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级月亮”频刷屏
其实它并不罕见

要构成“超级月亮”，需要满足两个最
基本的条件，一个是“最近”，一个是“最圆”。

“月球围绕地球旋转的轨道是椭圆
形的，有最接近地球近地点和最远离地
球的远地点。”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兴隆观测基地科普主管袁凤芳解释。
她说，“超级月亮”是指月亮在满月

的时候，刚好在近地点附近。而此时，
当月亮来到近地点的时候，因为它靠近
地球，所以看上去比平时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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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轮明月，往往寄托着人们美好的心愿和思
念。近一段时间，“超级月亮”相关话题多次登上热
搜，天文爱好者纷纷选择合适的时间、地点进行观
测，一饱眼福。实际上，“超级月亮”是这些年来大家
比较关注的一个天文现象。那么，什么是“超级月
亮”？它一般在何时出现？人们可以如何观测？

壹

全员口罩
身份识别面临新挑战
“疫情发生后，复工现场的管

理出现诸多新的技术需求，在戴口
罩、安全帽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入
场人员准确识别，就是复工管理的
一个重点方向。”中国中铁科研院
技术中心智慧工地联合实验室研
发人员赵阳说，按照安全生产要
求，过去施工工地已经使用的“智
慧工地平台系统”，其中一个重要
功能就是对进入工地人员进行身
份识别，“但疫情下，戴上口罩、安全
帽，还要测体温，成为新技术挑战。”

这项技术难点在哪儿？原来的
人脸识别算法，是根据面部特征关
键点来进行识别的，算法纳入的关
键点越多，识别的结果也就越精
确。但佩戴口罩后，可供识别的“关
键点”大幅减少。“鼻子以下的面部
特征被掩盖，面部特征关键点减少，
机器之前学习的特征判别能力随之
降低。”赵阳说，口罩会使原有的人
脸识别算法模型失效，使机器无法
识别当前的人。同时，口罩类型较
多且遮挡程度不一，也提升了难度。

“针对人脸识别的新需求，如果
对已有的智慧工地平台进行大范围
硬件更改，一方面增加设备、提高成
本，另一方面改造周期较长，难以满
足复工复产要求。”赵阳说，该研发
团队通过加强软件算法、升级系统
平台，提出了解决方案。

聚焦眼部
优化注意力算法模型
“人脸识别一般分为两个步

骤，一是人脸检测，二是人脸配
对。”赵阳说，识别的流程是，人脸
机先从视频图像中找出人脸，然后
通过人脸上的眼睛、鼻子、嘴巴、眉
毛等面部的特征，经过一定算法，
在人员数据库识别出对应的人。

戴口罩后如何提高识别通过
率？前提就是尽可能地增加面部特
征关键点。“当面部几乎一半被遮挡
后，面部特征关键点就主要集中在
了眼睛和眉毛两个部位。”赵阳说。

“我们从算法模型上突围，采
用眼部、眉毛等局部特征与整体
人脸特征的融合，并结合注意力
机制增强眼部特征，通过训练眼
部关键点的模型，来提升模型在
口罩遮挡下的人脸识别率。”赵阳
说，在人脸遮挡环境下，可通过识
别眼部关键点作为一种“注意力
模型”，快速扫描全局图像，获得
需要重点关注的目标区域眼部，
并形成注意力焦点。“而后对眼部
这一区域投入更多注意力资源，
以获取更多所需要关注目标的细
节信息，而抑制其他无用信息。”

采用同样的原理，在算法层
面，针对基于人脸全局特征及局
部特征相结合的方法，可优化现
有人脸识别算法模型，当人面部
出现其他遮挡时，也同样能够精
准鉴别。“如戴安全帽进入施工
项目时，人脸识别依然有效，就
是这么实现的。”赵阳说，当前通
过大量训练数据，戴口罩或戴安
全帽人脸识别率可达到99.9%。

信息增值
挖掘数据背后的价值

其实在疫情暴发前，面部遮
挡障碍的人脸识别技术，已有不
同程度应用。如在安防领域，大
多数犯罪嫌疑人为了躲避“天眼”
等监控设备追踪，往往会戴上帽
子或口罩，这时候更精准化的人
脸识别便可以帮助更好地破案。

“这种挖掘能力进步后，举
个简单例子，在未来我们或许不
再看到道路上如小鸟卧枝头一
样密密麻麻的电子眼，一个监控
设备加上高超的识别算法能力，
就能解决所有需求。”赵阳说。

为让新的智慧工地平台系
统持续适用于更加复杂的场景
应用，赵阳团队还将进一步进行
技术创新。“下一步计划丰富后
台管理功能，增加工地防反光背
心检测等其他识别功能，同时开
发系统接口，使其可无缝衔接当
前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等，使人
员一次打卡、网络通用。”赵阳
说。 据科技日报

3月6日，研发人员戴口罩
进行人脸识别检测。

值得注意的是，不光有“超级月
亮”，也有“最小月亮”，有网友开玩笑将
之称为“超级小月亮”。

所谓“最小月亮”，也就是说，月亮
在满月的时候，刚好又运行到远地点附
近。

“2020年唯一一次‘最小月亮’，在
10月31日。”袁凤芳建议，有兴趣的可
以在同一地点、使用同一套拍摄器材，
把“超级月亮”和“最小月亮”拍下来，然
后做一个对比，这是普通大众都可以做
的天文观测。 据中新社

“超级月亮”形成的条件

观赏超级月亮，严格来说，可以选
择在月亮-地球-太阳按顺序最接近一
条直线的时候观测。简单来说，就是在

“超级月亮”出现的当天夜里，任何地方
只要晴天或者少云都能观测。

袁凤芳介绍了一组数据，北京时间4月
8日上午10点35分，月球、地球、太阳近乎位
于一条直线上，此时月亮最圆；北京时间4月
8日凌晨2点08分，月球到达近地点。

她表示，4月7日晚到8日早上，都
适合观测。可在4月8日凌晨2点08分
和日出前各拍摄一张月球照片。

“其实，我们用眼睛就可以欣赏‘超
级月亮’，也可以使用普通的双筒望远
镜或者单筒望远镜，甚至单反加长焦镜
头也可以观测。”袁凤芳解释，“超级月
亮”是一个很普通的天文现象，“我们每
个月都能看见满月，不是吗？”

如何观赏“超级月亮”？

此前，有媒体报道，天文专家表示，
“超级月亮”大多发生在农历十五和十
六，农历鼠年中会上演4次，时间分别
在2月9日、3月10日、4月8日和5月7
日。

“‘超级月亮’其实只是一个很普通
的现象，月球两次到达近地点之间的周
期需要27.55天，两次满月之间的周期
为朔望月，需要29.27-29.83天。”袁凤
芳表示。

上述两个周期之间，存在一个小小
的时间差。袁凤芳说，正是因为周期长
短的差异，所以每年出现不超过4次的

“超级月亮”。
有意思的是，袁凤芳提到，4月8日

月亮的近地点比3月10日的近地点，
更靠近地球500公里左右。所以4月8
日的“超级月亮”会更大一点点（约
0.1%），不过肉眼很难看出其中的大小
差别。

每年出现不超过4次

有趣的“最小月亮”

人脸识别再进化
戴口罩也能认出你

3月6日，在中国中铁科学研究院门禁口，员工们戴着口罩和安
全帽，排队陆陆续续“刷脸打卡”。他们没有摘下口罩或帽子，仅在屏
幕前简短停留，员工信息及体温状况就出现在了屏幕上，工作人员也
实现了安全、快速入场。

在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人脸识别已经不是一件新鲜
事。但新冠肺炎疫情下，在建筑工地、学校机关等需要鉴别入场人员
身份信息的场所，人员在佩戴口罩、安全帽后，实现人脸快速识别并同
步检测体温，成为一项全新的技术成果。

贰

叁

肆

3月9日，北京。“超级月亮”来临
之前，一轮圆月升起，与社区路灯相
辉映。 据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