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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作的原因，我经常在国内飞来飞去，在

国内航班上总能听到这样的播音：“请您关闭手机

等电子设备，包括有飞行模式功能的手机。”这就

让我有点懵了，现在“飞行模式”功能已经是智能

手机的“标配”，为何飞机上不允许手机处于这种

模式，而是必须关机呢？

近日，北京首都机场发生多起乘客在飞机

上非法使用手机且拒不关机事件，落地后公安

机关依法对 3名涉案违法人员处以行政拘留处

罚。飞机上开机竟然是一种违法行为呢！为什

么在飞机上不关机会这么严重，让我们来听听

航空专家张宝鑫怎么说。

《民用航空飞行标准管理条例》明令禁止在飞机

上使用便携式电子设备，其中包括使用“飞行模式”的

手机。《中国民用航空局公安局关于维护民用航空秩

序保障航空运输安全的通告》也规定，在航空器内严

禁发生“在使用中的航空器内使用可能影响导航系统

正常功能的电子设备、妨碍机组人员履行职责等行

为”。这些法律法规都是执行行政拘留的客观依据。

其实，法律法规有其相应的科学依据。处于开机

状态的手机在飞机起飞和降落阶段，会搜索信号，而

手机使用的频率和飞机与塔台联系的电磁波频率有

一段是相近甚至叠加的，可能被当做是塔台发来的操

作信号，造成驾驶员误操作。处于高空飞行时，手机

虽然没有信号，但是它会不停地搜索信号。从一个区

域移动到另一个区域，快速飞行中手机需要不断重新

选择地面基站，这会加重地面基站的工作负担。

对于手机的“飞行模式”，它只是手机厂商开发的

一个功能，模拟了飞行时“没网”的状态。手机即使采

用“飞行模式”，也会产生电磁波和辐射干扰，只不过

相对较低。此外，有的“飞行模式”仅是关闭了通话功

能，有的是在硬件上停止基带芯片，还有的是关闭包

括 WiFi、蓝牙等一切无线连接……由此可见，各个手

机厂商对“飞行模式”的设置并不相同，尤其是有些手

机的制作成本比较低，技术标准也比较低，信号屏蔽

效果并不好，产生的电磁波和辐射就会更大。因此在

飞机上不能使用“飞行模式”而必须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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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航班为啥不让用飞行模式？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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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您提个醒

心理话

在刚刚过去的情人节，单身的你，除了被秀

恩爱的情侣，造成了一万点伤害之外，有没有再

遭遇父母催婚的致命打击？再往前的那个春

节，你有没有因为没对象不敢回家过年怕挨父

母数落？再细数之前的那些日子，你有没有时

常被父母逼着相亲？如果这些你都经历过，相

信一定会发出这样的哀嚎：“苍天啊，大地啊，为

啥天下的父母都如此热衷于催婚啊！”所谓知

己知彼，百战不殆。想攻克父母的催婚戏码，就

要先倾听他们的内心独白。

催婚缘于人类繁衍的使命感

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小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

人。在传统文化看来，一个未嫁娶的成熟个体，是

不完整、未完成的存在，是很不稳定的，必须要组

成家庭，还要有个孩子，才能被视为一个整体。

结婚也叫成家，只有子女成了家，父母才算

完成自己的抚养任务，把传承繁衍的接力棒交

到孩子手里，父母的社会责任才算完成。孩子

不结婚不生子，对父母来说就是一个未完成事

件。完形心理学认为，人天生有一种追求完整

的倾向，未完成事件会导致身心的紧张，产生驱

力，驱动人们发出行为去补足它、完成它。基于

未完成感的持续驱力，父母通过催婚来完成他

们的遗传使命。

催婚是两代人价值观的较量

由于成长背景不同，两代人之间的婚恋观

和生育观有许多不同，父辈会认为单身吃不好

过不好、无依无靠，认为不生孩子就是人生不完

整。但年轻人却秉持不一样的价值观：单身虽

然孤单但也意味着自由；与其随便找个人搭伙

过日子，不如一个人过；如果不想要孩子，丁克

也没有关系，不一定非要遗传基因。相较于父

辈们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年轻人的价值观更多

元化。

于是，代际冲突产生了。子女的新认知，对

父母持守一生的观念产生了冲击，接受不一致

的信息会产生心理上的认知失调，威胁到一个

人的自我概念，人们会为了维护自我概念的一

致性而做出各种努力：那些因价值观不同而倍

感压力的父母，就会通过催婚的方式，来让子女

接受自己的价值观，这是两代人之间价值观的

较量。

在催婚的代际冲突上，父母和子女都感到

无形的巨大压力。子女越不结婚，父母就越催

婚，父母越催婚，子女越抗拒，只要子女一天不

婚，这个冲突就一直悬而未决，催婚就一直持续

下去，直到一方妥协为止。

催婚父母没有与孩子剪断脐带

“你再不结婚，我的脸都让你丢尽了！明年

再没对象，就别回来了！”

“你看谁谁谁，孩子都打酱油了，你都还没

结婚，也不觉得丢人！”

这些话好像经常在催婚的父母嘴边挂着。

有些父母觉得不结婚生子是件极其羞耻的事。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将结婚生子视为个人能力的

象征：如果一个成人到了适婚年龄，还未嫁娶，

说明性竞争优势不足，比如长得不好看、性格有

缺陷、脾气不好、挣钱不多、出身不好等等，从进

化心理学来说，这是缺乏性吸引力的象征。

另一方面，羞耻来源于社会比较的压力。

看着别人家的孩子结婚生子，自己家的孩子就

算再优秀只要没对象没结婚，就会成为街坊邻

居茶余饭后的谈资，是非恶毒，人言可畏。再跟

邻居、同事、朋友一比较，看到别人家的儿女都

结婚了，他们会觉得再这样下去自己都抬不起

头做人了。

为什么孩子不结婚，会让父母感到羞耻呢？

主要是边界不清的共生关系。共生期的父

母，始终把孩子当成他们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

独立于父母存在、有自主思想和情感的个体。

在这样的共生关系里，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

我不分，所以，父母会把孩子的不好，等同于他

们的不好，所以会说“我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同样的，处在共生阶段的父母，也会把自

己认为的“不好”，比如不结婚生子是羞耻的，

投射给孩子，如果孩子不结婚生子，那么就是

羞耻的、丢人的。这样的父母，他们的心理还

没有发展到分离—个体化的阶段，他们无法从

心理上区分和接受：孩子是孩子，我是我；孩

子不好不等于我不好；我认为不好的，孩子不

一定觉得不好。

父母喜欢催婚，年轻人不喜欢被催，诉求不

同又各有苦楚，相比于僵持不下的对抗，也许通

过双方共同的努力，相互倾听相互理解，才是更

好的解决之道。

（作者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催婚，一场观念之争

杨剑兰

只需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租车、付款，共享单车确实让生

活方便了不少，很多人都爱上了它。然而正是因为大家对它的熟知和喜爱让

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它，共享单车二维码被人“加料”的情况屡次发生。

广州市民吴小姐住在广州天河区龙口东路一带，“摩拜单车”出现在广州

街头后，很快成为她前往地铁口转乘的代步工具。近期，吴小姐发现自己所骑

的摩拜单车有些不妥。

“车把手不是有个解锁用的二维码吗？当时我正准备扫码解锁，结果发现

下面多了另一个二维码，一不小心就会扫错。”吴小姐说，这个二维码看上去像

是微信头像，下方还有一行小字“免费获取开锁红包；微信扫一扫回复 88”。

不过，出于对手机安全的担心，吴小姐并没有扫描这个二维码。

无独有偶，北京市民纪先生在北京海淀区使用摩拜单车时，发现车上多出

了两个二维码，一个是微信扫一扫，一个是支付宝扫一扫。

因为 3 个二维码紧挨在一起，起初纪先生以为是出了什么新功能，随后，

他分别扫描了新贴上的微信和支付宝二维码。“扫描之后，发现弹出收款页面，

但是收款的具体金额需要扫码的人自己填。”

纪先生意识到，这是有人借着“扫码取车”功能设置的骗局，“因为摩拜单

车有‘充值车费’的设置，如果使用者不小心扫到了新贴上的两个二维码，很可

能稀里糊涂地就被骗钱了。”

摩拜单车的相关负责人提醒，摩拜车身仅有用于下载 APP 和解锁的二维

码，单车上如果出现了另外的二维码或其他标识，建议骑行者谨慎对待。摩拜

的用车费用仅通过 APP支付，不会采用其他方式，“市民遇到诈骗二维码可通

过 APP上报故障车，同时报警，避免其他人上当受骗。”

共享单车现诈骗“二维码”

日本国立信息学研究所教授越前功近日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如果拍照时，光线明亮，

恰巧焦点对准指纹，就可以通过照片复原其指

纹信息。如果由此制作出人工手指，便可冒充

本人登录各种指纹识别的终端，因此拍照时要

慎用“剪刀手”。

据报道，越前功在实验中采用的照片是由

市面销售的 2040万像素数码相机所拍摄，对该

照片进行图像处理后，得到了指纹数据。距离

镜头 1.5米拍摄的照片，指纹可以清晰地呈现出

来，距离 3米处则可以判断出大致模样。因此，

越前功表示，距离 3 米处拍摄的照片存在被盗

取指纹的可能性，并且“技术方面门槛并不高，

谁都可以轻松处理”，同时“随着技术的发展，相

机对焦功能越来越强大，未来通过分享的照片

就有可能知道谁拥有什么样的指纹。”

对此，一位不愿具名的公安部资深指纹检验

专家做了一项实验，他分别用手机和佳能5D中档，

对准同事的“剪刀手”拍了两张照片，然后用电脑修

图，他表示这样拍的照片获取指纹不太可能，但如

果照片指纹纹理拍的特别清楚则是可以的。“如果

距离足够近，相机像素又非常高，比‘剪刀手’拍

照，就可能收集到指纹信息。这在技术上是可行

的，虽然实际操作起来可能很复杂。”

从“剪刀手”收集指纹信息，技术上确实可行

技术上可行，那么，在实际操作中，摆“剪刀

手”拍照被盗取指纹的可能性大么？

在360安全专家刘洋看来，指纹信息作为个

人生物信息的一部分被广泛用于各种身份识别和

认证，其核心点是采集清晰的指纹信息，用于生成

特征点。只有可以提取准确特征点的照片，才会

泄露指纹信息。而实际上，按照一般风景照及现

有相机像素的话，是不足以采集足够数据的。

“也就是说，只有拍摄照片中，手指纹理清

晰可见，才会泄露指纹信息。目前手机拍照技

术，在正常拍摄距离（大于 1米）的范围内，是很

难把手指纹理拍摄清楚的。正常的指纹采集，

必须要在很近的距离，严格限定的方位和特定

光亮度下采集。同时，目前的网络传播会对图

片进行压缩，从而降低照片的清晰度，造成照片

细节的损失，泄露指纹信息的可能性是比较低

的。”刘洋说。

“通过照片获取指纹是不可行的，因为照片

是平面的，而指纹是 3D 的，提取指纹时需要用

指纹膜，其与指纹的按压力度、凹凸等都有很大

关系，市面上很少有提供这样技术的单位。而

且用照片提取指纹成本高、难度大。”京虎符科

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李丰说。

此前，公安部第一研究所证件技术事业部

博士尹德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指纹本就

是外在的特征，平常非常容易遗留下来，获取的

手段也很简单，如果能清晰地体现纹线，可以通

过技术手段对图像进行处理，从而将指纹信息

提取出来，但想通过单独一张照片获取指纹可

能难度较大。

指纹没这么容易破译，实际获取难度较大

随着生物识别技术的发展，指纹认证被

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考勤管理、手机电脑

登录、金融服务以及机场出入境等，不用输

入 ID 或 密 码 只 要 按 下 手 指 就 可 以 确 认 身

份 ，方 便 快 捷 。 与 此 同 时 ，其 风 险 也 在 增

加。现实生活中，指纹一旦被盗取，其危害

有多大呢？

刘洋认为，指纹已经被广泛应用在智能

设备、银行、税务、社保、企业和政府公务等

领域。对普通个人来说，指纹信息被不法分

子利用的情况还比较少见。如果是针对特定

目标的犯罪活动，指纹可以被利用对智能手

机等设备解锁，或用于指纹支付盗刷。一些

单位的门禁系统需使用指纹刷卡，指纹被盗

取后有可能被他人冒充进入。此外，伪造的

指纹也有可能被用在一些文书的签订中。

“事实上，相对于指纹本身的安全来说，

我们更应该重视指纹的存储安全。”李丰说，

以带有指纹识别器的手机为例，其是将指纹

的生物信息存放在手机的一个安全区内，将

其转化为数字信息，黑客会对这个安全区进

行攻击，从而提取出指纹的数字信息，利用这

些数字信息从事犯罪活动，如支付宝需要指

纹认证、转账等。

不过，大家也不必太担心，因为日本国立

情报学研究所已经研发出一种含有氧化钛的

透明薄膜，将它贴在手

指上就可以隐藏指纹，

这 样 就 不 用 担 心 指 纹

信 息 被 盗 了 。 而 且 手

指“贴膜”之后也不会

影 响 解 锁 这 类 需 要 指

纹识别的操作。但是，

这 种 技 术 还 要 等 两 年

才能面世。

在 没 有 手 指“ 贴

膜 ”之 前 ，有 网 友 笑

言，照相的时候可要长

点心，少摆“剪刀手”，

如果真的想摆，那就手

背 面 对 镜 头 摆 吧 。 对

此 ，刘 洋 建 议 ：“ 由 于

指 纹 作 为 生 物 识 别 信

息具有唯一性，一旦泄

露就无法挽回，因此我

们 应 避 免 在 网 络 上 传

播有指纹的微距（小于

0.5 米）拍 摄 照 片 原 始

文件，也不要把指纹信

息 随 意 提 交 给 不 可 信

的商家或其他人，从而

减少不必要的风险。”

尽量避免在网上传播有指纹的微距拍摄照片尽量避免在网上传播有指纹的微距拍摄照片

1941年，时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在一次演讲中第一次使用了象征胜利的“剪刀手”，表达必胜的决心。从此以后，

“剪刀手”就在人们中间流传开来。生活中，拍照时比个“剪刀手”，大喊一声“耶”，早已司空见惯。

然而，近日有媒体报道，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警告称，人们在照相时很喜欢比的“剪刀手”要慎摆，因

为指纹信息可能就因为这一看似平常的姿势而泄露。事实果真是这样吗，这一说法到底是危言耸听还是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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