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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已亮，请您退回等候
区”，8月13日，太原市亲贤北街
平阳路口，频频响起的广播声吸
引了不少行人驻足。

执勤民警介绍说，这是山
西省首套闯红灯人脸识别系
统，对于闯红灯的行人，系统会
进行广播提示，并拍摄下人脸
照片播放于路口大屏幕，以此
规范交通秩序。

系统上线试运行两月，这一
创新执法手段有效地震慑了闯
红灯违法行为，取得了良好的治
理效果。而在舆论场中，这种治
理手段引发了褒贬不一的讨论。

“智能行人闯红灯取证系
统”工作原理

山西公安交警网调查数据
显示：55%的被调查者认为“曝
光”准确地把握违法行为人心
理，形成强烈的心理威慑和道
德压力，倒逼其敬畏法律；31%
的被调查者认为，过分曝光“个
人身份信息”可能侵犯公民隐
私权；14%的被访者称，以“曝
光”形式治理闯红灯是否具有
实效性仍“不好说”，具体操作
有待考量。

横穿马路闯红灯漠视安全
留隐患

闯红灯人脸识别系统如何
抓拍违法？

8月13日10时，山西晚报全
媒体记者在太原市亲贤北街平
阳路口看到，只要在南北方向过
马路的行人出现闯红灯行为，都
会被实时抓拍，滚动播放在LED
大屏幕上。每例闯红灯行为会
被抓拍4张照片，记录闯红灯者
强行通过的全过程。在人群中，
闯红灯者的头像被屏幕锁定，之
后此行人就会在人群中被连续
识别并抓拍。

现场还响起广播声，“您已
闯红灯，请退回等待区，您已闯
红灯，请退回等待区”，吸引了不
少行人的注意。

这套系统如何抓拍违法？
等待红灯时，如果行人突破等待
区，系统会提示行人已超出等待
区，如果行人无视提示继续走的
话就会在下一段把行人拍下
来。行人闯红灯整个违法过程
会被抓拍4张图片：第一张是在
这个等待区时，路灯已经成为红
灯，第二张为走到中间时所拍摄

的照片，最后一张为走到后一
段时所拍摄的照片。系统将 3
张行人闯红灯过程图片和一张
行人半身特写图像进行自动合
成，形成完整的行人闯红灯画
面信息。山西晚报全媒体记者
注意到，太原闯红灯人脸识别
系统仅曝光非机动车、行人闯红
灯画面信息，并不曝光“个人身
份信息”。

在现场采访时，有不少市民
表示，抓拍系统的启用，会有效
改变市民闯红灯不遵守交通规
则的陋习。因为闯红灯被大屏
幕“曝光”的刘先生表示：“刚刚
赶时间有点着急，没想到一抬眼
看到了自己的照片，当时真的觉
得挺尴尬的，今后我再也不闯红
灯了。”

可把握违法心理倒逼闯红
灯者敬畏法律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类似机
动车牌证管理制度的约束，对行
人和非机动车的交通违法只能
依靠民警现场执法，但受警力制
约，很难部署充足的警力进行有
效查处。

另一方面，闯红灯等违法过
程转瞬即逝，违法证据不容易获
取且较难固定，因此行人和非机
动车交通违法行为难以得到有
效查处和整治。而通过高清人
脸识别设备抓拍曝光的做法，既
有利于及时固定违法证据，又为
非现场执法带来可能，有效弥补
了警力不足的难题。

此外，据省公安厅交管局秩
序处民警介绍，当前，部分行人
和非机动车驾驶人的交通安全
意识和法制意识淡薄，普遍认为
闯红灯等行为不构成违法，因
此，通过高清人脸识别设备将闯
红灯视频及放大后的头像曝光
在路口显示屏，能够有效贯彻

“教育和处罚相结合”的执法理
念。而“曝光”违法者这一执法
手段，既能准确把握违法行为人
的心理，形成强烈的心理威慑和
道德压力，倒逼其遵守法律、敬
畏法律，也可以有效发挥舆论监
督的作用。

担心曝光“个人身份信息”
侵犯公民隐私权

“闯红灯违法行为人的个人
信息被曝光后，其身份信息、住
址等内容可能涉及不宜公开的

公民个人隐私”，在采访中，不少
被访者对抓拍设备过分曝光“个
人身份信息”表示担忧。

据相关报道，我国在内的大
多数国家都明确，公民隐私权的
保护范围应当受到公共利益优
先原则的限制，如果公民从事了
与社会公共利益有关有害的活
动，其个人信息保护将受到法律
的干预。具体到交通管理领域，
由于交通违法行为影响了公共
道路交通的安全、有序和畅通，
因而交通违法信息一般不属于
法律保护范围的隐私。

太原私家车主赵永旺认
为，虽然交通违法信息一般不
属于法律保护范围的隐私，适
度曝光交通违法信息通常不侵
犯公民隐私权等人格权，但不
少城市高清人脸识别设备在抓
拍曝光闯红灯行为时，除了显
示闯红灯行为人的违法视频和
头像外，还在大屏幕上显示违
法行为人的身份信息、住址和
单位信息等，可能涉及不宜公
开的公民个人隐私，容易导致
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另一方
面，闯红灯违法行为人的个人
信息被曝光后，其身份信息、住
址等内容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
用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威胁公
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为社会
带来不安定因素。

加强与现场执法有机结合
合理把握信息曝光尺度

公安部交管局早前发布《关
于利用人脸识别技术查处非机
动车行人交通违法行为时需要
注意的问题的通知》，明确对曝
光的具体内容和信息范围加以
规范和限制，可以公开当事人姓
名，但不得公开当事人身份证
号、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和其他
能够判明其身份的信息，避免造
成违法侵权。

对此，山西交管部门表示，
在启用高清人脸识别设备对行
人和非机动车闯红灯的交通违
法行为进行抓怕曝光的过程中，
交管部门会保护相关人员的合
法权益，实现对相关人员权益最
小的损害。此外，交管部门表
示，此次安装的人脸比对行人闯
红灯抓拍系统，目前处于测试阶
段，测试完毕后将监督行人文明
通行。 来源：山西晚报

太原太原““人脸识别人脸识别””上岗俩月上岗俩月，，行人闯红灯少了行人闯红灯少了
山西晚报全媒体记者山西晚报全媒体记者 杨晶杨晶

8月5日，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发布最新一期高温黄
色预警，这是今年入夏以来，该台连续第23天发布高温预
警。预警显示，我国东北多地高温已突破历史纪录。

今年位居地球北部的原本的“避暑胜地”，为何入夏以
来持续高温，甚至引起极地“高烧”，这背后有何因素？记
者就此采访了气象专家。

“发烧”的北半球
在8月2日中国气象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该局应急

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副司长李明媚透露，刚刚过去的7月，我
国平均气温22.9℃，较常年同期偏高1℃，全国有94站发生
极端高温事件，其中辽宁本溪县(39.2℃)、吉林集安(38.4℃)
等24站日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

一句话概括就是，我国中东部7月下旬出现大范围持
续高温天气，高温强度强、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她说，7
月，全国平均高温日数达 6.1 天，比常年同期多 2.1 天，为
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四多。这其中，7月20日高温影响
范围最广，35℃以上高温面积达159.8万平方公里，38℃以
上高温面积达13.4万平方公里。

高温天气并非我国独有，整个北半球都很“热”。从中
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的“2018年 7月全球最高气温
距平分布图”中可以看出，今年7月以来，北半球在欧洲、东
亚、北美气温正距平(指某时间段的气温超过若干年或月的
平均值——记者注)显著，尤以欧洲为甚。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服务室副主任肖潺说，根据该中心
的监测，北极圈内一些气象站观测到气温超过30℃，并连
续3天平均最高气温处于历史最高点，这其中，挪威和芬兰
分别出现了33.5和33.4℃高温。

谁在“焖烧”地球？
全球气候变暖，这可能是人们想到的第一个关键词。
极地“高烧”，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吕俊梅说，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北极地区气温的上升速度高于其他
地区，大概是其他地区的两倍，这种现象叫做“极地放大效
应”。

在她看来，今年夏天发生在北极地区的罕见极端高温，
主要源于今年冬末春初，北极地区开始出现的气温异常偏
高现象，当时黄河站的气温出现高于0℃的天数，气温比常
年气候平均偏高10℃左右。到3月，北极地区气温偏高的
趋势更明显，并持续到夏季，导致冷空气活动减弱——这是
此次高温事件的主要原因。

相应地，北极地区气温高了，冷空气向南扩展的活动就
弱了。艾婉秀说，加之控制东亚地区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
压，位置异常偏北、强度偏强，平均强度超过常年同期两倍
以上，受其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以及韩国、日本等地气温
异常偏高，也就容易出现高温天气。

还有一个“主观上的炎热”。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
军补充说，副热带高压控制区域水汽条件相对比较充足，所
以主要以闷热为主，由于湿度较大，体感温度往往比观测气
温高，比如近期的北京，虽然有时气温并未达到35℃的高
温天标准，但人却感到闷热难忍，主要还是由于湿度大，体
感温度高，南方更是如此。

频繁走进生活的“全球气候变暖”
近两个月的极端天气频发的原因虽然很难简单归于人

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但从长期来看，极端高温和降水增
多这一趋势，无疑是由气候变化引起的。

世界气象组织副秘书长埃琳娜·蒙娜恩科娃说，2018
年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之一，目前，人们正在经历的
热浪和极端高温事件，与该组织所预料到的温室气体排放
引起气候变化而产生的结果相一致。

吕俊梅也提到，近年来，北极地区的海冰融化变薄后，
会形成碎片，从南方吹来的强风，将碎片推至北极中心，并
将热量不断释放到大气层，从而使北极地区温度升高。

而致使北极海冰不断融化的“元凶”，正是气候变暖。
她说，受其影响，北极地区冬季的海冰不断融化变薄，监
测数据表明，今年1月，北极冰层厚度达到有记录以来的
最低值。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研究，未来我国夏季极端高
温事件的出现概率会大大增加，到2025年左右至少有50%
的夏季可能出现长时间的高温热浪过程。到本世纪末，在
最坏的可能性下，我国极端高温热浪事件的频率将比目前
高出5倍。

肖潺说，1951年以来我国极端高温天气呈现出强度更
强、出现更加频繁、持续时间更长的特点，必须深入研究全
球变暖背景下高温加剧带来的风险，发展低碳经济，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提高抗御和防范极端高温天气气候事件的能
力，推动全球气候治理。

北极圈现超30℃高温
全球多地“高烧”引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