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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驻河北记者李秋云

通讯员娄丽双）2月 25日，记者从河

北省承德市文物局获悉，避暑山庄

及其周围寺庙等景区的电子年票

已开始使用，已经办理年票的市民

只需进行手机绑定即可生成电子

年票。

此前，承德市民办理年票后，

虽然可以在全年不限次数地进入

景区游览，但由于原来的年票是一

张独立年卡，市民忘记携带年票便

无法进入景区。为了方便群众，顺

应大数据时代发展趋势，承德市在

保留实体年票的同时，启动了全新

的电子年票。市民在微信上搜索

“瑞通卡”公众号，点击“用户中心”

“电子年票”，选择“绑定年票”后，正

确填写身份证信息，即可成功办理

“电子年票”。入园时，在“瑞通卡”

公众号，点击“用户中心”“电子年

票”，在景区检票设备上扫描二维码

并按指纹，即可进入景区。

据悉，目前承德市支持使用电

子年票的景区包括避暑山庄及周

围寺庙景区、金山岭长城景区、白

草洼国家森林公园景区。

本报讯 （驻安徽记者郜磊）

2 月 27 日，2019 年安徽省智慧旅游

工作务虚会在安徽省旅游信息中

心 召 开 。 会 议 就 进 一 步 做 好“ 皖

游 通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提 升 及 应 用

推 广 ，推 动 全 省 智 慧 旅 游 发 展 开

展了深入研讨。安徽省文化和旅

游 厅 有 关 负 责 人 和 黄 山 市 、宣 城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有 关 负 责 人 ，以

及来自旅行社、旅游营销机构、软

件 开 发 企 业 、旅 游 景 区 的 部 分 代

表参加会议。

会 上 ，与 会 同 志 结 合 工 作 实

际，各抒己见，从技术开发、数据挖

掘、服务应用、宣传推广、省市联动

等多角度、多层面为全省智慧旅游

发展建言献策。

会议认为，“皖游通”是安徽省

文化和旅游厅着力打造的旅游公

共服务平台，要高度重视平台的建

设 提 升 工 作 ，统 筹 设 计 ，抓 紧 推

进 。 一 要 目 标 明 确 ，二 要 功 能 强

大，三要使用便捷，四要拓展用户，

五要结合其他工作开展。

本报讯 （记者李月）记者近

日获悉，经过 8 个月的数据录入和

调试，甘肃省博物馆“拍照识文物”

系统目前已正式投入使用。该系

统覆盖了甘肃省博物馆“甘肃丝绸

之路”“甘肃彩陶”“甘肃佛教艺术”

“甘肃古生物化石”四大基本陈列

展，涉及文物 867件（组）。

据了解，参观者只需扫描展厅

门口的二维码，或者在微信搜索并

关 注 公 众 号“甘 博 快 讯 ”后 ，使 用

“拍照识文物”小程序拍摄自己想

要了解的文物，相关文物的图片、

文字、音频等资料就会立刻显示在

参观者的手机上，具体内容包括文

物的出土经过、造型特征、历史意

义、美学价值等，其中有的文物还

可以进行 3D 展示。

为了让参观者能够更好地观

看 展 览 、欣 赏 文 物 、了 解 历 史 ，近

年 来 ，甘 肃 省 博 物 馆 积 极 探 索 智

慧博物馆建设。甘肃省博物馆副

馆 长 班 睿 介 绍 ，除 了“ 拍 照 识 文

物 ”外 ，博 物 馆 还 实 现 了 3D 模 型

线 上 查 看 、全 馆 陈 列 导 览 建 设

等。今后，该馆还会逐步将 AR 互

动 技 术 引 入 展 览 ，进 一 步“活 态 ”

呈 现 文 物 ，让 观 众 在 用 手 机 摄 像

头 识 别 文 物 时 ，拥 有 更 好 的 观 展

体验。

色彩加固一直是出土陶制彩绘

文物保护的国际性难题。如何利用

高科技手段让陶制彩绘文物“朱颜不

改”？记者日前获悉，四川省成都文

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与修复中心

正尝试使用高光谱摄影分析等技术

修复两座东汉彩绘陶楼，古时陶楼正

在文物修复师的妙手下一步步重放

光彩。

颜色脱落 东汉陶楼急需“体检”

2018 年 4 月，考古工作者在四川

省成都市新津县邓双镇宝资山抢救

发掘了一批东汉崖墓，其中一座崖墓

中出土了两座彩绘陶楼。

“两座陶楼里，一座是两层楼阁

式，一座是两层干栏式。陶楼保存完

整，需要修补拼接的地方不多，通体

彩绘，且彩绘层保存完整，当下最重

要的工作就是留住上面的色彩。”据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与修

复中心副主任孙杰介绍，陶质彩绘文

物受保存环境、制作工艺、材质等因

素影响，彩绘层较难保存，所以两座

陶楼在发掘出土后，便马上被移交给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与

修复中心。

接收文物后，中心工作人员立即

开展相关的分析检测工作。通过仔

细观察，工作人员发现，文物表面彩

绘层被泥土覆盖，彩绘图案被遮挡，

泥土层也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起翘，

起翘部位轻轻碰触便会脱落，颜料层

被连带剥落，造成画面损伤。

“两件陶楼亟待进行详细调查检

测，我们要保留其最初信息，为后期

保护修复提供参考依据。”孙杰说，调

查检测的关键是对文物制作材料、工

艺等信息进行提取，而彩绘层是历史

信息最丰富的部分，往往也是陶质彩

绘文物病害最为集中的部分。彩绘

层一旦发生病变，会导致文物不可逆

转的损毁。

几经波折 神秘色彩揭开面纱

记者了解到，成都文物考古研究

院的文物修复师对陶楼采用了无损

分析检测技术，针对彩绘层信息进行

分析提取。通过采集起翘剥落的少

量样品，运用拉曼光谱仪、电镜能谱、

超景深显微镜、扫描电镜进行分析研

究后，文物修复师发现，两件陶楼彩

绘颜料的主要成分为方解石、朱砂、

铁红、石绿、炭黑等，都是古代最常见

的白色、红色、绿色、黑色颜料。

而彩绘层图案无损分析研究却

几经波折。最初的可见光摄影只能

反映肉眼可见信息，人们无法直观清

晰地认知被覆盖在下层的图案；其后

的红外摄影虽然能让人们发现泥土

和钙化物后面隐藏了图案，且覆盖层

下还有较为鲜艳的颜料层，但因红外

摄影技术光波段单一，不能解决彩绘

图案问题，人们在可见光及红外光下

还是无法感知图层信息。

在多种非接触摄影技术均不奏效

的情况下，文物修复师尝试引入彩绘

文物分析研究的高光谱成像技术——

与彩绘陶楼保持一定距离，进行非接

触式扫描成像，通过光谱分析技术获

得颜料在不同波段下的光谱曲线，进

而获得颜料在不同波段光谱的数字

影像。

奇“鸟”初现身形

记者看到，从可见光到红外线，

再到高光谱摄影，陶楼彩绘上的纹饰

与颜色果然逐渐清晰起来。经过前

期彩绘颜料层的研究，被泥土覆盖的

彩绘图案分析已经取得了较好效果，

特别是两层干栏式陶楼上的动物形

象显现了出来。“随着清理工作的开

展 ，我 们 可 以 逐 渐 看 到 该 动 物 的 尖

嘴、触须，从脚部的细节来看，它更像

是鸟。但这究竟是什么动物，把它绘

在陶楼上有什么含义，都需要等清理

工作完成后才能判别。”孙杰说。

据孙杰透露，下一步，文物修复

师将对陶楼的颜料卷曲、起翘、褪色、

变色、胶质流失、变形等病害的具体

成因进行研究，并以此为依据制定保

护修复的对策意见，最终进行修复实

验，完成对两件文物的修复工作 。

新技术让东汉彩绘陶楼“朱颜不改”
本报驻四川记者 付远书

陶楼（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河北承德：市民刷手机便能游览景区

安徽：推动全省智慧旅游发展

甘肃省博物馆“拍照识文物”系统启用

2 月 25 日至 26 日，山东省临沂

市费县“舞动新时代”2019 年广场

舞首期培训班在当地举办。来自

费县各镇（街）的 51 名公共文化辅

导员，在专业舞蹈老师的带领下，

系 统 学 习 了 广 场 舞 的 相 关 技 巧 。

培训结束后，这些公共文化辅导员

将发挥带头作用，对费县的贫困村

文艺爱好者进行辅导。今年，费县

计划举办 3 期广场舞培训班，累计

受益群众将超 2000人次。

图为费县“舞动新时代”2019

年广场舞首期培训现场。

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锐 摄影报道

3 月 2 日，河北省邢台市举办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全市 400 多名中小学生

组成 163支代表队，参加了机器人创意比赛、教育机器人工程挑战赛等多个项

目的角逐。图为参赛选手在比赛中关注自己的机器人。

新华社发（田晓丽 摄）

今年的春节档电影令片方和院

线喜忧参半。《流浪地球》《疯狂的外

星人》《飞驰人生》等影片的票房、口

碑俱佳。然而，《流浪地球》制片人曾

在微博上表示：“我们的工作人员没

有时间庆祝票房的攀升，而是把大量

精力用在了投诉和封堵盗版上。”

事 实 正 是 如 此 。 包 括《流 浪 地

球》《飞驰人生》在内的春节档电影在

热映的同时也在网络平台以1元、2元、

5 元不等的价格出售。国家版权局对

此作出严厉发声，将采取多种措施加

强对春节档院线电影的版权保护，严

厉打击各类网络侵权盗版行为。

当下，网络是侵权盗版分子的藏

身之所。如何在互联网海量数据中

高效、准确地发现盗版资源，并追溯

盗版源头——一场利用科技，与侵权

盗版分子展开的追逐战正式打响。

事前控制：
为影视资源加把“锁”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数字

版权服务技术实验室副主任刘杰及

其团队一直在为《小猪佩奇过大年》

等 3 部春节档电影进行网络盗版监

测。他告诉记者，现在已经有一种相

对成熟的保护技术，能够保证除内部

人员有意泄漏外，高清影片在上映期

间不会被拷贝外流。“简单来说，就是

给影片本身加密，保证未经授权解密

的设备无法正常播放。”他介绍，内容

生产商需要给播放器授权，严格控制

内容播放的场所和次数。尽管这项

技术相对繁琐，每次播放都需要安装

插件、获取密钥，但由于安全性强，该

项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电影的院线热

映中。

“版权是文化市场健康发展的重

要支撑。”中国传媒大学信息与通信

工程学院数学媒体技术系主任杨成

说，对影视剧版权的保护存在着一个

由加密、认证、签名、可信执行环境等

各环节共同构建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侵权盗版分子能在影视剧进行网络

传输的过程中将内容截获、转存。而

版权保护技术能对影视剧内容加密，

将其变成无法随意播放的乱码，再对

合法播放终端进行授权，有效遏制资

源外流。”他告诉记者，事实上，从内容

生成到播出，要经历网络传输、终端处

理、密钥存储保护、解密后的信号传输

和播出等诸多环节，任何一个环节都可

能成为不法分子的突破口，因此，各环

节都要有相应的版权保护技术的支撑。

实现追责：
打造影片的数字签名

加解密技术是修改媒体本身，使

内容无法拷贝传播。但事实上，很多

盗版影片是所谓的“枪版”，即个人用

机器偷拍的抢先版。如果影片已经外

泄，要想查明影片归属和外流途径，这

时就需要数字水印技术大显身手。

据了解，水印可分为明水印和暗

水印。明水印就是在图层做变化处

理，以证明这个影片的版权归属或交

易过程。明水印会破坏画面质量，影

响 观 看 感 受 ，因 此 在 很 多 场 景 不 适

用。而暗水印技术则把标记藏在影

片内部，不会降低影片的商业价值和

观众的观影体验。因为标识是加载

在画面中的，所以从理论上讲，任何

翻拍或录制都会将水印保留下来，一

旦发现可疑的外流视频，就可以利用

水印追溯盗版来源，甚至可以追溯到

某 个 电 影 院 放 映 厅 或 电 视 机 顶 盒 。

“确认了版权归属，配合相关法律法

规进行事后追责，就从终端反向遏制

了盗版行为的发生。”杨成告诉记者。

“数字水印技术是版权保护发展

的重要趋势，但同样存在技术难度。”

刘杰说，在影视剧传播中，格式和分

辨率的转换、画面裁剪缩放等编辑手

段，都可能导致水印被破坏，尤其是

“枪版”盗录时会使画面清晰度大打

折扣，也可能导致水印无法提取。相

比画面，盗录对音频的损伤较小，因

此，部分研究者正在研发一种音频水

印技术，通过在音频中嵌入独特标识

来记录版权信息。“没有一种技术是

万能的，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从更

多角度探索版权保护办法。”刘杰对

记者表示。

网络监测：
追踪独一无二的影片“指纹”

刘 杰 告 诉 记 者 ，除 了 依 赖 水 印

“签名”，每部影片都可以生成唯一的

标识——“指纹”。“所谓的‘指纹’，就

是指这部电影以任何状态播放，甚至

经过重新裁剪、拼接后，都可以被识

别出的基于电影内容的唯一标识。”

刘杰说，指纹技术主要基于人工智能

的自我学习能力。通过建立相关“训

练”模型，人工智能可以不断对比变

换过的图片，从而辨别是否为同一视

频或图像。在这个过程中，人工智能

获取的一串基于电影内容的独特字

符，便是电影的指纹。指纹比对一旦

发现网络上的可疑版本，就可以判定

为侵权盗版。当前，研发高效准确的

采集技术，在各网站准确找到可能侵

权的内容，是版权保护技术研发者的

重要工作。

“一般来说，最快速的判断方法

是对比标题。此外，运用知识图谱技

术，构建与某个标题相关的，包括演

员、角色名称、代表性情节等‘知识

点’在内的知识图谱，然后进行基于

知识图谱的对比，就能够更加高效、

准 确 地 找 到 侵 权 盗 版 影 片 。”刘 杰

说 ，知 识 图 谱 可 以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规

避因任意更名导致的“漏网之鱼”。

“在自媒体时代，全民创作欲望

越来越高，某自媒体平台平均每天的

新增视频数据量为 15 万左右，每个视

频可能有成百上千的相似数据，人工

监测绝对无法实现。”刘杰说，通过搭

建基于上述技术的版权保护“采集+

比对”系统，就可以完全依靠计算机

进行自动监测，基本上几分钟内就能

发现侵权问题。

据新华社消息 （记 者 桂 娟

李文哲）在3月1日召开的2018河南

考古新发现论坛上，洛阳纱厂西路西

汉墓项目发掘负责人潘付生公布，该

墓出土的液体其实是矾石水，即硝石

和明矾石的水溶液，这与文献中提到

的古人使用硝石和矾石制作神仙水

相吻合，证实液体为“仙药”。

去年 10 月初，考古人员在洛阳

发现一座西汉空心砖券大墓，出土

随葬品种类丰富且等级较高。其

中，一件高 50 厘米、腹部最大径 34

厘米的青铜壶中，近 3500 毫升、重

约 7 斤的液体经考古人员初期判断

是西汉美酒，引发热议。

液体究竟是什么？洛阳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和北京科技大学科

技 史 与 文 化 遗 产 研 究 院 合 作 ，科

研 人 员 分 别 对 铜 壶 中 的 上 清 液

和 下 层 沉 淀 进 行 了 取 样 ，研 究 检

测 出 液 体 主 要 成 分 为 硝 酸 钾 和

明矾石。

“取矾石一斤，无胆而马齿者，

纳青竹筒中，薄削筒表。以硝石四

两覆荐上下，深固其口，纳华池中，

三十日成水。”古籍《三十六水法》

中明确记载了古人用硝石和矾石

制仙水的流程。

据潘付生介绍，中国古代炼丹

术有水法与火法两种形式。水法

最 初 用 于 饮 服 成 仙 ，后 来 用 于 炼

丹。《三十六水法》是我国现存年代

最早的水法专著，被誉为水法炼丹

的先声之作。

河南发现千年前“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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