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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网络上也出现一些打
着“AI寻亲”“人脸识别寻亲”的
APP 等应用，有寻亲需求的网
友甚至已经付费使用。

邓伟洪提醒，这些应用的
数据库较小，能够实现较简单
的识别技术，但真正帮助找到
亲友的概率较低，用户上传大
量寻亲信息还有可能面临信息
泄露问题。因此，建议有寻亲
需求的用户向公安等部门寻求
帮助，避免走弯路。

（综合央广网、上游新闻、
极目新闻、齐鲁晚报、中国经济
网、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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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河北富商找回丢失25年的儿
子”的新闻备受外界关注。跨时空寻子
背后，“跨年龄同亲缘人脸比对算法”这
项技术功不可没。该技术也获得一众网
友点赞，希望这项技术尽早大面积推广，
帮助更多家庭团圆。与此同时，一些“寻
亲 APP”活跃起来，吸引不少用户点击、
使用。

“跨年龄同亲缘人脸比对算法”到底
是一项怎样的技术？算法寻亲靠谱吗？
如何让黑科技惠及更多有需要的家庭？

2023 年 12 月 1 日下午，河北省邢台
市，解克锋与离散多年的二儿子解清帅紧
紧相拥，“亿万富翁寻子成功”迅速登上热
搜。1998年春节前，刚出生三个月的解清
帅在家中失踪，此后，解克锋踏上漫漫寻
子路。

近日，一家名为“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的人工智能科技公司，于
网络平台发布消息，称此次解克锋寻子成
功背后的人脸比对算法正是出自该公司。

“这次帮助解克锋寻找儿子，我们直接用他
们夫妻俩和大儿子的照片进行人像比对，
结果在排位前五中就找到了解清帅。”

格灵深瞳公司还提到：“解清帅是近半
年来，格灵深瞳帮助警方找到的第四个孩
子。”

据该公司介绍，此前成功的案例包括
家住湖北武汉、寻亲 25 年的吴学先夫妇
等。此外，申聪被拐案孩子父亲申军良也
在微博发文提到，人脸识别技术对于寻找
失散子女大有帮助。

针对该情况，有媒体记者向寻子家长
雷公（雷武泽）进行了确认。雷公称：“解克
锋家只有儿子解清帅3个月大的照片，只是
依靠这张照片，利用传统的人像比对方式
来找，难度很大。拿着解克锋一家三口人
的照片，再利用格灵深瞳的这项技术，更加
快速有效。”

据媒体报道，该公司此前成功的案例
包括寻子 22年的雷公成功找到孩子川川。
雷公说：“川川就是通过这项技术找到的。
这些技术给了我们坚持下去的希望。我们
相信，借助科技的力量，能够帮助更多的宝
贝回家。”

另据格灵深瞳官网介绍，距离“川川”
被找回仅三个月时间，格灵深瞳“跨年龄同
亲缘人脸比对算法”再次协助警方，更高效
率地找回了家住武汉的吴学先女士的儿子
陈昊。“至此，历时25年的漫长寻亲路之后，
吴学先夫妇终于迎来了‘上岸’之日，在公
安人员的见证下与儿子陈昊相见。”

此外，申聪被拐案孩子父亲申军良也
在微博发文提到，人脸识别技术对于寻找
失散子女大有帮助。他写道：“2019年，警
方组成的申聪被拐案专案组，对张维平、周
容平等拐卖的 9名儿童使用腾讯人脸识别
技术，进行人脸识别，每次识别都会出一百
份相近的档案，按顺序一般采前 5个孩子
DNA进行复核。随着人脸识别技术的不
断迭代优化，准确率越来越高，已经可以做
到跨年龄识别，不停地有孩子被识别出
来。今天又有好消息，河北邢台的解克锋
被拐 25年的儿子也被找到了，由衷地为他
感到高兴。”

时隔多年，丢失孩子伤心
的父母手里往往只有一张年代
久远的童年照，甚至是婴儿
照。就连这张照片也多半是生
活照，孩子的照片可能是侧面、
全身、歪着头，人脸只有花生米
大小，光线也不一定明亮。

而寻亲的孩子上传的照
片除了光线、姿态的变化，往
往还多了一道变量——时
间。幼年时期是孩子生长发
育最快的时候，半岁的孩子和
一岁的孩子也可能迥然不同，
更何况往往是几年的变化。
仅凭肉眼观察，很难判断。现
在，人工智能可以胜任这项任
务。

“这是一项‘老’技术，却
是人脸识别算法比较难的应

用”，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邓伟
洪表示，早在上世纪 70年代，
人脸识别就已经成为计算机
视觉领域热门研究方向之
一。然而，时至今日人脸识别
仍面临诸多技术挑战，比如面
部表情、外界光线、人脸角度、
年龄等的变化，都对人脸识别
的准确率造成影响。

人脸识别用于寻亲，首要
面临的就是失散儿童面貌的
变化。从幼儿到青少年，再到
成年，乃至中年，人的骨骼和
面貌发生明显变化，这种变化
受遗传等多重因素影响，人类
尚未掌握其准确的变化规
律。因此，受制于准确率，很
长时间里运用人脸识别算法
寻亲很难走进现实。

邓伟洪表示，近年来，
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大
模型技术的发展一定程度上
提升了跨时空人脸识别的准
确率。

在人工智能的分析过程
中，原本光线、角度不同的两
张人脸图片会被转化为便于
识别的统一灰度图，并从面部
提取一个个特征点。把这些
特征换算成不同维度，并给每
个维度配比上不同的权重。
当两张照片进行对比时，会针
对每个维度挨个对比，得出每
个维度的相似度得分，再根据
每个维度的权重比例计算出
总体的匹配度得分，给出两张
脸的相似程度。

据了解，此次寻亲用到的
“跨年龄同亲缘人脸比对算
法”就曾利用不同年龄段的样
本去生成不同人不同年龄段
的人脸图像，从而提高跨年龄
识别的准确率。此外，还训练
人脸识别大模型，提高对跨年
龄识别的能力。

“想要大幅提升人脸识别
的准确率，关键还是在数据驱
动下，‘喂’给人脸识别系统大
量人不同成长时期的照片，让
机器学习其中变化的规律。”
邓伟洪说，一项成熟的人脸识
别算法能捕捉到人的细微特
征和相似之处，而这样一项技
术也必然需要经过多年技术
积累和打磨。

“家人团聚，喜极而泣”，面
对这一场景，很多网友在社交媒
体平台留言“愿能帮助更多家
庭”“这个解题思路真好”，更有
网友提出“寻亲”诉求，“这是什
么APP”“我有个失散17年的哥
哥，至今未找到。看到这个技术
喜 出 望 外 ，请 问 要 怎 么 联
系”……

事实上，类似技术早已经开
始用于“寻亲”，协助公安等部
门，帮助多个家庭团聚，缩短漫
漫寻亲路。邓伟洪团队也曾在
2020年进行实验，结果发现，复
杂场景下，人脸识别技术的准确
率高于人眼。

在网友期望这项技术大面
积推广的呼声中，邓伟洪表示，
这项技术能在很多场景下发挥
作用，比如寻亲、追逃，但这项技
术需要基于大量个人人脸信息
等才能最大限度保证准确率，这
涉及公民个人信息隐私保护问
题，因此建议在公安部门的管理
约束下使用。

大有文化技术总监、专业
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工学博士
顾磊表示，这项技术目前还存
在一些局限性。首先，这种技
术需要有充足的比对样本，如
果失散的儿童没有留下照片，
或者亲人的照片不足，可能会
影响比对的准确性。其次，人
的外貌受遗传、环境和生活习
惯等多种因素影响，单纯的面
部特征比对可能会有一定误
差。同时，面部识别技术目前
仍存在误识别等问题，不能完
全依赖这一技术解决问题。

“总体而言，‘跨年龄同亲
缘人脸比对算法’是一个值得
肯定的创新，它为寻找失散的
亲人提供了可能，但同时也需
要更全面的数据支持和更精确
的算法优化。在应用中，还需
要结合 DNA 技术等其他寻亲
方法，以提高寻找失散子女的
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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