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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假结束，各中、小学校迎来开学季，接送学
生的车辆随之增多。开学季，如何护送孩子平安上
下学？昌乐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安全出行提示，
助力广大家长和学生规避出行风险，保护自身和他
人的交通安全。
　　交警提醒，驾车出行时，家长要提前规划出行
路线，预留足够的时间，注意行车安全；驾驶人和
乘客都要系好安全带；行车过程中，要锁上车辆儿
童安全锁，防止孩子自行打开车门发生危险；接送
孩子时，要服从护学岗人员指挥，做到“即停即
走”；停车时，要将车辆停放至附近停车场或者指
定的临时停车位，共同维护校门口交通秩序，做到
从车辆右侧上下，最安全；不超速、不超员、不超
载、不疲劳驾驶、不酒后驾驶、不闯红灯、不逆向
行驶，不违反交通标志标线规定，不争道抢行，不
向车外乱扔杂物，开车不接听手机等。
　　驾驶电动自行车接送学生的家长，须在非机动
车道内行驶，一定要使用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
且只能搭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儿童，大人和孩子都
要佩戴好安全头盔。年龄稍大的孩子可以自行上下
学，但未满12周岁的儿童不能驾驶自行车上马路，
未满16周岁的少年不能驾驶电动自行车，家长要叮
嘱孩子行走或骑车时不要看手机、听音乐，不要占

用机动车道。
　　此外，不要搭乘“三无”车辆，不乘坐超员超
载、车况不好、酒驾的车辆；不乘坐未注册登记的
电动三轮车、电动四轮车、报废车辆等；家长不得
租用或集体租用非运营车辆接送学生，自觉抵制非
运营车辆载客行为；提醒孩子不要乘坐陌生人的
车辆。
　　对于走路上学的孩子，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交
通安全教育，提醒孩子走路要集中注意力，走人行
道或者人行横道线，做到不闯红灯、不翻越隔离
栏，不在马路上、车辆周围玩耍。如果是第一次上
学的孩子，监护人应与孩子一起实地体验上下学路
线，教育孩子遵守交通规则，从小培养文明出行意
识和习惯。
　　交警提示，出行途中安全第一，如果遇到突发
情况不要慌张，要冷静地采取正确的自我保护措
施。如发生交通事故，在可能的情况下要记住车辆
的颜色、型号、车牌号以及周围认识的人，便于后
期的处理，并及时打110报警电话求助。学校开学
后，城区道路交通将出现早晚高峰提前、交通高峰
时段延长等趋势，交通运行预计出现部分路口和路
段缓行。群众出行如遇交通流量较大时，请服从交
警现场指挥，自觉排队，耐心等候，有序通行。

交警送上安全提示 护航上学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晓萌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直播平台上出现了大量
“谜语人”直播间——— 主播或戴着面具，或在纸
上写着让人看不懂的话，或在直播页面呈现各种
符号，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尽可能吸引观众
点进直播间，再引导观众落入陷阱。
  网络直播是当下最火的领域之一。数据显
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
7.65亿人。通常情况下，网络主播都以真面目示
人，也以通俗易懂的表达与粉丝、网友互动。如
今却出现大量“谜语人”直播间，充满神秘气
息，让人难以捉摸。
  无论是主播隐藏真面目，还是发布一般人看
不懂的信息，目的之一是通过故弄玄虚来显示与
其他主播的不同，吸引观众进入直播间，进而达
到某种目的。由于看惯了透明式直播，一些网友
难免对这种神秘直播感到新鲜，就特别容易关
注。目的之二是为了逃避监管。从报道来看，这
类“谜语人”直播间吸引观众进入后，大多引导
观众加入粉丝群、企业号等，来推广其不法活
动。还有的甚至提供色情服务、诱导他人去赌博
平台、刷单诈骗等。
  由于这种引流背后暗藏陷阱，见不得光，于
是就以“谜语直播”方式出现，来躲避平台和有
关部门的监督。而且这类直播时间较短（10至30
分钟），主播都是小号，有些甚至播一次换一个
号，目的是在成功引流后逃避法律制裁。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网络直播陷阱的一种
新形式。当观众被这种故弄玄虚的直播所吸引，
就有可能掉进陷阱，遭遇经济损失等不利后果。
这种“谜语直播”，已涉嫌违反《互联网直播服
务管理规定》《广告法》《治安管理处罚法》
《刑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然而，对这种“谜语直播”的监管却存在一
些现实困难。这类“谜语直播”一般时间较短，
随机性较强，行动比较隐秘，平台仅靠算法很难
发现，而人工审核又存在滞后性。由此亦可见，
“谜语直播”幕后的不法分子十分狡猾，既善于
“钓鱼”，也善于隐藏自己。此外，某些“谜语
直播”的背后很可能是团伙作案，甚至可能隐藏
着大案要案，因此，观众要擦亮眼睛，避免被这
种故弄玄虚的神秘直播钓上钩。如果某些直播间
缺乏透明度，就应倍加小心，不要在好奇心驱使
下点击进入。       据《北京青年报》

谜语直播间

可能暗藏陷阱

“AI换脸”诈骗如何防
   看完这篇不上当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一
些不法分子开始利用AI技术融合他人面孔和
声音，制造非常逼真的合成图像来实施新型
网络诈骗，这类骗局常常会在短时间内给被
害人造成较大损失。那么，如何识别“AI换
脸”诈骗？有哪些防骗妙招？相关专家作出
详细解答。

“AI换脸”背后的技术原理

  在技术层面，“AI换脸”是如何实现人脸的精
确识别与替换，创造出逼真效果的？中国网络空间
安全协会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专委会专家薛智慧表
示，“AI换脸”过程主要包括人脸识别追踪、面部
特征提取、人脸变换融合、背景环境渲染、图像与
音频合成等几个关键步骤。其背后最核心的可概括
为三个部分，首先，利用深度学习算法精准地识别
视频中的人脸图像，并提取出如眼睛、鼻子、嘴巴
等关键面部特征。其次，将这些特征与目标人脸图
像进行匹配、替换、融合。最后，通过背景环境渲
染并添加合成后的声音，生成逼真度较高的虚假换
脸视频。
  专家介绍，以诈骗为目的，实施点对点视频通
话，需要AI人工智能生成仿真度极高的视频。想要
达到以假乱真效果用于诈骗，难度不小。薛智慧介
绍，AI人工智能生成背后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
包括图片的采集、专业算法的人员等。且各方面的
投入需要长时间不断地迭代，才能达到一个相当逼
真的效果，才有可能达到诈骗的实际效果。

  “AI换脸”这一技术的出现，导致耳听为虚、
眼见也不一定为实了。那我们该如何防范呢？专家
表示，其实AI人工换脸无论做得多么逼真，想要识
别视频真假还是有一些方法的。
  “实际上从目前的深度伪造实时视频上来看，
是可以通过一些方式进行验证的”。中国计算机学
会安全专业委员会数字经济与安全工作组成员方宇
认为，我们可以要求对方在视频对话的时候，在面
部前挥手。由于实时伪造的视频要对视频进行实时
生成和处理“AI换脸”，因此在挥手的过程中，就
会造成对面部数据的干扰，而伪造的人脸此时会产
生一定的抖动或者闪烁等异常情况。再就是可以通
过点对点的沟通，比如问一些只有对方知道的问题
来验证。

  专家表示，除了一些辨别“AI换脸”诈骗的小
诀窍，我们应该提高防范意识，在日常生活中也要
做好相关防范措施，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做好日
常的信息安全的保护，加强对人脸、声音、指纹等
生物特征数据的安全防护，做好个人的手机、电脑
等终端设备的软硬件的安全管理；不要登录来路不
明的网站，以免被病毒侵入。对可能进行声音、图
像甚至视频和定位采集的应用，做好授权管理；不
给他人收集自己信息的机会，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远离
“AI换脸”诈骗。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避免泄露个人生物信息

识别“AI换脸换声”有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