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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如今，在成都大
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和大熊猫国家公园
成都片区，数字创新
技术为大熊猫保护
和管理工作带来不
小的帮助。

“我们经过对圈
养大熊猫进行多角
度、多时段、多行为
图像数据采集，构建
数据库，将需要识别
的大熊猫图像上传
后，由计算机根据数
据库信息进行智能
比对，便可对大熊猫
进 行 快 速 个 体 识
别。”成都大熊猫繁
育研究基地工作人
员介绍，在遇到不熟
悉的大熊猫时利用

“大脸ber”识别系统
“扫一扫”，就能很
快得到这只大熊猫
的具体信息与相关
特征。

目前，基于脸部
图像的大熊猫个体
识别模型准确率已
高达97.26%；基于图
像的大熊猫行为（包
含行走、攀爬、挠痒、
进食以及刻板等行
为）识别，准确率高
达 97.06%。随着数
据库不断丰富，大熊
猫“扫脸识别”技术
也在日趋完善。除
了大熊猫，针对小熊
猫等动物也做到了
精准的脸部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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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大熊猫。图据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管理分局

同样的黑白“皮草大衣”，黑色的耳朵配黑眼圈造型，长相相似度极高的大熊
猫要如何准确区分和辨别？除了三角饭团“花花”、猫界刘亦菲“飞云”、仿佛

掉色了的棕色大熊猫“七仔”之外，其他大熊猫分别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呢？在普通人
眼中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大熊猫，其实也有着各自的特征，通过高科技“大脸ber”识
别系统，“扫一扫”就能得到大熊猫的准确信息。

大熊猫长得一模一样？
“大脸 ”帮你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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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图像的大熊猫行为识别准确率高达97.06%。 图据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目前，基于脸部图像的大熊猫个体识别模型准确
率高达97.26%。图为大熊猫梅兰。 于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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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大脸ber”识别系统外，大熊猫

国家公园成都片区还安排上了野外红外相

机智能监测技术。

布置在野外的红外相机端口依据目

标区域热能量变化拍摄捕捉照片视频，再

通过收发基站无线实时上传至服务器数

据库进行智能比对，结合动物学和计算机

图像识别技术，进行物种和个体识别研

究，构建野生动物野外智能监测网络。

智能红外相机布控点位应该如何选择？

工作人员介绍，主要以全国第四次大

熊猫调查数据、已有的红外相机监测数据、

巡护人员日常巡护情况等作为依据，选择

红外相机适合布设的点位。也可以通过面

积网格化布置红外相机，或在动物活动痕

迹明显的地方、有水源的地方等进行布置。

目前已成功回传大量数据，主要有珍稀

哺乳动物及鸟类二十余种，包括国家一级重

点保护动物大熊猫、四川羚牛，二级重点保

护动物小熊猫、中华斑羚、豹猫、黑熊、黄喉

貂等，以及鸟类绿尾虹雉、红腹角雉等。

通过红外相机拍摄、低海拔地区实时

监控系统在线监测、红外相机自组网和实

时传输技术等手段，可以及时有效地掌握区

域内野生动植物资源状况，排除人为干扰、

保护生物多样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于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