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来，国内自动驾驶领域利好消

息不断。先是湖北省武汉市发布了

《武汉市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促进条

例》；紧接着《北京市自动驾驶汽车条

例》也获表决通过，将于2025年4月1

日起施行。这些政策不仅大力支持

L3及以上级别自动驾驶的应用，还将

其推广到个人用户领域。

难不成，高级别自动驾驶落地

在即？

自动驾驶也分等级

按照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SAE）

的标准，自动驾驶等级通常划分为 6

个等级，从 L0 到 L5。L0 是完全靠人

驾驶；L1 能给驾驶员一些转向、加速

或减速的辅助；L2可以同时控制车速

和转向，但驾驶员得时刻留意路况；

L3 在特定条件下，车辆能自动驾驶，

但有时还得人来接管；L4在限定区域

内，车辆基本不用人管；L5 就是在任

何情况下，车辆都能自动驾驶，完全

不用人操心。

我们常听到的高级别自动驾驶，

通常指L3及以上。级别越高，车就越

“聪明”，能自己处理复杂路况和环境

变化，驾驶员也就更轻松。

“高级别自动驾驶汽车通过搭载

的车载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等装

置，融合通信与网络、人工智能等技

术，实现了车与人、车、路、云等信息

的实时交互，具备了复杂环境感知、

智能决策、协同控制等功能。”资深人

工智能专家郭涛表示，它们就像是聪

明的机器人，能够自主规划路线、避

让障碍物、遵守交通规则，将乘客安

全、舒适地送达目的地。

不一样的驾乘体验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自动驾驶汽

车大多是L2级别。不过，近几年科技

公司和车企都积极在封闭环境里测

试L3、L4级的自动驾驶，比如物流园

里的无人配送车、特定区域的无人驾

驶出租车。

“高级别自动驾驶普及后，人们

的出行体验将会有质的变化。”北京

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大数据业

务分析师王鹏认为，高级别自动驾

驶技术能彻底改变人们的出行方

式，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出行服

务，也将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变

革，如汽车制造、物流运输、智慧城

市等。

也就是说，以后快递和外卖都会

使用无人驾驶车，方便又快捷；城市

交通因为车与车有了智能协同，拥堵

将大幅减少；停车场也会变得更加智

能，车辆都自动寻找空闲车位并完成

停放……

想象一下，清晨你坐进汽车，设

定好目的地后，便可惬意地靠在座椅

上处理工作、阅读新闻或者欣赏风

景，车辆会自动规划最优路线，避开

拥堵，最后精准地停靠在目的地。“高

级别自动驾驶能大大减轻我们日常

通勤的疲惫，出行效率将大幅提升。

长途驾驶也不再是负担，自动驾驶系

统能不知疲倦地运行，让你轻松抵达

远方。”王鹏说。

还有“最后一公里”

虽说前景美好，但高级别自动驾

驶要真正普及，还有不少难题。

经济学家余丰慧指出，高级别

自动驾驶落地难除了技术挑战，法

规限制和安全顾虑等问题依然突

出。“尽管自动驾驶技术已经取得了

长足进步，但要达到完全不需要人

类干预的水平，还需要克服复杂环

境感知、决策算法优化、系统冗余设

计等一系列难题。此外，社会接受

度也是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落地的

一大障碍。任何安全事故都会对公

众的信任造成打击，进而影响自动

驾驶技术的推广。”

北京和武汉出台的相关条例，不

仅针对L3级以上级别的个人乘用车

自动驾驶测试上路做出了具体规定，

也对自动驾驶车辆事故责任划分进

行了细化，并明确可以追究软件开发

以及车辆制造方的相关责任。

“这些地方性条例的出台，为 L3

及以上级别自动驾驶提供了法律框

架和支持。”王鹏认为，有了法规的保

驾护航，高级别自动驾驶才拥有了跨

越“最后一公里”实现商业化应用的

底气。

高级别自动驾驶真的要来了吗
□□ 科普时报记者科普时报记者 陈陈 杰杰

热点观察

年关将至，早已成为“过街老鼠”

的电诈团伙，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近日，江苏连云港东海县的李女

士接到陌生“网友”50万元转账，让其

帮忙投资。感觉不对劲的李女士报

警后发现，自己差一点就掉进了这个

近来有蔓延趋势的电诈新“套路”

之中。

以前，是骗子诱导你给他转账，

现在，是骗子直接给你转账，就问你

迷不迷惑。

也许有人会天真地想，别人给我

转账，我又没损失，能有啥风险呢？

当然有，而且风险巨大！

一旦骗子以帮忙投资为借口，让

上一层受骗人把钱转到你的账户，接

下来就会想尽办法诱导你使用非法

APP，帮他们进行所谓的投资操作。

得手后，他们再把钱转走，而你就稀

里 糊 涂 地 成 为 非 法 勾 当 的“ 工 具

人”。甚至，骗子还有可能忽悠你也

跟 着 参 与“ 投 资 ”，轻 轻 松 松 一 举

两得。

接收到转账后，不再理会骗子后

续的忽悠，是不是就安全了呢？

对不起，也有风险！

首先，骗子转的钱很可能是赃

款，你即便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收或

者转移了这笔钱，也会被警方追查。

其次，骗子可能会用各种办法让你误

以为这是正常的交易。你一旦接收

了这笔钱，他们后续就会以各种理由

要求你返还，甚至还会利用你接收转

账时泄露的个人信息，进一步实施诈

骗，让人防不胜防。此外，当你接收

了骗子的转账，很可能会被银行认定

为异常交易，进而直接影响到自己的

个人信用记录。

总之，一笔看似“天上掉馅饼”的

转账，在你接收之后就会变成“烫手

的山芋”，麻烦事可能会一桩接着一

桩地出现。

不想引火上身成为电诈“工具

人”，其实也并不难。

当我们收到陌生人转账时，切勿

盲目接受，应通过电话、短信或向银

行咨询等途径，核实对方身份与转账

缘由；不明链接和二维码不要随意点

击，这可能导致个人信息与银行卡资

料泄露，甚至被植入病毒致账户资金

被盗取；遇事保持冷静理智，千万别

被“帮忙”“高回报”等字眼迷惑，克服

贪婪心理，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花

言巧语。

做好这些防范措施，我们就能守

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拒绝成为电诈

“工具人”。

资讯品读

英国“AI反诈奶奶”上线

日前，英国移动运营商维珍媒体O2

上线了一款反诈AI产品——黛西，它的

声音就像一个年迈的老奶奶。黛西的任

务很简单，就是与骗子聊天，尽可能浪费

他们的时间。

据了解，黛西在过去几周里一直接

听骗子的电话。当骗子拨打与黛西相关

的电话号码时，黛西可以自行虚构家庭、

爱好等内容与之随机对话，或者提供虚

假的银行详细信息，从而“击败”骗子。

其实，黛西并不算是 AI 反诈的“鼻

祖”。2023年，澳大利亚的网络安全专家

开发了一个与黛西相似的聊天机器人，

名为阿帕忒（希腊神话中的欺诈女神），

原理类似于拥有语音克隆功能的Chat-

GPT，旨在与骗子进行长时间且令人信

服的对话。

点评：不同于人类，加以训练的AI在

应对骗子时，的确能做到“句句有回应，

但事事没着落”。AI反诈，或许真会成为

骗子的噩梦。

能做手术的AI机器人面世

近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美

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打造出一台AI

手术机器人，能在无人类介入的情况下

自主完成外科手术中的操纵针头、提起

身体组织、缝合三项基本操作。在缝合

等标准手术任务中，该机器人的手术时

长相比人类医生大约缩短30%，这对于时

间紧迫的手术尤为有益。目前，它不仅

能自主完成缝合之类的小操作，还能做

一台完整的手术。

据了解，研究人员让AI手术机器人

“观看”了10000多条、长达数千小时的手

术视频，这些视频均来自于真实手术室，

由真人医生从手腕上安装的摄像头录制

而来。通过学习，AI手术机器人能够观

察和模仿真人医生的行为，从而通过自

我学习达到与人类医生相当的水平。

点评：如果AI手术机器人真能得到

大范围普及，那么人类医生则能将更多

精力用于处理并发症及难度更高的手术

操作中。

近日，苹果公司同意支付 9500 万美

元（约合 6.96 亿元人民币），以和解一项

针对该公司语音助手Siri，侵犯用户隐私

的集体诉讼。

据报道，这项集体诉讼的原告指控

Siri，在无意间被激活后，会将所听到的私

人谈话内容发送给苹果公司。和解协议

覆盖了从2014年9月17日，即“Hey Siri”

功能推出的时间点，至2024年12月31日

期间使用Siri的美国用户，涉及数千万用

户群体。为了处理索赔事宜，苹果将在

未来45天内建立一个专门的和解网站，

用来收集相关信息并确定符合条件的参

与者。索赔信息的收集持续到2025年5

月15日。尽管苹果公司同意向提起集体

诉讼的消费者支付巨额和解金，但坚持

否认存在任何不当行为。

点评：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如何在

让公众享受智能服务的同时保护个人隐

私，或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苹果花钱和解“偷听”案
当心，别成为电诈“工具人”

□ 陈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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