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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针对小学美术本上的涉黄二维码，
奇安信行业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裴智勇
表示，近两年，出版物上二维码被发现
涉黄赌毒等违法信息的情况时有所
见。通常情况下，这并非出版社疏于
审核所致，而是因为对扫码的网站信
息没有进行“永久性”维护。“传统出
版物与二维码等网络资源相结合，是
一种适应市场的趋势，也广受读者欢
迎，但其中出现的运营和监管漏洞也值
得重视。”

本质上，二维码只是使用特定的几
何图形对相关内容进行展示，制码技术
几乎“零门槛”。相比传统条码，二维码
可以容纳更多信息，生成流畅的数据
流。利用网上的二维码生成器，就能把
任意网址转换成二维码，供用户扫码访
问。不过，很多人在享受二维码带来的
便利的同时，很容易忽略暗藏其中的安
全隐患。而且，看似简单的二维码，普
通公众也往往难以辨认真伪，这令不法
分子有了可乘之机。

裴智勇几年前曾断言，未来二维码

可能成为个人信息安全和通信诈骗新
的高发区。事实佐证了这一判断。涉
黄的美术本、伪造的缴费通知……近年
来，一些不法分子频频在二维码上“动
手脚”，导致部分公众无法分辨而“中
招”。

■生成和识别环节风险突出

二维码出现安全问题，主要的风险
点在哪？

“二维码出现安全问题，最大的可
能是使用者在生成二维码时使用了错
误的链接，问题一般出在源头。”浙江
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
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
林指出，生成环节是二维码比较集中
的风险点之一。二维码出现问题，要么
在生成时就是一个错误的链接指向，要
么是原来对应的二维码链接被篡改或
掉包。

这种情况下，毫无戒心的用户扫描
“问题二维码”后，就可能被引到钓鱼网
站。轻则泄露个人隐私，重则损失钱
财，让人防不胜防。

“识别环节也是维护二维码安全的

关键环节之一。”裴智勇说，目前很多支
付、社交软件以及手机浏览器都内置了
扫码功能，但很多扫码工具缺乏安全监
控和识别能力，难以判断出“问题二维
码”。究其原因，这与二维码使用企业
缺乏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密不可
分。

目前，我国二维码的码制虽有国家
标准，但在应用上还没有相应的规范。
特别是在生成和识别环节上，安全软肋
显而易见。

“问题二维码”凸显的监管缺位，亟
须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

■需持续维护和全过程管理

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
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 年）》，
2022年我国网民规模达10.67亿，互联
网普及率达75.6%。这也意味着，我国
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二维码大国，拥有
广泛的二维码应用场景和庞大的用户
规模。

业内人士预计，未来中国二维码产
业规模有望达到万亿级别。这将对“问
题二维码”的监管提出更高要求。

“管理二维码的难点在于对二维码
的持续管理和异常点追踪，因为二维码
往往是外部链接，大多数二维码生成之
后，缺乏持续跟进管理。”在盘和林看
来，二维码需要持续维护和全过程管
理。“包括二维码生成、适用范围、管理
和维护、安全保障体系、效果评估和优
化等，都要采取措施，以提高安全性。”

裴智勇则建议对二维码进行专门
的备案制，要求二维码运营主体对二维
码备注有效期，并对相关网络资源进行
有效维护，一旦发生问题，可以依据网
络安全法追究运营主体的法律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我国广泛应
用的二维码是日本研制的快速响应
码。我们对此类二维码缺乏严格的管
理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在二
维码应用上安全漏洞频出。二维码标
准的建设任重道远。

奇安信董事长齐向东认为，数智时
代，网络安全“易攻难守”将成为常态化
趋势，解决网络安全问题，不能光靠网
络安全部门，而是要用内生安全的方
法，投入更多的资金预算和网络防护人
才力量。

（科技日报）

““扫一扫扫一扫””暗藏风险暗藏风险
二维码监管应二维码监管应““加码加码””

核聚变反应产生的聚变能具有清洁、廉价和可
靠等特性，被视为理想的能源，但在地球上大规模复
制太阳内部的这一过程面临诸多障碍。日前，美国
科学家首次通过实验，证明一种名为“动态成壳”的
方法，或有助实现聚变能的大规模生产。相关研究
论文刊发于最新一期《物理评论快报》杂志上。

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在探索
使用高功率激光在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高的温度下
压缩热核材料以触发点火的可能性，所谓“点火”指
的是核聚变反应产生的能量大于输入的能量。去年
12月，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国家点火
设施实现了点火，但大规模生产聚变能仍然存在诸
多障碍。

在传统的惯性聚变能方法中，包含少量氢的同
位素氘和氚的标靶被冻成球形外壳。科学家们随后
用激光轰击外壳，将中央燃料加热到极高温度及高
压，到达一定条件时，外壳坍塌并点火，聚变反应
发生。这一过程会释放出大量能量，但一个聚变发
电厂每天需要近100万个标靶，而目前使用冷冻分
层制备工艺制备标靶的方法成本高昂，难以大规模
生产。

“动态成壳”是一种制造标靶的替代方法：氘和
氚液滴注入泡沫胶囊，受到激光脉冲轰击时，胶囊会
变成球形外壳，然后内爆并坍塌，导致点火。“动态成
壳”不需要使用冷冻分层技术，因为它使用液体标
靶，而且这些标靶也更容易生产。

在最新研究中，罗切斯特大学激光能量学实验
室的科学家首次通过实验，证明了这种“动态成壳”
方法。最新实验或证明了大规模生产可负担的惯性
聚变能的可行性。 （科技日报）

这个夏天，一个关于“热”的
“冷知识”是，不断刷新的高温可能
正在影响你乘坐飞机的舒适度。

上个月，一项研究得出结论，
由于气候变化，晴空湍流将在未来
更加频繁。而晴空湍流带来的颠
簸，会伤害到旅客和机组人员。

这份6月8日发表在《地球物
理研究快报》上的研究来自英国雷
丁大学。研究人员分析了 1979
年~2020年期间的全球晴空湍流，
发现在飞机巡航高度上，中纬度地
区的晴空湍流大幅度上升，这种增
长与全球变暖的趋势是一致的。

一个比较典型的地点位于北
大西洋上空，那里有一条世界上最
繁忙的航线。他们发现，该地轻度
或以上晴空湍流年总持续时间从
1979年的466.5小时，增加到2020
年的546.8小时，增加了约17%；中
度或以上晴空湍流从70.0小时增
加到96.1小时，增加了约37%；严
重或以上晴空湍流从17.7小时增
加到27.4小时，增加了约55%。

晴空湍流其实很少出现在公
众视野中，但在航空界，它被视作

“飞机的隐秘杀手”。
今年3月1日，一架由美国飞

往德国的航班，起飞90分钟后，在
11300米的高空突遇晴空湍流，出
现严重颠簸，并坠落了大约 305
米。当时，机舱内的餐饮服务刚进
行到一半，仍有人在舱内走动。最
终，这架载有 172 名旅客的飞机
上，有7人受伤。

大气中的湍流不止一种，一些
发生在明确的位置，比如山脉上
方，或对流风暴附近，这些基本上
在飞行员预期之内，通常是可以避
开的；但晴空湍流的可怕之处在
于，它一般发生在7000米以上的
高空，无法预测，只有遭遇时，才会
发现它的存在，连机载气象雷达也
无法探测到它的任何迹象。

它就像湍急的河水一样，处于
一种不平静的紊乱状态，但又不像
河水中的湍流一样肉眼可见。它
发生时，肉眼无法观察到，目前的
技术也无法对其进行精准预测。

研究者预计，到2050年，晴空
湍流的发生率将增加一倍，强度将

增加10%至40%，一些空域严重湍
流的发生率甚至会增加两到三倍，
而北半球的大片空域都将受此影
响。

一些飞行员从亲身经历中也
感受到晴空湍流在增加，航线变得
比以前更加崎岖不平。

科学家们将这种增加归咎于
气候变化。晴空湍流一般认为是
高空风切变（风速与风向的突然变
化）引起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
的排放增加，促使全球气温升高，
在过去40年里，高空急流中的风
切变中因此增加了15%。

2020年12月，一项中国科学
家发表于《地球空间与科学》的研
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气候变化对
风切变的增加有着显著的影响，风
切变的增加也影响到晴空湍流和
航空安全。

在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的《航
空器驾驶员指南》中，有专门的

“晴空颠簸指南”，指南对遭遇颠
簸时机组的应对措施有具体的建
议。《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规
则》还要求，遭遇颠簸时，管制
单位也应当及时向在该空域内飞
行的其他航空器和有关气象服务
机构通报。

民航华东空管局气象中心曾
经分析了2011年~2018年国内的
1万余份航空器颠簸报告，结果发
现，从地区分布来看，华北地区颠
簸发生率比其他地区都高，从时间
分布上来讲，冬季最多，春季和秋
季次之，夏季最少。

尽管颠簸最少发生的季节是
夏季，但今年夏天它在华北平原的
万米高空上还是发生了。

7月10日，由上海飞往北京的
国航CA1524航班，在飞行途中突
然遭遇了晴空颠簸。正常情况下，
飞机大约在半个小时后落地首都
机场，但颠簸突如其来，把去卫生
间的女旅客颠倒在飞机过道上。

很快，第二次颠簸就来了，比
第一次更猛烈。事后传出的现场
视频里，有旅客被颠飞了，把机舱
顶部撞了个窟窿，还砸坏了安全出
口指示灯；机舱内的抱枕、手机、报
纸等小物件被颠了起来，系着安全

带的旅客们也尖叫声一片。
好在飞机最终安全降落首都

机场，但这次颠簸造成了一名旅客
和一名乘务员受伤。

这事儿并不常见。航空专家
王亚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

“这一次的晴空颠簸是民航运输中
非常少见的大气现象。”

尽管从个案的角度上来看，我
们很难将7月10日CA1524航班
遭遇的晴空颠簸直接归因于气候
变化，但从整体上看，很多地方的
晴空湍流确实在增加。

相关的模型研究预测，到
2050年，夏季将会像100年前的秋
季和冬季一样颠簸。而全球气温
每升高1℃，冬季和春季的晴空湍
流都将增加9%，夏季和秋季则都
将增加14%。

这意味着，飞机在湍流中的颠
簸时间会增加，颠簸的剧烈程度也
会增加，而每多颠簸1分钟，机身
的磨损也在增加。这也意味着，旅
客和机组人员受伤骨折，以及死亡
的风险会变大，饮料和餐盒打翻在
身上的情况也将更加频繁。这是
飞行员不得不面对的挑战。仅仅
在美国，这些情况每年会给航空业
造成数亿美元的损失。

这正是气候变化如何影响人
类社会的一个微小的细节。气候
变化带来的连锁反应，并不仅限于
我们熟知的极端高温、冰川消融、
海平面上升等，万米高空上的温度
与风的变化是很少被看到的，然而
那也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为了少受伤，对我们乘客来
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落座时，时刻
系好安全带。大多数因湍流而受
重伤的旅客都是没有系安全带的，
他们要么正在使用洗手间，要么正
在过道上走来走去，还有的是被父
母揽在怀中的婴儿，他们是飞机上
唯一没有座位的乘客。

其实，航空业也是温室气体排
放的成员，在推动气候变化这件事
上，它贡献了1.9%的力量，但另一
方面，它也成了受害者。人类活动
引起气候变化，人类也终将自食其
果。

（中国青年报）

当夏季炎热的天气让您感到疲倦时，这种感觉
并不全是您的幻觉：昏昏欲睡的背后有真实的生物
学原因。

7月气温飙升，创下了地球上最热的纪录，同时
也消耗了人们的体力。暴露在炎热的环境中会触发
心脏、大脑、皮肤和肌肉的一系列生理过程，让您身
心俱疲。

美国波士顿的麻总百瀚医疗中心运动心脏病专
家米根·沃斯菲说：“疲倦是身体告诉我们该休息了
的一种方式。减轻高温影响的一种方法是减少身体
活动。”

她补充说，尽管人们可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极热
或极寒天气，但人体的耐热力通常不如耐寒力。极
高的体温会对器官造成重大损害或使其衰竭，而当
核心体温较低时，人体器官功能可能会下降，但更容
易恢复。

以下是医生和科学家对烈日炎炎下体力下降的
解释：

温度计上的数字很重要，但它并不能完全决定
您身体对热的反应。湿度也很重要。汗液从皮肤蒸
发到空气中，为您降温。在潮湿的环境中，当空气也
变得更潮湿时，降温就更加困难了。

来自像日光一样的电磁波的热辐射也会产生影
响。即便空气温度较低，您也能感受到这种热辐射
的影响。

在酷热的日子里，人们感到疲倦的另一原因是：
睡眠不好。2022年的一项研究表明，气温每升高一
摄氏度，人们的睡眠时间就会减少一些。该研究报
告的主要作者凯尔顿·迈纳说，当夜间室外温度超过
10摄氏度时，每升高1摄氏度，人们每晚的平均睡眠
时间就会减少37秒。

饮水量也会影响人的体力水平。当你感到闷热
时，出汗会流失更多的水分，因此需要多喝水以避免
脱水。 （新华社）

高温天气
人为何容易疲倦

猪粮安天下。良种对产业发展至关
重要。近年来，我国地方特色猪种资源
保护情况如何？生猪种源供给是否有保
障？开发利用有哪些新进展？

摸清资源家底是保护利用的前提。
据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计划用3年全
面完成第三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
目前面上普查全部完成。通过进村入
户，调查行政村60多万个，实现了区域
全覆盖，应查尽查。

第三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工作
办公室主任、全国畜牧总站党委书记时
建忠表示，这次普查找到了第二次调查
认定和《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
（2021年版）》中的所有地方猪品种，并
重新找回了第二次调查未发现的北港猪
和项城猪，发掘了豫西黑猪和红灯笼猪
2个新资源，摸清了我国地方猪资源家
底。

据了解，截至今年5月底，普查第二
阶段系统调查和性能测定任务已全部完
成，共调查测定猪154个品种（类群），实
现了品种全覆盖，摸清了品种“好不好、
好在哪”。

“我国地方猪品种数量多，种质特性
各异，特别是在肉质好、繁殖力高、适应
性强、耐粗饲等方面表现突出，还有一些
品种资源具有医学价值。通过这次全面
系统的普查测定，发现我国地方猪品种
肌间脂肪含量高，尤其是莱芜猪高达
10%以上，揭示了地方猪肉好吃的秘
密。”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
家、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专家委员会
主任陈瑶生说。

据了解，当前世界瘦肉型品种主要
有三个——杜洛克猪、长白猪和大白猪，
由于吃得少、长得快、瘦肉率高，成为全
球生猪养殖的主流品种。陈瑶生介绍，
通过对“杜长大”的本土化选育，我国建
立了自主的瘦肉型生猪种源保障体系，
保障了我国90%的生猪种源供给。

“我国现有地方猪种的品质好、风味
佳，但普遍存在吃得多、长得慢、瘦肉率
低等不足。”第三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
查猪专业组组长潘玉春说，种业振兴行
动实施以来，我国通过本土品种和引进
品种结合，选育了山下长黑猪、天府黑
猪、乡下黑猪等优质新品种，适宜人们消
费习惯而且生产效益好。

专家们建议，今后要进一步推进地
方品种产业化开发，坚持保用结合、以用
促保，深挖猪种资源优异特性，推动资源
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

（新华社）

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生物农药团队从88
种稻田无脊椎动物中鉴定了309种RNA病毒。相关
研究论文在线发表于《科学中国—生命科学》。

无脊椎动物是病毒天然的存储器且广泛分布于
田间。其携带的病毒对作物生长具有重要影响，如
无脊椎害虫作为媒介可携带并将病毒传播给田间作
物，病毒的感染又可直接导致无脊椎害虫死亡。因
此，分析无脊椎动物携带病毒的多样性对害虫种群
管理以及防控病毒介导的作物疾病具有重要意义。

该研究从水稻主要种植区域收集了88个无脊椎
动物样品，其中77个样品属于昆虫纲的半翅目（飞
虱、叶蝉、蚜虫和蝽类）、双翅目（蚊子和苍蝇）、鳞翅
目（螟虫）、直翅目（蝗虫）以及缨翅目（蓟马）；3个样
品属于腹足纲的腹足目（田螺和福寿螺）；7个样品属
于蛛形纲的蜘蛛目（蜘蛛）；1个样品属于环节动物门
的颚蛭目（水蛭）。这些样本覆盖了所有危害水稻生
长的重要无脊椎动物。

研究共鉴定了296种新的RNA病毒和13种已
知的RNA病毒。一些已知的水稻病毒被发现在新
的害虫宿主中；几种新的RNA病毒具有与已知植物
病毒密切匹配的基因组结构。分析表明，宿主的类
别在构建病毒多样性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地理位置
在构建病毒的多样性中起着重要作用；许多RNA病
毒能在无脊椎动物中进行跨种间传播；新鉴定的病
毒基因组显示了广泛的结构变异性。 （科技日报）

稻田无脊椎动物
携带多种RNA病毒

“动态成壳”新法
或助大规模生产聚变能

我国加快地方特色
猪种资源保护利用

高温下高温下
天空中的天空中的““隐秘杀手隐秘杀手””

小学美术本上竟然印有涉黄二维码，印刷厂的解释是：可能是黑客入侵所

致。近日，发生在一些学校的稀奇事，经媒体报道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二维码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和普及。如今，

“扫一扫”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日常习惯。黑白相间的二维码从外表上看几乎一模

一样，很难区分开来。而这里可能隐藏什么安全漏洞？怎样杜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