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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 2 分钟，这是深圳宝安

国际机场试行无接触安检后旅客

通行的速度。

2021 年 9 月，深圳宝安国际机

场成为首家试行“无接触自助安

检”模式的国内机场。采用该安检

模式，旅客不用与安检人员接触，

只需自主脱下腰带和鞋，进入毫米

波人体检查设备，并将随身携带的

物品、行李放入 CT 安检设备，且笔

记本电脑、雨伞等物品无需单独取

出。检查完成后，如果机器未报

警，旅客即可快速通行。正常情况

下，整个安检用时不超过 2分钟。

在无接触安检中，扮演重要角

色的是毫米波人体检查设备以及

CT 安检设备，它们也是近年来安

检领域科技创新的最新成果。

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教授梁

步阁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虽然毫米

波在安检领域的应用并不多见，但

其此前已经在雷达探测、无线通信

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比如，现在许多拥有自动驾

驶功能的智能汽车，通常就配有毫

米波雷达。”梁步阁介绍，毫米波属

于电磁波的一种，其波长为 1 至 10

毫米，因此被称为毫米波，且毫米

波频率非常高，通常在 30 到 300 赫

兹之间。

梁步阁表示，正是由于毫米波

波长短、频率高、带宽大，使得其具

毫米波人体检查设备：

无接触精准检测，为出行提速

在机场、火车站、地铁站等交

通站点的角落里，通常会看到一个

圆滚滚的深色球体，这个“胖家伙”

是站点应对突发情况的排爆“神

器”——防爆球。

防爆球通常是旅客最容易识

别出的防爆装置，其一般采用球

形、封闭式结构。在处置爆炸物

时，首先将爆炸物通过机械手臂和

排爆杆递送到球体内，然后封闭球

体。当爆炸物在球形罐体内爆炸

时，由高强度结构钢构成的罐体便

能够将爆轰产物封闭在球内，使其

不产生更大危害。

北京理工艾尔安全科技有限

公司防爆装备部部长、高级工程师

卞晓兵告诉科技日报记者，防爆球

的防爆能力一般在 2至 3千克 TNT

（三硝基甲苯）当量。其自身重量

通常在 1 吨以上，因此通常需要配

合拖车使用。

与防爆球类似的防爆装置还

有防爆罐，桶状外形的它其貌不

扬，要“低调”许多。

与防爆球不同的是，防爆罐通

常是上方敞开的非封闭式结构。当

爆炸物在其中爆炸时，高强度金属

结构构成的罐体底部和壁面会将冲

击波向上导出，使爆炸能量从顶部

泄出，保护周边人员安全。防爆罐

的 防 爆 能 力 一 般 为 0.5 至 2 千 克

TNT 当量，其自身重量在 300 千克

以上，使用时通常也需拖车配合。

除了大当量、大重量的防爆装

置，卞晓兵表示，如今防爆装置的

一大发展方向为结构轻量化。如

当下已经被广泛运用的防爆毯，便

通常采用多层复合材料制成，由内

外围栏和盖毯组成，能够有效拦截

爆炸破片，并引导爆炸能量向顶部

泄出，其防爆当量约为一颗手雷，

自身重量通常在 30千克以内，便于

移动。

除此之外，卞晓兵介绍，目前

最新的轻量化防爆产品还有柔性

防爆罐、刚柔复合防爆罐等，能够

结合多种不同排爆场景使用。例

如，柔性防爆罐内有多孔吸能泡沫

和防爆阻燃液体，同时它采用了高

性能纤维结构设计。在爆炸时，通

过其内部的多孔吸能泡沫和防爆

阻燃液体，实现对冲击波能量的高

效吸收和转化，再通过高性能纤维

结构实现对破片的全部拦截。

各类防爆装置：

利用特殊结构，巧妙化解危险

除了“硬核”的安保设备，得益

于多种先进科技手段的应用，为春

运出行保驾护航的还有软件系统。

此前，国内多家机场宣布在值

机、安检等环节中采用智能人脸采

集比对技术。旅客可以自助完成

人、证合一检验，从而大大加快登

机速度。

同时，人脸识别系统还可以与

安检信息管理系统、旅客随身行李

处理系统实现无缝衔接，将采集到

的人脸信息、旅客安检信息、旅客行

包信息进行绑定，实现人包对应，既

方便旅客托运、提取行李，同时也便

于对违规物品进行登记、追溯，提高

安检准确度，实现快速倒查。

此外，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当工作人员佩戴应用了 AR（增强

现实）技术的眼镜后，也可以利用

其人脸识别功能，识别旅客的登机

信息，快速寻找待登机旅客并为旅

客提供便捷服务。

北京理工大学网络与安全研

究所所长闫怀志向科技日报记者

介绍，人脸识别作为当下一种常见

的生物识别技术，其主要基于人的

脸部特征信息来进行身份识别。

具体流程包括人脸图像采集、图像

检测、信息预处理、人脸特征点提

取和人脸匹配/识别等。而无论是

固定设备还是移动设备，其所采用

的人脸识别技术在原理上都是类

似的，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不同设备

所采集的图像质量不同。

“比如说取景范围、图像像素、

图像格式等，而图像质量的不同则

会对图像匹配精确度和准确度造

成一定的影响。”闫怀志表示。

提及人脸识别，信息安全始终

是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

对此，闫怀志认为，目前人脸

识别技术应用广泛，由此必然会带

来一定的信息泄露风险。

“这种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主

要来自于后台数据库以及识别后

的信息存储系统。”闫怀志认为，管

控人脸识别信息泄露风险，主要应

从 技 术 和 管 理 两 方 面 来 加 强 保

障。相关企业单位必须按照《网络

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

保护法》的要求建立健全完善的安

全防护体系，并遵从相应的标准规

范。在技术层面上，应着重在物理

环境、主机系统、应用系统以及业

务 数 据 等 层 面 构 建 纵 深 防 御 体

系。在管理方面，则应从安全管理

制度、安全建设、安全运维等多个

角度来强化安全管理。

人脸识别系统：

可实现人包对应，便于行李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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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运已经拉开帷幕，许多新科技已经在机场、火车

站、高速公路崭露头角，并有望在今后的交通运输领域中扮演

重要的角色。

机器人既能保安全又能做向导

今年，浙江铁路车站——杭州东站首次使用智能安保机

器人“站岗”。相比人眼有限的视野范围，智能安保机器人具

备全景录像、4K 高清画面直播等功能，可以自动捕捉疑似危

险动作，并结合 5G 高速传输实时报警，大大提升了车站等人

流密集区域的安防效率。

除了安保，春运期间机器人还能为旅客提供更多服务。

以位于湖南省长沙市的长沙南站为例，今年最让旅客惊

喜的，就是首次在春运亮相的自助机器人。别看它外表“萌

萌”的，本领可不小，具有人脸和语音识别功能，旅客在使用它

时只需“扫脸”或者通过语音问询即可实现检票口查询、正晚

点查询等服务功能。

“我还是第一次向机器人‘问路’。”准备坐火车回湖南

省常德市过年的李女士说，本来她来服务台找工作人员询

问列车检票口位置，结果看到了这个新奇的机器人，就来体

验了。“刚开始我以为还要用手机扫码、微信登录，结果只需

要过去‘刷脸’，它就马上告诉我在哪个检票口候车了。真是

很方便！”

消毒门提供“贴身”杀菌服务

春运期间，人流密集，极易造成病毒、细菌的大范围传

播。如何快速高效地消毒杀菌、保障旅客身体健康，也是公众

关心的话题之一。

不久前，由青岛科技企业与清华大学共同研发的远紫外

消毒门在山东青岛部分地铁站点部署试用。在外形上，该消

毒门与安检门类似；当旅客通过、在此门处停留约 2 秒后，人

体表面的多种病毒、细菌便能够得到有效灭杀。

据介绍，传统的紫外线消毒会对人体皮肤、眼睛造成伤

害，但远紫外消毒门利用的是对人体无害的、波长为 222纳米

的短波远紫外线，其在对空气和物体表面进行高效消毒杀菌

的同时，还不会损害人体健康。

智慧系统巧解车辆滞留难题

除了铁路、民航，春运期间的公路交通也十分繁忙。

当出行高峰来临时，高速服务区往往人满为患，甚至车辆

会“倒灌”至主路，带来安全隐患。但在 2023 年春运期间，广

东省韶关北环高速公路最新采用的“智慧服务区管控系统”将

有效缓解这一状况。

通过在服务区入口和出口设置车牌抓拍和雷达感应器，

再配合大数据+AI（人工智能）智慧识别技术，该系统能够全

面掌握进出服务区的车辆情况。而当系统检测到进入服务区

的车辆数达到上限的 80%时，就会进行预警，工作人员便要做

好启动服务区保畅应急预案的准备。

除此之外，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这一系统还会就服务区内

滞留的超时车辆向工作人员发出提醒。

“如果有车辆在服务停留超过 4个小时，系统会自动提醒

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会上前查看，驾驶员是否遇到突发情况

或者是否需要帮助。”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与此同时，该系统还会对行人、非机动车上高速以及危化

品车辆出场进行警示。如果服务区的面积并未达到危化品车

辆的停放标准，但却有危化品车辆想进入服务区，此时系统会

立即发出警报提示，工作人员会马上对其进行劝返，以保障春

运期间服务区的安全。

它们初次“上岗”

就成了春运好帮手

脚步匆匆，兔年春节将至，一

年一度的春运大幕已经拉开。

这个春运，是疫情防控进入新

阶段后的第一个春运。在此期间，

数以亿计的旅客将借助航空、铁

路、公路等多种交通方式踏上归乡

之旅。

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

今年春运客流总量预计约为 20.95

亿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近一倍。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无论选择何种方式出行，平安

始终是所有人的共同愿望。在本

次春运中，有多种高科技被应用于

安 保 环 节 ，如 毫 米 波 、人 脸 识 别

等。它们在保障旅客安全的同时，

也大大改善了人们的出行体验，守

护着亿万人的回家路。

有较高的分辨率，能够被广泛应用

于物体探测。而且毫米波较短的

波长使得设备天线的尺寸得以缩

小，由此毫米波设备的体积就可以

缩小，重量也随之降低。

除此之外，梁步阁表示，毫米

波设备的生产制造十分便于芯片

化，即能够将多种元器件集成在芯

片上进行批量生产，进而可快速降

低成本。“体积小、重量轻、成本低，

这些特点都使得毫米波设备能够

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他补充道。

不过，毫米波并非没有缺点，

探测距离短就是它的“硬伤”。

梁步阁表示，相较于传统雷达

数百乃至数千公里的探测范围，民

用的毫米波探测设备，其工作距离

一般仅为几百米，只能被应用于近

距离的目标探测。而人员安检正

是毫米波“扬长避短”，发挥本领的

绝佳场景之一。

同时，与在安检领域被广泛应

用的金属探测仪相比，毫米波人体

检查设备的精准度更高。

“金属探测仪通常是利用金属

自身会引起电磁感应或者霍尔效

应的原理来探测金属物品，属于无

源探测器。而毫米波设备则是通

过主动发射毫米波，再分析物品反

射回的电磁波来进行探测，属于有

源探测器，后者检测更加精准。”梁

步阁介绍道。

因此，被应用于安检领域的毫

米波设备，不仅能够检验金属物

品，就连如陶瓷刀、塑料刀等非金

属物品也可以检测。

同时，梁步阁补充道，虽然精

度高，但毫米波设备对人体的影响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毫米波产生

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并且功率

较小，其影响大致相当于手机对人

体的影响，因此不需要过多担心。”

他说。

如果说在安检领域，毫米波人

体检查设备还只是“新人”，那么CT

安检设备应该算得上是“老人”了。

CT 安检设备与医院中使用的

CT 成像仪工作原理基本一致，即

利用 X 射线、γ射线等重射线的强

穿透性来实现对物体的内部成像。

X 射线等重射线的频率不仅

远远大于毫米波，也更在可见光之

上。“频率越高，单个光子的能量就

越大，因此能够穿过物体，进行精

准的穿透成像。”同时，梁步阁表

示，CT 安检设备在工作时通常会

分层进行成像，最后层层叠加，形

成物体的三维图像。在此基础上，

安检员可运用 360 度旋转判图、切

片等功能，更为准确地判断识别层

层堆叠、形状复杂的行李物品，提

高开包准确率，缩短开检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