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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6日，在中国中铁科学研究院门禁口，员工

们戴着口罩和安全帽，排队陆陆续续“刷脸打卡”。

他们没有摘下口罩或帽子，仅在屏幕前简短停留，

员工信息及体温状况就出现在了屏幕上，工作人员

也实现了安全、快速入场。

在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人脸识别已

经不是一件新鲜事。但新冠肺炎疫情下，在建筑工

地、学校机关等需要鉴别入场人员身份信息的场

所，人员在佩戴口罩、安全帽后，实现人脸快速识别

并同步检测体温，成为一项全新的技术成果。戴口

罩进行人脸识别的技术难点在哪里？现有成果如

何提供“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生产”的解决方案？未

来该技术还有怎样的应用空间？3 月 6 日，记者采

访了相关科研人员。

“滴，体温数据正常！”复工后，在四川成都青白

江区，肩负成都地铁隧道管片生产重任的中铁八局

桥梁公司的复工人员，正在车间门口扫码企业自主

研发的“每日疫情统计小程序”，实现人员疫情防控

信息实时跟踪。进入复工高峰期以来，借助云平

台、大数据及物联网系统等，施工人员体温门禁系

统、渣土车远程管理、人员无线定位、视频监控等诸

多“黑科技”正有力促进“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生产”

的有序推进。

“疫情发生后，复工现场的管理也出现诸多新

的技术需求，在戴口罩、安全帽的情况下，如何实现

入场人员准确识别，就是复工管理的一个重点方

向。”中国中铁科研院技术中心智慧工地联合实验

室研发人员赵阳说，按照安全生产要求，过去施工

工地已经使用的“智慧工地平台系统”，其中一个重

要功能就是对进入工地人员进行身份识别，“但疫

情下，戴上口罩、安全帽，还要测体温，成为新技术

挑战。”

这项技术难点在哪儿？原来的人脸识别算法，

是根据面部特征关键点来进行识别的，算法纳入的

关键点越多，识别的结果也就越精确。但佩戴口罩

后，可供识别的“关键点”大幅减少。“鼻子以下的面

部特征被掩盖，面部特征关键点减少，机器之前学

习的特征判别能力随之降低。”赵阳说，口罩会使原

有的人脸识别算法模型失效，使机器无法识别当前

的人。同时，口罩类型较多且遮挡程度不一，也提

升了难度。

“针对人脸识别的新需求，如果对已有的智慧

工地平台进行大范围硬件更改，一方面增加设备、

提高成本，另一方面改造周期较长，难以满足复工

复产要求。”赵阳说，该研发团队通过加强软件算

法、升级系统平台，提出了解决方案。

全员口罩 身份识别面临新挑战

其实在疫情暴发前，面部遮挡障碍的人脸识别

技术，已有不同程度应用。如在安防领域，大多数

犯罪嫌疑人为了躲避“天眼”等监控设备追踪，往往

会戴上帽子或口罩，这时候更精准化的人脸识别便

可以帮助更好地破案。

“针对越来越多的不同识别情况，一些科研

人员正从硬件上想办法，通过添置硬件设备，增

加新的功能。”赵阳说，高精度识别也是对大数

据的深入挖掘。“在当前硬件技术条件下，对现

场采集的数据进一步挖掘，可以短时间内实现

更多功能。”

他提出，高清监控摄像机采集的图片、视频

信 息 ，经 过 后 台 分 析 ，在 不 改 变 原 有 设 备 情 况

下，通过技术的提升，能够实现身份识别、安全

帽佩戴检测、反光衣穿戴识别、车辆信息状态展

示、危险源管理、安全区划分等，真正实现信息

增值、硬件降成本。

“这种挖掘能力进步后，举个简单例子，在未来

我们或许不再看到道路上如小鸟卧枝头一样密密

麻麻的电子眼，一个监控设备加上高超的识别算法

能力，就能解决所有需求。”赵阳说。

为让新的智慧工地平台系统持续适用于更

加复杂的场景应用，赵阳团队还将进一步进行

技术创新。“下一步计划丰富后台管理功能，增

加工地防反光背心检测等其他识别功能，同时

开发系统接口，使其可无缝衔接当前的人力资

源管理系统等，使人员一次打卡、网络通用。”赵

阳说。

信息增值 挖掘数据背后的价值

本报记者 盛 利

“人脸识别一般分为两个步骤，一是人脸检测，

二是人脸配对。”赵阳说，识别的流程是，人脸机先

从视频图像中找出人脸，然后通过人脸上的眼睛、

鼻子、嘴巴、眉毛等面部的特征，经过一定算法，在

人员数据库识别出对应的人。

记者在识别后台管理系统看到，系统的“人员

管理”一栏，已经录入了该单位所有工作人员的姓

名、部门、工号、电话等基本信息，以及相对应的个

人高清照片。当戴着口罩的员工进入办公楼刷脸

时，系统立刻将检测出的人脸配对，鉴别出员工身

份，同时语音报出测量的体温，而在硬件方面，该设

备仅在原有人脸识别的平板电脑上，新增了一个测

温头。

戴口罩后如何提高识别通过率？前提就是尽

可能地增加面部特征关键点。“当面部几乎一半被

遮挡后，面部特征关键点就主要集中在了眼睛和眉

毛两个部位。”赵阳说。

“我们从算法模型上突围，采用眼部、眉毛等

局部特征与整体人脸特征的融合，并结合注意力

聚焦眼部 优化注意力算法模型

机制增强眼部特征，通过训练眼部关键点的模

型，来提升模型在口罩遮挡下的人脸识别率。”赵

阳说，在人脸遮挡环境下，可通过识别眼部关键

点作为一种“注意力模型”，快速扫描全局图像，

获得需要重点关注的目标区域眼部，并形成注意

力焦点。“而后对眼部这一区域投入更多注意力

资源，以获取更多所需要关注目标的细节信息，

而抑制其他无用信息。”

采用同样的原理，在算法层面，针对基于人脸

全局特征及局部特征相结合的方法，可优化现有人

脸识别算法模型，当人面部出现其他遮挡时，也同

样能够精准鉴别。“如戴安全帽进入施工项目时，人

脸识别依然有效，就是这么实现的。”赵阳说，当前

通过大量训练数据，戴口罩或戴安全帽人脸识别率

可达到 99.9%。

除 了 能 够 精 准 识 别 出 戴 口 罩 的 人 ，该 实 验

室人脸识别系统还特别增加了口罩与安全帽检

测 和 提 示 功 能 ，以 保 障 工 程 建 设 人 员 的 安 全 。

“ 这 是 与 同 类 技 术 相 比 ，我 们 技 术 成 果 的 特 色

所在。”赵阳说，当开启口罩与安全帽检测功能

时 ，设 备 配 有 没 戴 口 罩 自 动 语 音 提 示 ；若 没 戴

安 全 帽 ，采 集 设 备 上 则 会 出 现“ 请 佩 戴 安 全

帽！”提示。

“主要是升级了后台的算法，其次是尽可能小

地对硬件系统做了改进，最终实现了多项新功能的

添加。”赵阳说。

科技日报讯（陈曦 通讯员陶宝晶）日前，“天津工业大学—

胸科医院深呼吸联合实验室 DeepinBreath”又出新成果，该联合

实验室研发的体温监测系统，已应用于天津市胸科医院发热门

诊患者的数据监测中，为发热门诊的数据报表和工作量提供了

可视化的展示方式，并两次成功预警，阻止了重要病原菌——鲍

曼不动杆菌在医院内的暴发流行。

天津市胸科医院表示，“深呼吸实验室 DeepinBreath”开发

的院内体温监测系统，已成为胸科医院新冠肺炎防控体系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并且在其他病原微生物院内感染的监测中也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鲍曼不动杆菌在医院的环境中分布很广且可

长期存活，对危重患者和 CCU（心内科重症监护室）及 ICU（综

合性重症加强护理病房）中的患者威胁很大。通过体温监测系

统数据曲线的异动，能及时预警鲍曼不动杆菌的院内流行倾向，

并以此预警信号为依据，感染管理科果断出手干预，阻止鲍曼不

动杆菌在医院内暴发流行，为患者治疗赢得宝贵时机。

该成果是天津工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师科研团队带领

2019 级生物医学工程研究生王平安等同学，远程与学院研究生

企业导师、天津胸科医院赵晓赟副主任共同研发而成。据悉，在

得知医院统计数据过程主要以 excel报表为主后，为进一步节约

医务人员时间，助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科研团队制定了开发计

划，针对医院数据夜以继日进行定制化软件开发。

该软件基于 Python软件开发，可实现数据的智能导入和跨

平台显示。简洁的智能化数据管理系统，使得工作效率大为提

高。原本涉及医院多个科室的繁杂的体温数据报表，在本系统中

轻点“上传数据”和“绘制图形”两个按钮，即可生成准确的监控曲

线，并具有跟随鼠标轨迹的动态数据标签，便于即时展示医院各

科室的监测数据动态变化，助力疫情防控和院内感染的监控。

阻止危险病原菌流行

新体温监测系统助力医院感染防控

科技日报讯（记者过国忠 通讯员张平 蒋一鸣）近日，扬州

大学发布一项科研新成果：该校机械工程学院刘澄教授科研团

队，运用新型工艺技术，成功开发出一种优质高性能弹簧钢，其硬

度、疲劳强度以及压缩性能等，均高于目前欧美弹簧指标，今后将

重点应用于高端机械、航空航天和海洋等重载条件下的装备。

刘澄介绍，碟簧和气门弹簧是机动器械的重要元件。目前，

国内生产的碟簧和气门弹簧普遍存在强度低、弹性韧性差、疲劳

性能不足等问题，往往会导致其使用寿命短，易发生突然性早期

失效断裂，致使机械故障、汽车熄火甚至发动机燃烧等。

刘澄教授带领学生创业团队，通过运用一种新型多步低温

等温淬火工艺，利用多相纳米结构的共振强化韧化原理，制备出

具有超强超硬以及压缩性能好、生产线绿色节能的优质弹簧钢，

并通过理论建模和工艺调试，获得了一定配比的各相组分的弹

簧产品，使其获得优异的综合性能。

“在 10 吨载荷下，我们制造的新型碟簧产品满足行业的压

缩性能要求，其硬度、强度以及疲劳寿命都超过目前的国内碟形

弹簧，不逊于国外顶级的高性能产品。”团队成员周文韬说，我们

采用的工艺加热过程，还减少了人员和环境的污染，实现了绿

色、环保、高效的可持续发展工业目标。

该项研究成果和生产工艺技术，在扬州核威碟形弹簧制造

有限公司示范应用后，与目前国内其他弹簧产品相比，使用寿命

可增加 50%以上。

保障高端机械安全

科研团队开发出高性能弹簧钢

科技日报讯 （李宝乐 记者张景阳）日前，内蒙古包头稀

土研究院最新研发的聚乳酸用稀土耐热改性剂（以下简称聚

乳酸助剂）正式投入生产，测试结果满足下游应用的所有技术

指标要求。

聚乳酸是一种可生物降解聚合物树脂，不但在使用过程中

和废弃后具有环境友好的特性，而且其原料为玉米、小麦、木薯

等植物，被认为是传统石油基材料的理想替代品，是迄今为止最

具市场潜力的、可生物降解聚合物的绿色环保材料。

性脆、断裂伸长率小、韧性差、热稳定性差、成本高等缺点一

直阻碍聚乳酸的进一步推广，而如何提高我国该产品品质成为

占据环境友好树脂市场和提高其经济价值的关键问题，包头稀

土研发中心将技术突破口锁定在了稀土改性剂。

“经测试，加入稀土改性剂的聚乳酸样条按照 GB/T 1040

塑料拉伸性能试验方法测试的话，断裂伸长率大于等于 30%，拉

伸强度大于等于 75兆帕，冲击强度和弯曲强度也都有提高。”包

头稀土研究院稀土助剂组助理工程师王慧向记者介绍。

研发人员在现场为记者做了实验，拿一个原始的聚乳酸，加

入稀土助剂再运用特殊的加工方式后，聚乳酸薄膜的拉伸、断裂

伸长率可以达到 200%以上。

聚乳酸作为一种热塑性脂肪族聚酯，内部含有大量的碳氧

键、羰基和端羟基，是易吸潮、发生端基自催化热分解的原因。

随着我国稀土分离提纯技术的发展，稀土改性剂的研究也不断

深入，稀土离子能与羧基氧离子形成双齿螯合、双齿桥连和单齿

等多种配位形式，使得稀土类配合物在聚合物有机体中形成层

状、无限链状和网状聚合物等多种新颖的特殊结构。包头稀土

研究院借助稀土稳定剂方面研发优势，利用稀土元素中的镧铈

轻稀土，最终合成绿色无毒环保的高性能聚乳酸稀土增韧改性

剂，解决了传统聚乳酸产品的性状缺陷。

据悉，该新产品不仅环保，而且成本极低，依靠我国的稀土

资源优势，这一产品的所有生产原料可实现完全自主生产而脱

离进口依赖。

绿色无毒环保

稀土耐热改性剂让聚乳酸更好用

科技创新并不总是“高精尖”，如何把地方资源

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从而为高质量发

展注入磅礴动力？在不久前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贵

州省遵义市副市长李莲娜对全市的科技工作者提

出了这样的问题。

其实，近年来，遵义一直在探索科技成果转化

的快速可行路径。在贵州省科技厅的支持下，遵义

市致力于破除成果转化机制体制的壁垒，努力创造

条件让科研人员实现“名利双收”，遵义市农科院研

究员余常水就是其中一位获益者。

新种苗转化困难重重

过去，市场上的辣椒品种多、品质杂，农户选用

种子时，长期采取自选、自留、自用的老办法，在遵

义，这种老办法导致辣椒种植一度濒临失控。

上个世纪 90年代，看到这种状况，身为遵义市

农业科学院的科研工作者，余常水很是着急。他开

始利用业余时间，搜集辣椒种子资源，着手品种改

良的研究。

这项工作进行得断断续续。历经无数次试验，直

到2009年，在当地科技部门的支持下，余常水才成功

育出新型杂交种苗——“遵辣9号”特色小辣椒。

从试验效果看，“遵辣 9 号”有望改变遵义辣

椒种性严重退化、抗性下降和单产量低的窘况。

如果能大面积推广种植，无疑能让遵义辣椒实现

迭代升级。

可在当时，“遵辣 9 号”要实现成果转化，困难

重重。按照惯例，职务成果的转化收益只能归单位

所有，科研人员没积极性。况且，对单位来说，这样

的收益往往也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怎么处理、怎么

分配都是一个问题。而当时的人事干部管理规定，

也是套在科研人员头上的一个“紧箍咒”，其中尤为

严厉的是不允许担任领导职务的科研人员从事企

业活动。

当年的现实给余常水泼了一盆冷水，他的科研

成果“遵辣 9号”也因此被雪藏了 10年之久。

搅动创新创造“一池春水”

转化难，其实不仅仅是遵义市农科院一家科研

院所面临的问题。

贵州的省、市科技部门在调研中发现，部分科

研院所及科研人员对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有两方面

的担忧。一方面，科研院所多是公益一类事业单

位，按照有关规定不得从事经营活动。但科技成果

的转化，最终是以商品方式呈现，容易被理解为从

事经营活动，存在各种“不经意间违规”的风险。因

此，很多公益一类科研院所推进成果转化积极性不

高。另一方面，在针对科研人员的科技成果转化收

益的问题上，国家并没有统一的规定，有些已有的

政策甚至存在“打架”的现象。比如，有的政策允许

科研人员可以获得现金、股份等报酬，有的却规定

科研人员不得获取兼职报酬。

破除机制体制壁垒，打通科研技术成果走向市

场的“最后一公里”，势在必行。

如何破题放活？在贵州省科技厅的支持下，遵

义市决定以更大的决心和闯劲，搅动科技创新创造

这“一池春水”。

去年，在贵州省科技厅和遵义市科技局的支持

下，遵义市农科院大胆试点“技术股+现金股”模

式，探索科技成果转化新机制。

转化一年获益55万元

余常水象征性向遵义市农科院交纳 1 万元的

费用，得到“遵辣 9号”长达 5年的使用权，获准自行

转化。这样，余常水及团队与第三方成果转化公司

合作，以辣椒新品种“遵辣 9 号”投资繁育种子，并

开始在遵义市大规模推广种植。

“首批试种的深度贫困村——遵义市龙丰村，

一年种植 1200 亩，收入 570 万元，130 多户贫困户

全部脱贫。”提及去年的收获，余常水满脸自豪，特

别在有些地方，“遵辣 9 号”亩产最高达到了 350 公

斤，而常规辣椒亩产只有 100公斤，效益显而易见。

依托于辣椒“换种工程”，仅 2019年，遵义辣椒

的种植、加工、交易综合产值就超过了 200 亿元。

如今的遵义，辣椒种植规模居全国辣椒主产区第一

位，世界辣椒加工贸易基地已初显规模。

去年，余常水以现金 100万元入股遵义辣椒集

团，转化推广“遵辣 9 号”11 万亩，获得成果转化收

益约 55万元。按照目前的种植规模，今年，余常水

有望获得超过百万元的成果转化收益。

正是省市科技部门联手破除体制机制壁垒，让

余常水这样的科研人员实现了“名利双收”。

“遵辣9号”雪藏10年一朝转化，130户当年脱贫
本报记者 何星辉

人脸识别技术升级人脸识别技术升级
戴着口罩也能认出你戴着口罩也能认出你

◀3月 6日，研发人员戴口罩进行人
脸识别检测。 受访者供图

““遵辣遵辣99号号””在遵义市推广种植在遵义市推广种植。。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