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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的肖像并不是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的，而必须依法进
行。同时，也必须经得起伦理考验

用AI技术“复活”逝者，得有边界
周一见

用 AI 技术复活逝者，带来的观
感是多样的。

有辽宁网友通过AI换脸去世父
亲的视频走红网络，他之所以如此，
是向年已 91 岁不知情的奶奶“报平
安”。网友评论“这才是 AI 存在的
意义”“我要回家多陪陪长辈”。而
知名音乐人包小柏 AI 复活女儿给
妻子庆生的场景，则感人至深。此
类 AI 复活事例，是在私人领域完
成，寄托的是亲人之间的情感，因而
获得了多数网友的肯定。

但一些网络博主使用 AI 技术
“复活”逝世明星的做法备受争议。
例如，近日有博主用 AI“复活”了巨
星李玟，视频中李玟容貌就是真人，
声音也都是李玟的声音。很多李玟
粉丝表达了怀念之情，表示看了非
常感动，不过也有不少博主和网友

表示，这样有可能涉嫌侵犯个人肖
像权。

制作者回复称，只是表达对李
玟的爱，第一是免费的，第二注明了
AI 生成。但尽管如此，这种做法也
值得商榷。

当然，由于权利主体随着生命
逝去而消失，这类明星逝者不再享
有自己的肖像权。但观察一种做法
是否侵犯了明星逝者的肖像权，还
得根据法律的具体规定，而不能凭
着主观心理来推测。

根据民法典规定，死者的姓名、
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
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
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由此

而言，逝者的肖像并不是想怎么用
就怎么用的，而必须依法进行。同
时，也必须经得起伦理考验。

逝者虽然已经离开人世，但逝
者还有亲人在。对于一言不合就

“复活”的做法，逝者的家属未必愿
意。3 月 16 日，针对儿子肖像被侵
权使用一事，乔任梁父亲便向媒体
记者表示，他已经看到网上传播开
来的“儿子被复活”影像，不能接受，
感到不舒适，希望对方尽快下架，

“他们未征求我们同意，是我侄女刷
到视频发给我的，这是在揭伤疤。”
这一要求合情合理，应该受到尊重。

亲人的离世，对家属造成的情
感冲击往往是巨大的，只有随着时

间的推移才能逐步消减内心的痛
苦。而对家属来说，纪念逝去亲人
的方式多是深沉的，那种张扬的甚
至另类的方式，很容易形成心理上
的冲击，在猝不及防之间陷入痛苦
境地。

博主对明星逝者的追怀，心情
可以理解，但是不可任性。一旦这
种行为牵连着商业目的，就更引人
侧目。据报道，被数字还原的还有
张国荣、高以翔等公众人物。而在
视频评论区，有人打着温情的名义，
乘机做起 AI 推广、收费服务……如
此看来，吃相未免难看。

AI 是个好东西，用歪了就不好
了。如何“管”好 AI 技术运用，控制
风险，消除隐患，减少纷争，肯定不
能只寄望于人的自觉。

戴之深

互动体

抓燃气安全需“双管齐下”
“燕郊采访受阻”事件，只有道

歉远远不够——快报社评的分析
很有道理。接受社会监督，接受媒
体监督，这是任何单位、任何人都应
该知道的起码常识，公务人员更要
带头面对。记者采访是依法履行职
责，理应积极配合，实事求是介绍情
况。想方设法阻碍采访，不得不让
人怀疑企图掩盖真相。认错道歉，
轻描淡写，远远不够。必须依法追
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唯有这样，才
能让责任人长记性。 南京 洪怀义

读了 3 月 14 日现代快报社评
《同一地“3 年内 3 次爆燃”说明了
什么》，笔者觉得，燃气安全涉及千
家万户，安全防范工作容不得丝毫
马虎大意，必须切实强化科学预防
工作，做实做细燃气安全管理工
作。

应该说，当地在燃气安全防范
上做了不少工作，可还是在 3 年内
发生 3 次燃气爆燃事故，这说明当
地安全防范工作存在很大的漏洞，
只重视了人防而忽视了技防。当

地负责人曾表示，要加快推进燃气
安全技防装置安装工作，从根本上
防止燃气安全事故发生。可事实
说明当地的技防工作仍未到位。据
悉，此次事故的初步原因已确认是

“输送中的管道泄漏导致”。可以想
见的是，如果有相关技防装置，就会
在第一时间发出预警，如此惨烈的
事故完全可以避免。

燃气安全，预防第一。预防的
方法包括人力防范和技术防范，人
防是基础，技防是先进科技手段，

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人防可
以控制面上的不安全行为，技防则
可以及时预警燃气管道、燃气设施
的安全隐患，两者双管齐下，才能
确保预防在先、科学防范落地。此
次事故也告诉我们，建立科学有效
的燃气安全防范机制刻不容缓，在
技防装置、设施上必须舍得投入、
舍得花大力气建设，这样才能切实
提升预防能力和精准度，确保燃气
安全万无一失。

南京 孟木二梓

“采访受阻”须追责

鹊桥“金色大伞”，可实现
地球与月背的通信

鹊桥二号是月球中继卫星，将为
今年上半年计划实施发射的嫦娥六号
任务提供中继支持。

由于月球背面和地球之间不能直
接通信，所以要先发射鹊桥二号中继
卫星，为月面探测器和地面站之间搭
起“鹊桥”，为嫦娥任务提供通信中继
服务。

目前，嫦娥六号也正在文昌航天
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发射做准备。

鹊桥系列中继卫星最显著的特
征，就是拥有一把“金色大伞”，被称作
星载大型可展开天线，通过这把“金色
大伞”，实现了地球与月球背面的通
信。 在上海东华大学的实验室里，就
有鹊桥系列中继卫星伞状天线的缩比
样，您能想到吗？这把“金色大伞”竟
是用金属编织而成的。

在东华大学纺织学院的实验室
里，记者看到了这把“大伞”，伞骨上铺

了一层薄薄的黄色金属网。专家介
绍，金属网是星载可展开天线反射电
磁波的关键部件，在发射进入轨道过
程中能够展开，其能展开反射面的关
键就在经编编织技术。

东华大学教授、教育部产业用纺
织品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陈南梁介绍
说：“我们火箭发射上去的时候，它是
缩在火箭里面的。到了轨道以后，它
通过展开机构把卫星反射面慢慢展开
成这么一个大型的、网状的天线，所以
我们称为可展开天线，它是柔性的，所
以我们要通过纺织的编织技术来形成
这么一个布面，这样它是柔软的。”

星载天线金属网，镀金钼
丝编织而成

星载可展开天线上的金属网原料
选用的是金属钼丝。为了增加其性
能，专家在极细的钼丝上又做了更多
的镀层处理和加工。

陈南梁说：“我们采用的原料称为
镀金钼丝，也就是在钼丝的表面镀了

金，因为金的反射率是非常好的。钼
丝非常细，（直径）大概 15 到 30 个 μ
（微米），还不到头发丝直径的四分之
一，所以它的拉制本身具有很大的难
度。另外表面还有镀金，为了镀金以
后保持一定的牢度，我们掺杂了一些
有机元素，一方面提高了金属原材料
的韧性，另外也让它的表面具有更好
的亲和力，使钼丝镀金以后在编织过程
当中非常坚固。经编编织过程也是非常
精致和复杂的。首先我们要进行并线，
因为它太细了，我们发明了一种并股加
捻（并线加捻）技术，金属丝三根并在一
起，结构非常稳定。”

我国正在进行月球探测
四期工程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月球探测四
期工程。按照计划：

今年上半年将发射“嫦娥六号”；
2026年，计划发射“嫦娥七号”；
2028年，计划发射“嫦娥八号”。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新华社

为月面探测器和地面站之间搭起“鹊桥”

鹊桥二号进入发射区，近日择机发射
国家航天局消息，3月17日，探月工程四期鹊桥二号中继星和长征八号

遥三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星箭组合体垂直
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鹊桥二号中继星、长征八号遥三运载火箭于2月运抵发射场后，陆续完
成总装、测试等各项准备工作。17日上午，承载着长征八号遥三运载火箭的
活动发射平台，缓缓驶出发射场垂直测试厂房，将星箭组合体安全转运至发
射区。后续，在完成火箭功能检查、联合测试工作和推进剂加注后，择机实施
发射。

3月 17日拍摄的探月工程四期鹊桥二号中继星和长征八号遥三运载火
箭组合体 新华社发（国家航天局供图）

◀鹊桥二号发射升空后运行演示图 央视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