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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2日从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经公开
征集评选，中国载人月球探测
任务登月服和载人月球车名
称已经确定，登月服命名为

“望宇”，载人月球车命名为
“探索”。

目前，望宇登月服和探索
载人月球车已全面进入初样研
制阶段，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继2023年首次公开征集

载人月球探测任务新飞行器名
称后，2024年9月至10月，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先后启动
载人月球探测任务登月服和载
人月球车名称征集活动，在全社
会引起广泛关注和热情参与，共
收到来自航天、科技、文化传播
等领域的组织机构与社会各界
人士的9000余份投稿。经专
家遴选评审，将登月服命名为

“望宇”，将载人月球车命名为

“探索”。
登月服和载人月球车的

名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时
代特色和文化特色。“望宇”寓
意遥望宇宙、探索未知，与执
行空间站飞行任务的“飞天”
舱外服相呼应，寓意在实现飞
天梦想、建成“太空家园”之
后，中国载人航天踏上了登陆
月球、遥望深空的新征程，也
传递出中国发展航天事业始
终坚持和平利用太空、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贡献的坚
定立场。“探索”寓意对未知世
界的探索实践，鲜明体现月球
车将助力中国人探索月球奥
秘的核心使命与应用价值，与

“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
业、建设航天强国”的航天梦
高度契合，彰显中国载人航天
勇攀高峰、不懈求索的创新精
神。 据新华社

中国载人月球探测任务登月服和载人月球车名称确定

登月服叫“望宇”月球车命名“探索”
“蝇贪蚁腐”是发生在群众身边

的腐败，老百姓感受最直接最明显。
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检察厅厅
长张晓津2月12日受访时介绍，检察
机关依法惩治群众身边的腐败犯罪，
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如配合监察机
关深入整顿医药领域乱象，依法惩治

“靠医吃医”、套取医保资金等腐败犯
罪，推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等问
题。2024年1月至11月，起诉医疗
领域职务犯罪1800余人。

张晓津介绍，为巩固粮食购销领
域腐败问题整治成果，检察机关持续
抓好最高检向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中储粮公司制发的第九号、第十
号检察建议跟踪落实工作。河北检
察机关办理的某粮食企业原党委书
记、董事长张某某等三人国有公司人
员滥用职权、贪污、受贿一案，涉案金
额1亿余元，检察机关高质效开展工
作、积极推动涉案财物处置，助推
2900 余万元涉案款物返还被害单
位。 据新华社

最高检将依法惩治
群众身边的腐败犯罪

近日，教育部印发通知，通过县
级自评、市级初核、省级评估、国家认
定的程序，2024年认定天津市滨海
新区等301个县（市、区）为学前教育
普及普惠县。其中，浙江省湖州市、
衢州市，山东省青岛市、东营市，福建
省厦门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
拉蒙古自治州等6个市（州）已全域
通过国家评估认定。

通知要求，各地要牢牢把握公益
普惠基本方向，认真落实以政府举办
为主、大力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法
定要求，健全学前教育普惠保障机
制；进一步强化学前教育的质量意
识，坚持加强内涵建设，引导幼儿园
坚持保育和教育相结合，落实以游戏
为基本活动，创设丰富的教育环境，
支持幼儿主动探究学习，促进幼儿在
游戏和生活中健康快乐成长，不断提
升科学保教质量和人民群众满意
度。 据新华社

教育部认定一批
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

来自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
所、浙江大学与中国海洋大学的研究
团队，合作在海南陵水至西沙群岛之
间水深约200米的陆坡区域发现了
鱼类新物种——幽灵方头鱼。这是
首个由我国科研工作者发现的方头
鱼科新物种，相关研究成果于2月12
日在国际动物学杂志《生物钥匙》上
发表。 据新华社

我国发现鱼类新物种
幽灵方头鱼

亲耳听到的就是真的吗？未必。网络平台上，AI声音随处可见。
从“张文宏医生”推销蛋白棒视频“走红”网络，后被本人“打假”，到多位配音演员称声音被AI“偷走”，公开维权……“新华

视点”记者调查发现，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语音大模型应用的发展，AI合成声音App大量出现，最快只需十几秒便可“克隆”出
来。与此同时，AI声音滥用现象愈发突出，不时引发争议。

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
“AI克隆声音”为关键词检索
发现，明星翻唱、新闻播报、
吐槽点评等大量视频涉及AI
声音，有些甚至出现不雅词
汇，不少视频点赞和评论量
过千。

而AI声音滥用事件也不
时发生，引发关注和讨论。

在社交平台上，通过AI
模仿恶搞各领域名人的音视
频不在少数。此前，短视频
平台涌现了大量AI模仿某知
名企业家声音吐槽堵车、调
休、游戏等热门话题的视频，
个别视频甚至还有脏话出
现，一度登上热搜。该企业
家随后发视频回应称：“相关
事件的确让自己挺困扰，也
挺不舒服，希望大家都不要

‘玩’了。”
一些商家在短视频平台

带货时，通过AI模仿声音技

术将主播“变”为知名女明
星、知名医生，销售服装、保
健品等相关产品，对消费者
造成了严重误导。国家传
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
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
任张文宏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通过语音合成来模仿
他的声音进行直播带货，这
样的账号“不止一个，且一
直在变”，他多次向平台投
诉但屡禁不绝。

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的
声音也曾频遭AI模仿，相关
平台出现了大量与事实不符
的合成视频。胖东来商贸集
团为此发布声明称，多个账
号未经授权擅自利用AI技术
手段生成于东来的声音，加
入误导性文案，对公众造成
误导和混淆。

记者了解到，有不法分
子通过“AI换声”仿冒一位老

人的孙子，以“打人须赔偿，
否则要坐牢”为由，诈骗老人
2万元。类似的诈骗案件在
全国已发生多起，有的诈骗
金额达到上百万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
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

春表示，在未经过授权、未进
行标注的情况下，用他人声
音制作AI语音产品，尤其是

“借用”公众人物的声音，很
容易引起误解，不仅会侵害
个人信息安全，还可能扰乱
网络空间生态和秩序。

AI如何生成以假乱真的
声音？受访专家介绍，AI能
够“克隆”声音，主要是依靠
深度学习算法，即短时间内
从采集的声音样本中提取关
键特征，包括频率、音色、声
调、语速、情感等，将这些特
征记录为数学模型，再通过
算法合成。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
所模式识别实验室工程师牛
少东说，随着算法越来越先
进，在高性能设备和高精度
模型的加持下，AI生成的语
音内容从两年前的“一眼假”
升级到如今的“真假难辨”。

大四学生耿孝存最近经
常在网络音乐播放器中收听
几首翻唱歌曲，他一直以为
这些歌曲由某知名女歌手翻
唱，后来才得知其实全部是
AI合成的。“声音逼真到我从
来没怀疑过。”耿孝存说。

AI声音在最近一两年时
间内变得格外“流行”。清华
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沈
阳说，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
让AI模拟声音的门槛大幅降
低。通过一些开源软件和平
台，没有专业知识的普通用
户也能操作。

大量App能够进行AI

合成声音，最快只需十几
秒。记者在应用商店搜索发
现，相关App有数十款，下载
量最高超千万次。

记者联系了一款App的
客服人员，对方表示，花198
元就能解锁付费会员，对着
镜头说几遍“12345”，AI 就
会根据声音生成各类内容的
出镜口播视频。记者操作后
发现，通过这款软件生成的
名人声音，基本可以以假乱
真，且录入名人声音不需要
提供任何授权证明。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AI
模拟人声在互联网“流行”，有

追逐流量和变现的目的。通
过“克隆”名人声音制作的恶
搞、猎奇类视频，在相关平台
播放和点赞量均不低，有的甚
至还被推上热搜。发布者也
相应获得流量曝光、粉丝增
长、广告收入等播放收益。

此外，“偷”人声音也有不
法利益驱动。国家金融监管
总局2024年7月发布的《关
于防范新型电信网络诈骗的
风险提示》中提到，不法分子
可能对明星、专家、执法人员
等音视频进行人工合成，假借
其身份传播虚假消息，从而实
现诈骗目的。 据新华社

不法分子通过“AI换声”诈骗老人2万元
亲耳听到的未必真！你的声音只需十几秒便可“克隆”出来

AI声音滥用不时发生

声音是如何被“偷”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