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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从中核集团获悉：新一
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取得重
大科研进展，首次实现100万安培等
离子体电流下的高约束模式运行，再
次刷新我国磁约束聚变装置运行纪
录，突破了等离子体大电流高约束模
式运行控制、高功率加热系统注入耦
合、先进偏滤器位形控制等关键技术
难题，标志着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
向高性能聚变等离子体运行迈出重
要一步。

为实现聚变能源，需要提升等离
子体综合参数至聚变点火条件。磁
约束核聚变中的高约束模式（H 模）
是一种典型的先进运行模式，被选为
正在建造的国际热核聚变试验堆

（ITER）的标准运行模式，能够有效
提升等离子体整体约束性能，提升未
来聚变堆的经济性，相较于普通的运
行模式，其等离子体综合参数可提升
数倍。

可控核聚变具有资源丰富、环境
友好、固有安全等突出优势，是目前
认识到的能够最终解决人类能源问
题的重要途径之一。新一代人造太
阳“中国环流三号”团队将进一步发
展高功率加热和电流驱动、等离子体
先进运行控制等核心技术，实现堆芯
级等离子体运行，研究前沿聚变物
理，为我国开展聚变燃烧实验、自主
建造聚变堆奠定坚实基础。

来源：《人民日报》

我国掌握
可控核聚变高约束先进控制技术

小区门禁、账号登录、超市付
款……近年来，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场
景不断丰富，在便利生活的同时，技
术的不规范使用也对个人信息保护
提出了挑战。比如，有的商家暗中对
人脸信息进行统计分析，用于商业营
销，甚至进行“大数据杀熟”；随着生
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人脸信息甚至
还可能被用于电信诈骗等不法行
为。合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的同时，
如何更有效地防止信息泄露，成为当
务之急。

长期以来，有关部门对人脸识别
技术采取了不少监管措施，取得了
一定成效，相关法律也对人脸识别
的应用场景、使用目的、责任认定
等作出规范。但有些规定比较笼
统，需要进一步细化。不久前，国
家网信办公布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
安全管理规定 （试行）（征求意见
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就
人脸识别技术的使用条件、使用禁
则、备案要求、数据保护、设备管
理等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对保护
个人信息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和公
共安全具有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对出售公民个人信
息、诈骗等涉嫌犯罪或严重违法的行
为，打击力度较大，但对部分商家“无
感知收集”“一揽子收集”人脸信息等
现象，监管力度较弱。有一些人认为
人脸信息无关紧要，低估人脸信息泄
露的危害性。要看到，人脸信息这样
的生物特征具有唯一性、难以改变的
特性，一旦泄露，比数字密码丢失更
难得到有效补救。因此，用好人脸识
别技术，必须做好从数据收集、使用
到备案、删除等全过程监管，并提供
较高级别的安全保护。

规范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
应成为绝对的关键词。首先要把住
信息采集入口关。征求意见稿提出，

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
要性，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形
下，方可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
信息。这样具有很强针对性的界定，
能有效防止人脸信息的非必要采
集。比如，在健身房、书店等消费场
景中，即便智能设备更加便捷，也应
把消费方式的选择权交给消费者，而
不能把采集人脸信息作为前置条
件。确有必要时，应当取得个人的单
独同意或者依法取得书面同意。以
当事人知情、同意为基础，确保个人
信息主体享有撤回授权的权利等，有
助于为新技术规范应用划清边界。

防范人脸识别技术滥用风险，要
加强对数据使用的监管，全面提高信
息安全保护力度。面向社会公众提
供人脸识别技术服务的，相关技术系
统应当符合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第三
级以上保护要求。第三级是除了金
融机构之外，可以用到的最高等级。
此外，除法定条件或者取得个人单独
同意外，人脸识别技术使用者不得保
存人脸原始图像、图片、视频，经过匿
名化处理的人脸信息除外。将相关
服务限定在最小必要的时间、地点或
者人群范围内，才能把风险降到最
低。

人脸识别具有独特的技术优势，
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
有效技术手段。然而，人脸属于生物
识别类敏感个人信息，对此类信息的
采集应出于维护公共安全的需要，并
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决定权、选择权、
删除权。在发展人脸识别技术的进
程中，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完善相
关法律法规，增强监管政策针对性、
系统性，增强处理个人信息的敏感
度，就能在有效保护个人信息的前提
下，更好地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使广
大群众从技术进步中受益。

来源：新华网

让人脸信息得到更有效保护

日前，在HICOOL 2023全球创业者峰会分舞台，30余个获奖项目和优
秀项目同台路演，为创业者提供与投资机构零距离对接的机会。路演现
场，高端装备、新能源、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细分领域的项目团队轮番登
台，硬科技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成果备受关注。

新材料推动节能环保
“我们的技术受到了撒哈拉沙漠中一种蚂蚁的启发，这种蚂蚁表面有

一种非常特别的毛发结构，可以让皮肤吸收的热量以中红外方式散发，来
适应酷热的环境。”在8月26日上午的硬科技专场路演活动中，由香港城市
大学孵化的初创公司创冷科技创办人朱毅豪，向观众详细阐释无电制冷技
术的由来和原理。公司利用一种特殊的涂层，让建筑物表面不需要能源或
制冷剂，就能达到冷却的效果。在香港旺角，家乐坊商场顶楼使用该涂层
后，减少了42%的空调用电量。

除了应用于建筑，产品也可以用于金属设备，比如作为光伏背板和支
架涂层帮助晶硅板降温，降低热损耗，提升发电量。如果把这种纳米颗粒
物加到纤维里，还能做成防晒伞和帐篷。这支团队虽然从去年9月才开始
运营，但目前已完成三轮融资，发展前景被业内看好，路演现场获得不少投
资人的关注。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团队带来了二氧化碳跨临界循环综合储能
技术。团队首席科学家、负责人潘利生介绍，项目研发的冷热电可控一体
化能源站，可以将剩余电网中多余的电能转变成冷能和热能储存起来，然
后再将它们产生的电能共享给用户。“我们即将启动天使轮的融资，希望在
北京实现落地，成立公司。”他说。

千尧科技团队的新一代海上风电安全生产智慧平台、新加坡Go Luck
Trading团队的环保相变新材料研发……多个项目团队聚焦新能源、新材
料、节能环保赛道展开精彩路演。

人工智能赋能传统行业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手机摄像头的凸起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它里面大

概有7到8片的镜片，其中有3到4片是专门用来解决相差问题的。相差作
为一种光线的畸变，会直接影响成像效果。”来自元潼技术的路演者将手机
拿上了舞台，直观展示“相差”这一光学现象对成像设备造成的影响。

如何实现完美成像？该团队将微纳光学和AI算法结合，并应用在每年
出货量百亿颗级别的图像传感器市场，让成像设备可以以更小的体积和更
低的成本实现看得更多、更广的效果。这家由清华大学科研成果转化的企
业，拥有智能光学感知多项自主知识产权。

工业设备在运行时会产生声音和振动信号，就像人的指纹一样具有辨
识特征，当设备出现缺陷或故障，其声纹也会随之改变。在路演现场，华控
智加联合创始人、CEO刘德广介绍，公司研发的智能传感器终端及算法模
型能够识别超早期故障，从而对重大装备实行预警并及时维护，把原来用
于“听人”“看人”和“理解人”的智能语音、图像处理等技术应用到工业领
域，实现“听设备”“看设备”和“理解设备”。这样的工业AI技术，可以尽早
发现设备早期故障征兆，优化设备运行参数。

新一代信息技术成果齐展示
在路演现场，一系列新产品集中展现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生活加速融

合的未来图景。
“我们的方案让芯片速度更快、成本更低、安全性更高，目标是成为全

球第一的SSD（固态硬盘）主控公司。”在智慧科技专场路演活动中，固存芯
控半导体科技创始人詹利森介绍了公司自研第五代存储控制芯片的多重
优势。这一创新产品可应用在多个领域，有望实现国内存储芯片的弯道超
车。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电影拍摄现场以及电视节目等场景，开始运用高
科技感、更逼真的XR技术。在七维科技战略负责人苏昊看来，近期大热的
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将加速推动XR技术的发展，创造千亿元市场
新机会。公司一直在探索将自有技术和AIGC进行结合，通过海量数据的
学习和训练，自动生成高质量的图片、动画或者视频，提高内容创作的生产
效率。

在路演现场，创业者和投资人在活动后就项目前景展开深入交流。据
了解，HICOOL全球创业大赛与几十家投资机构建立了深度合作，通过投
资机构推荐渠道企业可报名参赛，同时投资机构人士担任大赛评委有助于
更早发现高精尖产业赛道中的优秀项目。 来源：《北京日报》

硬科技与人工智能创新成果最热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