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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牵头制定的生物特征识别领域国际标准立项

今后，刷脸更准更安全

探索多模态融合，精确度将提高一
个数量级

简单地说，生物特征识别就是一个
身份认证，解决“你是不是你”的问题。
人体可用于验证身份密码的特征很多，
如指纹、人脸、笔迹、声音甚至步态等。
其中，人脸识别因其唯一性、防伪性较
好等优势，近些年推广迅速，成为最有
前景的技术之一。

由于场景对识别精度、成本等要求
各不相同，指纹、人脸、虹膜等在特定的
应用领域各有优势和不足。 “即便是人
脸识别，目前也有 2D 人脸、3D 人脸、多
光谱人脸等多种技术路线，同一路线中
标准也有差异，水平参差不齐。 ”中科院
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雷震说。

在新技术应用初期， 因推广过快，
行业缺乏明确的规则，短时间内涌入许
多参与者，不同的技术路线在竞争中推
动行业向前。 可雷震担心的是，行业中
有些参与者技术水平不高，或者别有用
心，如此不仅无法给人们带来便捷的识
别体验，还可能存在安全隐患。

此外， 单一的生物识别面临瓶颈。
以人脸识别为例， 虽然经过不断优化，
高水平的人脸识别技术能够比较好地

解决跨年龄、光照、姿态等传统问题。 但
在大规模人群内的 1∶N 识别精度、双胞
胎识别等难题上，一直没有完善的解决
方案。

业内专家表示，金融、安防是生物
特征识别技术的主要应用领域。 这些场

景对风险的敏感度很高， 实际应用中，
精确度微小的提升，都很有价值。

雷震介绍说，生物特征识别多模态
融合技术，就是通过融合多个人体生物
特征的算法， 用多种方式互相验证，实
现对用户更高精度的识别。 专家预计，
与传统单模态方式相比，多模态融合技
术在性能指标上有望将现有的人脸识

别精度提高一个数量级。

制定国际标准可规范行业应用，降
低协作成本

生物特征识别多模态融合前景广

阔，申请立项国际标准又有何意义？
蚂蚁金服技术标准化专家林冠辰

说，推动国际标准立项，主要是为了规
范多模态融合的技术要求，即形成一套
标准化的应用准则。 具体内容涉及技术
框架、融合层级、业务流程、功能要求、
性能要求、安全要求等。

通常，行业标准由占主导地位的机
构来牵头制定。 我国在生物特征识别领
域的应用走在世界前列。 雷震分析，这
源于我国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一些领
头企业积累了较多的实践经验。 这是电
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与我国企业合作

制定国际标准的重要原因。
“制定标准可以规范行业应用。 ”林

冠辰分析，人脸识别是当前应用最广泛
的生物识别技术，行业对技术的使用越
规范，人们刷脸也就越安全、方便。

除了规范应用之外， 雷震认为，制
定生物特征识别的国际标准，还能推动

行业壮大。 对行业参与者来说，可以减
少不必要的内耗， 降低协作的成本；对
用户来说，购买产品和服务质量有了更
多保障。 “比如，现在很多厂家都在做智
能摄像头，但要让市场接受，需要有统
一的标准，否则你怎么证明自己是达标
的。 ”雷震说，有了“标尺”，买卖双方沟
通成本降低，自然推广较快。

标准落地需各方协调，重视生命特
征数据保护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曾经参与

制定过WiFi、以太网、3G 等重要技术的
国际标准。 该协会为生物识别技术设立
标准工作组，推进制定国际标准，将有
助于生物识别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更安

全、更规范地推广。
谈及立项后的工作， 林冠辰表示，

接下来还有很多细致的工作要做。 “电
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对标准化工作有

严格的程序要求。 ”一般而言，每个标准
工作组都有类似于章程的文件，文件对

标准工作组的角色、职责、参会、投票等
做了详细的规定。 今后，国外组织机构
也有可能加入项目组。

中国方面牵头制定国际标准，有哪
些特殊意义？ “我国企业牵头制定生物
特征识别领域国际标准，体现了国际社
会对我国在该领域技术能力和应用的

认可。 ”雷震评价道。
从长远看，林冠辰认为，在智能物

联时代，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是一种新的
数字身份基础设施，是人与人、人与机
器交互的关键技术之一，具有很高的战
略价值。 同时，他表示，国际标准是经各
方协调达成的共识，全球推广还需直面
通用化的挑战。 除此之外，“从商品出海
到技术出海，再向标准引领迈进，我国
还需要更多国际标准化专业人才。 ”林
冠辰说。

“保护安全隐私，相关的法律规范
也应该及时跟上，才能为行业健康持续
发展树立安全屏障。 ”雷震说。

（据《人民日报》）

人脸识别、指纹识别、声音识别……如今，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在生
活中应用广泛。 数据安全怎么保障？ 识别精度如何更高？ 近日，由我国
企业牵头制定的生物特征识别多模态融合国际标准正式立项， 为今后
解决这些问题带来希望。 参与制定国际标准，既体现对我国技术能力的
肯定，也为技术全球推广打下基础。

（网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