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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到底什么是二维码

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使用二维码，您
知道它是如何生成的吗？

二维码又称二维条码，是用某种特
定的几何图形按一定规律在平面（二维
方向上）分布的、黑白相间的、记录数据
符号信息的图形；在代码编制上巧妙地
利用构成计算机内部逻辑基础的“0”

“1”比特流的概念，使用若干个与二进
制相对应的几何形体来表示文字数值
信息，通过图像输入设备或光电扫描设
备自动识读以实现信息自动处理。

专家表示，二维码具有储存量大、
保密性高、追踪性高、抗损性强、成本便
宜等特性，因为具备这些特性，所以特
别适用于表单、安全保密、追踪、证照、
存货盘点、资料备援等方面。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最常使用的就
是二维码支付功能，您知道二维码支付
是什么时候开始在我国大范围推广的
吗？

据了解，我国对于二维码技术的研
究开始于1993年。

2016年8月3日，中国支付清算协
会向支付机构下发《条码支付业务规
范》（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支付机构
开展条码业务需要遵循的安全标准。

2017年12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
发布《条码支付业务规范（试行）》，2018
年4月1日起实施。

这是央行在2014年叫停二维码支
付以后首次官方承认二维码支付地
位。从此，二维码支付逐渐走进千家万
户。

【解读】
二维码真的会被用完吗

最近网上有种说法，全球二维码日
均消耗100亿个，为此有人担心，二维
码有一天会不会被用光？

对此，专家解释，目前，二维码的消
耗量还没有一个非常精准的统计，即使
按照全球日均消耗100亿个来计算，还
需要推算出二维码的矩阵到底有多少
种组合，才能知道二维码是不是真的会
被人类用完。

理论上，在固定区域内排列组合黑
白方块的变化是有限的，当存储的数据
超过了容量限制时，二维码就会被用
完。然而，在实际应用中，二维码的容
量通常是非常大的，远远超过我们通常
需要存储的数据量。

以平时使用的微信付款码为例：这
个二维码矩阵中有25×25即625个小
方块，除去一些定位、纠错等功能的方
块，还剩478个方块，每个方块有黑白
两种颜色，即可以组成2的478次方个
不同的二维码。假设全球每天使用
100亿个付款二维码，一年使用36500
亿个，经过计算，要使用完所有的付款
二维码需要2.14×10131年。而宇宙诞
生至今也就137亿年即1.37×1010年，
远少于用完付款二维码的时间。所以，
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二维码很快会被
使用完。

北京科技记者编辑协会理事、吴文
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雷涛表
示：二维码的最高像素可以做到177×
177，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1020000

（个），这个体量是非常大的，但是它并
不是靠这个体量来支撑，因为我们没有
必要做这么一个精细的177×177的二
维码，我的结论是二维码不会用尽。

虽然专家表示不用担心二维码会
被用完，但假设真有一天二维码被消耗
殆尽，又该怎么办？

雷涛表示，现在我们有了量子技
术，而且现在“信创数据库”也能支撑
了，这样通过交叉认证，把量子技术引
入了标识生成的随机方法。我国在量
子技术上其实是跑在世界前沿的，这样
就能生成一个更大规模和庞大的标识
体系。

【警示】
二维码或藏陷阱
当心“码”上有诈

“不扫码，寸步难行。”北京市平谷
区的王女士近日投诉二维码问题：前几
天，她开车出某停车场，准备扫码支付
停车费时，手机卡顿后突然自动关机。
她本想用现金支付停车费，却发现停车
场只能扫码缴费。于是，她不得不在车
里等待了好几分钟，等手机重新开机稳
定后才得以缴费离开。

这次经历，让她不禁感叹：“不知道
从什么时候开始，停车、点餐、缴费等都
要扫码，有的只提供扫码支付服务，离
开手机好像什么都干不了了；有的扫码
支付前得填一堆信息或关注一堆乱七
八糟的公众号，实在让人头疼。”

确实，随着技术的发展，二维码也
给人们带来了一些新的烦恼。

专家提示，理论上讲，二维码本身
不会携带病毒，但很多病毒软件可以利
用二维码下载，二维码技术已经成为手
机病毒、钓鱼网站传播的新渠道。

据警方介绍，扫描二维码有时候会
刷出一条链接，提示下载软件，有的软
件可能藏有病毒。其中一部分病毒下
载安装后会对手机、平板电脑造成影
响；还有部分病毒则是不法分子伪装成
应用的吸费木马，一旦下载就会导致手
机自动发送信息并扣取大量话费。因
此未知来源的二维码千万不要轻易去
扫。

记者梳理了一些街头扫码的不法
“套路”——

利用小礼品诱导路人扫码注册
一些不法分子通过赠送小礼品的

方式，诱导人们扫描二维码进行注册并
填写手机号、身份证号等信息，随后便
将这些信息与资料打包卖给一些“推
销”公司或者一步步诱导人们做任务、
刷单直至被骗。
利用收款码伪造生活缴费、交通罚单

不法分子制造附有二维码的假缴
费单（水、电、燃气费）、交通罚单，显示
扫码即可缴费，误导人们扫码，从而实
施诈骗。

虚假网店虚假二维码实施诈骗
一部分虚假商户常常在支付时以

各种理由诱骗消费者使用购物平台监
控之外的方式来付款，如提供二维码让
消费者扫码付款，消费者一旦付款，钱
直接进商户腰包，发货与否也就悬了。

在应用程序下载码中嵌入木马
不法分子将木马病毒嵌入到其生

成的二维码中，人们一旦误扫，手机就
可能中毒或被他人控制，导致账户资金
被盗刷、个人敏感信息泄露等风险问题
发生。

利用共享单车的二维码实施诈骗
不法分子在共享单车本身的二维

码之上加贴一层二维码，此种假二维码
中可能嵌入病毒。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避免个人信息
泄露呢？

1.不要连接存在漏洞的风险WiFi；
2. 不要轻易向陌生人透露自己的

个人信息；
3. 不随意在不明网站上填写自己

的个人资料；
4.不要随意丢弃快递单、票据；
5.不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
6.不点击不明链接及邮件。
综合央视新闻、中新社、《法治日

报》报道

“一天用掉100亿个”

二维码真的会被我们用光吗
如今在我们的生活中，二维

码随处可见。信息获取、网站跳
转、优惠促销、结账支付……扫
一扫二维码全部搞定。但近期
网上突然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
说是“据不完全统计，二维码每
天的全球使用量高达100亿个，
所以很快就会被用完”。

这是真的吗？二维码到底
是如何产生的？它有多少种版
本？人类真的有一天会把二维
码用光吗？

央视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