸度和二氧化碳总量，生长成不同形状的晶体。

这种在萌芽水珠基底上生长的钉状花朵，展现了研究人员驾驭新

技术来设计复杂花样的能力。在此之前，研究人员尝试过通过设置初

始条件，任其生长来制造三维微结构。而这次是研究人员第一次能够

设计一种明确的结构。

纳米雕塑

康乃馨花束

仅50微米宽

摄影师日前在南极洲拍摄到了一组很有趣的照片：一只企鹅在岸

边对着自己映在水中的倒影反复欣赏，有 10分钟之久。

一只南极企鹅在纳克港入口的一个水池边驻足，它凝视着自己在

水中的倒影足有 10 分钟，虽然它反复几次想要离开，却又急忙回来继

续欣赏自己的倒影。

摄影师表示：“一些其他企鹅来到水边只是喝水然后离开，它们中

没有一个会看自己的倒影。之后这只自负的企鹅出现了，我对它的行

为感到挺惊讶的。”

企鹅

“照镜子”十分钟

欣赏自己倒影

指纹、面容、虹膜……我们的身体密码在未

来将带给生活许多改变。

随着生物识别技术的不断发展，钥匙、密

码或许已无必要存在，只要你给一个眼神，家

门就能为你打开；去银行取款，无需带卡，刷脸

即可，也不必担心账号被盗；家中来了陌生人，

视频监控会立即发出报警声；网上购物，只要

看一下摄像头，就能实现资金的支付和流动；

登陆社交网络，可以瞬间找出同一张脸出现在

网络好友圈中的所有照片；超市老板根据人脸

分析结果，就能统计当天光顾的客户数量和年

龄分布，用以分析销售情况，广告商也能据此

提供更为精准的定向广告；想要进行盗窃等犯

罪活动的人也得好好掂量掂量，不存在伪造身

份的可能，还有无处不在的摄像头能快速“揪

出”坏分子……

“生物识别技术在社会中的广泛应用，能够

全面提高人们生活的安全系数，实质上也能提升

人与人互信的基础。”中科院自动化所孙哲南副

研究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些独一无二的

身体密码的实际应用，最终会改变人们生活与交

往的原貌。

未来展望
“身体密码”将改变我们的生活

人脸识别、虹膜识别、指静脉识别……从前，只

是出现在科幻电影中的这些炫目科技，已经逐渐走

入了我们的生活，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生物识别
解密“身体密码”

日前，二代身份证被爆存在“先天缺陷”，挂

失后无法注销从而容易被人冒用。对此，公安机

关表示，将加快推进居民身份证登记指纹信息工

作，同时加大打击买卖、冒用他人身份证违法犯

罪活动的力度。有业内人士表示，我国二代身份

证目前只存储了单纯的身份信息，容易被冒用。

植入指纹识别和虹膜识别等技术后，就可以多几

道防线。

指纹识别，这一关键词近日还出现在另一

则消息中。新一代 iPhone 将于 9 月 10 日亮相，

有消息人士指出，指纹识别扫描将会成为新款

iPhone 中最强大的杀手级功能。据称，在智能

手机中加入指纹识别功能，不仅能够提高安全

性，还能够让移动支付过程变得更加便捷。 从

二代身份证到新款 iPhone，指纹识别近期可谓

“风生水起”。作为生物识别技术中的一种，指

纹识别已经并不神秘，指纹打卡、指纹 U 盘、指

纹锁……许多应用给我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了安

全、便利。

除了指纹识别，还有人脸识别、虹膜识别、指

静脉识别等技术，它们共同构成了生物识别的大

家族。从前，只是出现在科幻电影中的这些炫目

科技，已经逐渐走入了我们的生活，并改变着我

们的生活。

新闻缘起
从二代身份证到新款 iPhone 生物识别“风生水起”

生物识别技术主要是通过可测量的身体或

行为等生物特征进行身份认证的一种技术；而生

物特征是指唯一的可以测量或可自动识别和验

证的生理特征或行为方式。

生物识别技术专家、国家生物特征识别技术

标准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

授、副院长李文新指出，生物特征分为身体特征和

行为特征两类。身体特征包括：指纹、手的静脉血

管，掌型、视网膜、虹膜、人体气味、脸型、骨骼和

DNA等；行为特征包括：签名、语音、行走步态等。

人类的生物特征通常具有唯一性、可以测量

或可自动识别和验证、遗传性或终身不变等特

点，因此生物识别认证技术较传统认证技术存在

较大的优势。

名词解释
何为生物识别

指纹识别即指通过比较不同指纹的细节特

征点来进行鉴别。由于每个人的指纹不同，就是

同一人的十指之间，指纹也有明显区别，因此指

纹可用于身份鉴定。

我们二代身份证应用的指纹识别技术它的

优势就是应用比较方便，应用时间长，认知度

高，但就像很多大片里的情节一样，指纹是一种

很容易被窃取和复制的特征，安全性较低。此

外，指纹特征的稳定性较差，脱皮、表皮茧子，干

湿状态都会影响指纹的应用，二代身份证采集

过程中像农民、工人等群体会出现大量无法采

集的问题，由于指纹到处能留下痕迹，对公安刑

侦较为有利，但由于容易复制，也为反刑侦带来

了便利。

性能 PK
指纹识别：应用最广

人脸识别技术是基于人的脸部特征信息进

行身份识别的一种生物识别技术。用摄像机或

摄像头采集含有人脸的图像或视频流，并自动在

图像中检测和跟踪人脸，进而对检测到的人脸进

行脸部的一系列相关技术，包括人脸图像采集、

人脸定位、人脸识别预处理、记忆存储和比对辨

识，达到识别不同人身份的目的。

李文新指出，人脸技术是目前受关注比较多

的生物识别技术，是一种方便采集的特征，但由

于人脸是三维的，受光线、表情、胖瘦、毛发，运动

影响很大，同时由于也是表面特征，容易被伪造

复制，用于做身份识别、刑侦时稳定性及安全性

较低，如果技术有所突破，在公众安全等领域应

用广泛。

人脸识别：方便采集

虹膜技术是利用人眼睛虹膜的纹理特征的

一种识别技术。虹膜是人眼中瞳孔内的织物状

各色环状物，每一个虹膜都包含一个独一无二的

基于像冠、水晶体、细丝、斑点、结构、凹点、射线、

皱纹和条纹等特征的结构，据称，没有任何两个

虹膜是一样的。

李文新认为，虹膜识别从技术指标上来说是

比较精确的一种，但在使用上需要通过红外光或

虹膜识别：比较精确

可见光照射眼睛取得图像，使用者配合程度低，

有较高的心理排斥性，因此不适用于身份证这样

的大人群应用。此外，目前市场上出现的美瞳等

产品能改变虹膜的特征，比较容易复制。

据了解，虹膜识别技术，目前已经在我国煤

矿工人考勤、监狱犯人管理、银行金库门禁、边境

安检通关、军队安保系统、考生身份验证等领域

实现应用。

指静脉识别技术是一种新的生物特征识别

技术，它利用手指内的静脉分布图像来进行身份

识别。

医学研究发现当用近红外线照射手指时，静

脉中流动的血红蛋白会吸收近红外线从而形成

血管的影像，通过传感器可以获取手指静脉的图

像，并经算法处理形成特定的指静脉特征模板。

经过医学的验证，每个人的手指静脉血管影像都

不一样，形成的模板是一种独特的生物特征，可

用于进行身份的识别。

李文新介绍，指静脉识别技术区别于指纹虹

膜、人脸等其它生物识别技术，在于其生物特征

载体静脉血管位于手指内部，除非是复制一根活

体手指，否则流动的血液形成的血管图像通过普

通的技术手段很难获取及被复制，是非表皮特

征、非接触技术、安全、高效、方便的。

专注于指静脉识别技术研发的燕南科技董

事长李向明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在当今众多生物

识别技术中，指静脉技术是安全级别及技术指标

是最高的，使用习惯和指纹类似，其广泛的应用

及在大部分领域补充或替代指纹技术，将是未来

身份识别的趋势。

指静脉识别：安全性高

2012 年 6 月，在福

州市开始运行的智慧

校 车 ，配 备 了 指 纹 识

别 系 统 ，驾 驶 员 登 车

启动车辆前须通过指

纹 识 别 ，防 止 非 校 车

驾驶员驾驶校车状况

的发生。

智慧校车

指纹启动

科技日报讯 8 月 2 日至 13 日，2013 中国国际太阳能十项

全能竞赛在山西省大同市举行。在此期间，22 支来自 13 个国

家、35 所大学的参赛队伍带着新型太阳能绿色环保应用技术

的“太阳屋”，在大同这座历史文化古都展开全方位竞赛。

国际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Solar Decathlon，SD）是由美国能

源部发起并主办的，以全球高校为参赛单位的太阳能建筑科技竞

赛。其目的是借助世界顶尖研发、设计团队的技术与创意，将太

阳能、节能与建筑设计以一体化的新方式紧密结合，设计、建造并

运行一座功能完善、舒适、宜居、具有可持续性的太阳能住宅。希

望通过竞赛加快太阳能产业的产学研融合与交流，推进相关技术

创新、发展和商业化。

大赛要求在竞赛期间每支参赛队建造一栋 60—100 平米的

太阳能住宅，每个参赛的太阳能住宅完全由太阳能设备供给所

有运行能量，并满足日常生活要求：配备电视、冰箱、烹调灶具、

洗碗机、洗衣机和计算机等日常家用电器及家具等生活设施。

大赛将全面考核每个参赛作品的节能、建筑物理环境调控及能

源自给的能力，通过十个单项评比确定最终排名，因此称为“十

项全能”竞赛。

SD 大赛，迄今已经举办过 7 届,吸引了来自美洲、欧洲、亚洲

的 100 多所大学参加，SD 决赛现场每年都有几十万的民众前往

参观。

（吴佳珅）

2013国际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在大同举办

科技日报讯 以“共圆中国梦，展我中华志”为主题的 2013

“人民要闻视频网杯”全国第二届“当代中国书画艺术名家”创作

联谊笔会，8 月 18 日在北京举办。艺术家们现场挥毫泼墨，各献

绝技。其中，书画家联袂推出的巨幅长卷“我的中国梦”，全景式

地展现了中华儿女弘扬时代主旋律，共同向往美好、实现幸福伟

大梦想的愿望，成为笔会活动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此次联谊笔会由中国健康产业工作委员会、人民要闻视频

网、中国基层党组织建设网、北京中传闻媒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等部门联合举办。海内外书画艺术界名家、社会各界知名人士

近 100人出席，即兴创作了 300余幅作品。 （尹传红）

书画艺术名家创作联谊笔会举办

科技日报讯 日前，生产规模国内最大的新

能源热水产品基地、位于佛山市高明区杨和的

万和新能源热水产品生产基地一期工程投产一

年。据统计，2012 年万和共有 56 个型号 112 款

一级能效冷凝热水器产品中标国家节能补贴，

创下燃气热水器行业中标产品数量之最。同

时，在国家节能补贴燃气热水器市场，万和以超

四成的销量占比稳居行业第一。而在国家政策

退市后，万和率先试水“企业版”燃气热水器节

能补贴，肩负龙头企业的责任，坚持推广普及冷

凝热水器。

目前，节能减排及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全球

趋势。作为国内生活热水系统和厨房电器领域

的龙头企业，万和的技术创新也转向太阳能、空

气能等新能源及传统燃气与新能源集成热水系

统领域。

早在 2008 年，万和已在业内率先推出两

种或三种能源集成的混合动力热水系统，该系

统通过智能控制解决了单一能源产品在家庭

热水供应中的使用局限，实现各种能源产品的

优势互补，为消费者带来智能化和节能化的家

庭热水生活系统解决方案，主导热水生活方式

的变革。

创立于 1993年的万和，今年迎来了 20周年

庆典。坚持技术创新是万和持续领先的关键，

通过技术创新，万和不断推动行业技术升级和

产品更新换代。

1992年 8月自主研制出国内第一台超薄型

水控式全自动燃气热水器，该产品当年被列为

国家星火计划项目，掀开了国内燃气热水器行

业的新篇章。万和水控式全自动燃气热水器的

出现，率先解决了燃气热水器的启动便利性问

题，可实现即时沐浴，极大地方便了消费者，引

领国内热水器进入了“水阀一开、热水即来”的

时代。

1994 年万和再度开发出国内首创的微电

脑控制强排热水器，又一次被列入国家星火计

划项目，并有五项技术填补当年国内空白。依

托最新技术，万和产品迅速打开市场，销量迅速

跻身行业前三。强排式燃气热水器可将燃气不

充分燃烧时产生的一氧化碳排出室外，消除一

氧化碳中毒的安全隐患。万和再度走在了行业

前列，保障消费者的生命安全。

相比普通燃气热水器，冷凝热水器节能省

气 1/4 以上，推广使用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早在 2000 年，国内燃气热水器企业万和

就已开始对冷凝式热水器的技术进行研发和

实验。2001 年，国内第一台冷凝热水器在万

和诞生，据广东省科技厅科技成果鉴定报告

显示为“国内首创”。2008 年，万和成功突破

“全预混催化燃烧技术和冷凝换热技术在热

水器上的应用”，使冷凝式热水器热效率最高

可达 107%，远超国家节能补贴 96%的热效率

能效门槛，达到国内最高纪录及全球领先水

平。

（王婷婷 施宇）

新能源热水器以创新降能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