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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都开始给眼珠子拍照了

火爆的“虹膜写真”会泄露信息吗

什么是“虹膜写真”？

在今年播出的一档综艺中，两位参
演人在法国街头偶遇一家虹膜写真店，
拍摄时还被摄影小哥夸赞：“你俩的眼
睛很不一样，像尘土里的钻石。”不少观
众也因此了解到了“虹膜写真”的概念。

近期，虹膜写真店陆续在广州、成
都、上海等多个城市开设，社交平台上，
网友们在分享的虹膜写真下感叹“这个
好特别呀”，亦有网友表示“这潮流我跟
不上”。

在北京一家潮流小店集中的商场，
“虹膜写真”是一家照相馆里的主打产
品之一。店里挂着各种“虹膜写真”样
片，微距镜头拍摄的虹膜纹理清晰可
辨，经过调色、增加特效等，在黑色的背
景下仿佛一个个神秘星球。

店员介绍，有单人拍摄、情侣组合
拍摄，甚至可以带宠物来拍。单个一张
或两个一组，“虹膜写真”还可以作为纪
念品或装饰品。

店面里，拍摄虹膜写真的工具类似
医院眼底检查或验光的架子，不同的是
眼睛前面不是医疗器械，而是相机和镜
头。拍摄时会有灯光照亮眼睛，按下快
门时还会有闪光灯，对于拍摄过程，店
员表示“没有什么危害”。

在江苏一家专拍“虹膜写真”的店
面，工作人员也表示不用担心拍摄时眼
前的闪光。“这个一般都拍得很快，大概
一分钟。前面有一个对着眼睛的补光
灯，灯光会开得弱一些，拍摄时还有闪
光灯，只闪一下。”

据受访门店介绍，“虹膜写真”的价
格分为单眼和双眼，价格从几十元到两
百多元不等，经过电脑渲染效果，一般
半小时到一小时就能取片。用照片还可
以制作手串、手机壳等周边产品。

记者在平台上搜索显示，目前拍摄
一张虹膜写真照片价格为99元至350
元不等，还有店铺在购买链接上标注
【XX（某综艺）同款】吸引顾客。

“虹膜写真”会不会伤眼睛？

虹膜，是眼球壁中层的扁圆形环状
薄膜，位于角膜和晶状体之间，透过角
膜可以看到；中央有圆孔，就是瞳孔，它
们组合起来就是日常所说的“黑眼珠
子”。虹膜上有大量的色素颗粒，它的颜
色因为含有色素颗粒的多少不同会有
差别，一般有黑色、蓝色、灰色和棕色等
几种。

浙中医大二院眼科主任俞萍萍表
示，虹膜写真的原理是将虹膜的局部
放大，呈现出细微的结构，在医学上已
经广泛应用，一般情况下不会对人眼
造成伤害。但由于拍摄瞬间往往需要
强光照射，如果光线过于强烈，瞬间光
能聚焦，还是有可能对视网膜造成光损
害。“建议在拍摄时，眼睛尽可能避开强
光，更不要注视光源。也不建议经常拍
摄。”

浙医二院眼科中心副主任韩伟也
表示，如果拍摄时需要强光照射，且时
间较长、反复照射，对本身有眼睛疾患
的可能会有损伤。因此不建议有角结膜
炎、眼底病变等眼病，或近期刚接受眼
科手术的患者进行虹膜写真。

浙江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
院研究员、国家眼视光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视功能损伤与修复课题组组长周佳
玮表示，一般来说，拍摄这样的“虹膜写
真”不会对眼睛造成伤害，但需注意光
照强度、持续时间和频次，本身有眼部
疾病的人需谨慎。

“拍摄过程中，如果是特别强的光
线，持续时间也长，可能会有一些不舒
适，引发眼疲劳或干眼。如果拍摄者眼
睛有疾病，最好在拍摄前做健康评估，
拍的时候光源不要特别强，曝光时间短
一些，不要在短时间内连续拍。”周佳玮
表示，与一般摄影相比，“虹膜写真”的
灯光专门照射眼球，但光源设备没有相
关标准，建议参照光生物安全标准或眼
科医疗器械的光源设备标准作出规范。

“虹膜写真”会暴露个人信息吗？

除了健康，消费者对“虹膜写真”的
另一个疑虑是信息安全问题。

研究显示，瞳孔和眼白之间的那一
圈虹膜，在胎儿发育阶段形成后，将在整
个生命过程中保持不变。

曾带领研究团队开发出国内第一套
虹膜识别核心算法和原型系统的中国科
学院院士谭铁牛介绍，生物遗传学家已
经证明，每个人的虹膜都是特有的，它具
有丰富、多样的纹理，“即便是双胞胎，也
能利用虹膜识别技术分辨出来”。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生物识别技术
主要有声纹识别、虹膜识别、掌纹识别、
人脸识别、指纹识别、指静脉识别等。

虹膜具有唯一性、稳定性、防伪性，
是生物特征识别技术中的优选。虹膜包
含了丰富的生物学特征信息，在幼年固
定下来后维持终身不变。相较于取样难
度高、识别慢的DNA识别，虹膜识别具
有快速、准确等诸多优势。

这样的照片如果被泄露或被不当使
用，是否存在安全风险？

北京一家拍摄“虹膜写真”的照相馆
工作人员介绍，有不少顾客关心这个问
题，但这“只是一张照片，哪怕是原图，也
识别不了个人信息”。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
所工程师郭苏敏表示，虹膜图像采集需
特定的虹膜采集仪支持，对设备的要求
较高，“虹膜写真”的微距镜头可能无法
完成。

尽管“虹膜写真”和虹膜生物认证在
硬件、软件和技术原理上并不完全相同，
但不排除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结合相关
技术手段进行破解，最好不要公开展示。

某家照相馆拍摄的“虹膜写真”作品。

最近，不少年轻人迷上了“虹膜写真”。拍摄时，顾客将下巴放置在一个托
盘上，两侧强光将瞳孔照亮，再由一台微距相机拍摄人眼内的虹膜。经后期渲
染，就能得到一幅独一无二的“虹膜写真”。

每个人的虹膜都不同，是“虹膜写真”的最大卖点，但也有不少人担心其中
隐藏的信息安全问题。拍摄瞬间的强光，也让一些顾客感到不适。那么，“虹膜
写真”会泄露个人生物信息吗，拍摄会对眼睛造成伤害吗？

这几种照片
也不要随便晒

某虹膜写真工作人员刘晗
（化名）向记者承诺，当天拍摄以
后所有底片都会删除。他表示：

“店里的其他顾客也会有这种担
心，害怕泄露自己的信息。但其
实现在是泄露不了的，因为提取
你的虹膜进行识别需要一个动态
的生物信息，需要视频或者真实
的人。”

日常生活中，不少人喜欢在
朋友圈、短视频上晒美食、晒美
景，但稍有不慎，个人信息可能就
会泄露。那么，哪些照片不能随
意发到网上呢？

不要公布手持身份证照

这些照片中会包含个人姓
名、身份证号码、住址等敏感信
息，一旦泄露，不法分子可能利用
这些信息进行身份盗用，办理信
用卡、贷款等金融业务，甚至进行
违法活动。

不要发布各种票据类的照片

很多人出差、旅游都喜欢拍
火车票或飞机登机牌，发到朋友
圈分享。这些票据上不仅会包含
姓名、出发地、目的地等信息，而
且在条纹码或者二维码中也会含
有乘客的个人信息，存在被不法
分子破解并窃取的可能。

不要晒家门钥匙、车牌等照片

不法者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
段，通过这些照片会分析出发布
者特定时间所处的特定位置，也
会获取发布者相关的生活习惯。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在照片中出
现特征明显的物品，例如家门钥
匙、车牌号码等。

综合央视、中央广电总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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