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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复工复产搭建“红外防护墙”

“用额温枪测体温太慢了！一分钟最多测十几个人，
每天上班高峰都要排队。”

“1000多人的单位，如果挨个测体温，要花上 1个多
小时！”

“测温需要面对面接触，担心有交叉感染的风险。”
……
随着复工复产复学有序推进，测温成为每个人出行

的第一道“关卡”。但传统测温方式需要“人盯人”“一
对一”的近距离检测，面对大规模人群显得有些“招架
不住”，不仅容易带来排队测温的不便，而且很难保证不
会有“漏网之鱼”，甚至还会增加接触感染风险。

有没有一种设备，能够又快又准地筛查发热人员？
还真有一个，就是被称为“复工神器”的红外热成像测

温仪。
——无接触，入门不用排队“挨枪”。
不“挨枪”也能测体温吗？在北京某单位入口，记

者看到这样一幕：在红外热成像测温仪“火眼金睛”的
“注视”下，员工们无需排队“鱼贯而入”，更不用在额
头、手腕处挨上“一枪”，只需像往常一样步入办公楼，
每个人的体温“彩绘”就直接呈现在电脑屏幕上。

“不再需要拿测温仪给大家一个个量体温，既节省了
时间，也降低了直接接触感染的风险。”一名物业人员告
诉记者，“只要设置报警温度，一旦有人体温超过这一数
值，机器就会自动发出警报”。

——速度快，地铁站测温无需等待。
“怎么地铁站没有测温就让直接进站了？”在广州，

一些乘客忍不住嘀咕。其实，在乘客步入地铁站的同
时，远距离红外热成像测温仪就已经绘制出了人们的体
温“画像”。

广州地铁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复工客流增加，逐
一用测温枪检查难免影响通行速度。相比之下，红外热
成像测温仪的检测距离可达 10米，而且毫秒之间就能测
出人们的体温数据。在防疫“黑科技”的助力下，乘客
完全可以“无感通关”。

“非接触、速度快，是红外测温的两个主要特点。”
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庞惠民说，“如果使用传统
测温仪器，每分钟可能测量十几个人；但红外热成像测
温仪可以每分钟测量数百人。不但节省人力，而且能保
证正常工作、生活秩序不受影响。”

——实时测，不分昼夜“保驾护航”。
人工测温难免有懈怠、疏忽的时候，但红外热成像

测温仪可以不知疲倦地 24小时不断监测，一旦有发热人
员进入监测范围，能够第一时间发出警报。

在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医护人员居住点，安装
了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全自动红外热成像测温
仪，可以实时监测医护人员的体温状况，有效防止新冠病
毒在医院内部蔓延。

截至 3 月 15 日，大立科技已有超 8000 台 （套） 红外
热成像测温仪部署在机场、车站和大型企业等人员密集
场所。身处武汉的高德红外也在疫情暴发后一个月内，
加班加点供货上万套人体测温产品输送至全国各地。

此前，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中国
疾控中心研究员冯录召指出：“红外热成像测温仪跟传统
的体温计或者额温枪等测量设备相比，能够实现在较远
距离、非接触情况下，多目标同时进行体温检测，可以
规避大规模体温检测造成的人员滞留，减少人员接触，
对于降低疾病风险有一定好处。”

用AI技术炼就“火眼金睛”

解决了“快”的问题，下一个问题随之而来：红外
热成像测温仪，测得“准”吗？

疫情防控不是儿戏，体温测量往往是第一道防线，
要想这道防线筑得牢固，测温仪的“眼”里可揉不得沙
子。

事实上，目前中国主流红外热成像测温仪产品的测
温误差，都能控制在0.3℃以内，可以从复杂环境中精准
识别发热人员。

那么，这双“火眼金睛”是如何炼成的呢？答案是
探测器+AI算法，而AI算法尤其关键。

AI算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测温点并不设置在“风
平浪静”的实验室，而是公共场所的出入口，检测设备

时常会受到气温、风力等外界环境因素影响，极大干扰
检测的准确度。同时，防疫期间人们佩戴口罩、帽子，
大大减少了可供识别的面部特征，这也为检测精度带来
巨大挑战。而这些困难，都要靠AI算法来攻克。

“这就是我们在春节期间熬了 3 个通宵解决的问
题。” 百度AI测温系统项目负责人对记者说，基于AI技
术，他们开发了一套自适应、自校准算法，可以同时采
集身体多个区域的表面温度，并对其进行实时精准推
测，使得运算后的结果更加接近现场实际环境下通行人
员的体温情况，大大提高了体温检测精度。

解决戴口罩带来的遮挡问题，本质上是要让机器在
被检测人员戴口罩的情况下，依然能准确找到每个人的
额头区域。为此，百度工程师们针对口罩等佩戴物，进
行了一系列检测模型定制开发，又对人脸150个检测关键
点进行精确定位，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研发的这套解决方案，从 1月底开始已应用在
北京清河火车站。”百度 AI 测温系统项目负责人告诉记
者，在单人通道顺序通行条件下，这套测温系统可以在1
分钟内实现对200人的体温实时检测。

高德红外的相关负责人指出：“优秀的探测器硬件保
障了体表温度信息的精准收集，优秀的 AI算法保证了体
内温度计算的精准输出。”

高德红外热成像测温仪在大量人体测温数据的“喂
养”下，训练出一套聪明靠谱的 AI算法。通过探测器获
取人体体表温度后，再利用大数据建模、人脸识别等 AI
技术来综合得出最贴近真实情况的体内温度。

也有一些人听到“红外线”“热辐射”等词语，心里便生
出几分担忧：“会不会有辐射？”“对身体是不是有害？”

相关专家表示，红外测温设备不会主动发射红外
线，而是探测、采集在自然界中本身存在的红外线，所
以不会对人体造成损伤。

“这一次我们不再受制于人！”

“快”与“准”的背后，是国产红外热成像测温仪打
破技术封锁、追求自主创新的企业发展故事。

2003 年非典期间，红外测温设备初入公众视野。当
时，大立科技生产的红外测温设备凭借检测距离远、速
度快等优势，受到上海浦东机场、北京站等人员密集场
所的青睐。短短一周，几乎卖完了大立科技一年的产品
库存。

可是，眼瞅着需求正热，大立科技反而迟迟拿不出
新产品供应市场。不少人好奇：究竟是咋回事？

原来，当时大立科技生产红外测温设备所需的核心
器件——非制冷红外焦平面探测器，还完全依靠从国外
进口。该器件不仅有条件地出售给中国，而且从购买到
收货也要花上半年以上时间。“当时仓库里就那么些核心
器件，用完了也就没有了。”庞惠民回忆道。

尽管红外测温设备“首秀”备受好评，但由于生产
器件依赖进口，产能受制于人，无法实现持续生产供应。

“从那时起，我们就下决心研制咱们自己的探测
器！”庞惠民说。

但立志容易成功难，大立科技转头就要面对冰冷的
现实：产业空白、没有外援、技术资源积累不足……事
在人为，大立科技凭借韧劲，一路攻坚克难，最终在
2008年成功生产出小批量的探测器。

然而，这才仅仅是个开始。由于生产工序复杂，真
正的挑战是生产出高一致性、高合格率的探测器，并最
终实现产业化。于是，从样品到产业化，大立科技又跨
过了无数险关隘口，在 2013年终于实现探测器的大规模
生产和应用。

事实证明，走自主创新之路才有未来。“我们现在所
有探测器等核心器件都有自主产权。”庞惠民说，“这一
次我们不再受制于人，而且我们可以出口到国外！”

不只是大立科技，高德红外等红外设备的龙头生产
企业同样经历了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创新的嬗变之路。

如今，高德红外经过数十年打拼，已拥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红外探测器芯片技术，以及数条完全自主可
控的探测器芯片生产线。“红外测温设备全部使用的是高
德自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红外探测器。”高德红外相
关负责人说。

正是因为核心器件不受制于人，大立科技、高德红
外等红外测温设备的生产企业才能在此次疫情暴发初期
积极响应，第一时间为社会提供红外测温设备，筑起一
道防止疫情扩散的“红外防护墙”。

随着各地各行业陆续复工复产，机场、
火车站、地铁站、汽车站客流均有明显回
升，大型商超、写字楼、民政部门业务大厅
正在恢复往日的忙碌，总体上中国本轮疫情
流行高峰已经过去。但行百里者半九十，不
能有丝毫松懈。加之海外疫情形势不容乐
观，严防输入型病例破坏来之不易的疫情防
控成果是当务之急。

在人口流动程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对
人员密集场所人群进行安全、高效、便捷检
测尤为重要。这正是热成像红外测温系统与
5G 网络和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的原因所
在，这套系统避免了检查工作人员与人流直
接接触发生反复交叉感染。同时，精准测量
体温实现快速筛查，有效控制传染源并减少
错报、漏报，大大提升了防疫检疫工作效
率，有助于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不只是红外测温成像系统，也不仅在传

染源排查环节。有更多科学方法、科研成
果、科技手段在疫情防控的总进程、全链
条、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在疫情可溯、可
诊、可防、可治、可控方面形成合力。高通
量基因测序系统、新冠肺炎智能影像评价系
统、消毒机器人、巡逻无人机……许多硬核
科技产品迅速投入战场，为战“疫”攻下一
个个病毒堡垒，科技成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的利器。

硬核战“疫”科技产品的研发与应用，
是几十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全方位进步积累沉
淀的自然结果。电子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

尤其是生物与新医药等重点领域，政府大力
引导扶持，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协同发
力，在防疫战中厚积薄发：国内科研机构在
收到不明病毒样品后，不到一周时间即确定
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并分离得到病毒毒株；数
十家生物基因技术企业，各自独立研发并上
市多种检测试剂产品；采取老药新用、研发
新的治疗手段、中西医结合等方式，迅速筛
选一批有效药物和治疗方案，以应对不同体
质和症状病人的复杂临床状况；多条技术路
线并行推进疫苗研发；在较短时间内构建多
个动物模型，为药物、疫苗研发提供了重要

支撑……
科研工作者争分夺秒与疫情赛跑，抢防

控时间。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团队迅速组
织起来，集中力量展开应急科研攻关，确定
临床救治和药物、疫苗研发、检测技术和产
品、病毒病原学和流行病学、动物模型构建
等五大主攻方向，科研、临床、防控一线相
互协同，产学研各方紧密配合，实验室技术
成果得以快速转化为防疫战场的杀毒利器。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科研专家不仅在实验
室埋头钻研，在医院战“疫”一线救死扶
伤，还通过多种媒体传播平台及时发声、答

疑解惑，破除谣言，向公众传递科学防护方
法，稳定人心、坚定信心，为打赢疫情防控
这场硬仗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华夏先民曾以非凡气魄筑起万里长城，
而今，科研团队携手攻坚，一砖一瓦地建起
牢固的战“疫”科技长城。疫情之下，病毒
肆虐，没有谁可以独善其身。随着疫情防控
国际形势恶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升级
防控措施限制人口流动，学习、借鉴中国的
科学方法、科研成果，中国的“工程师”正
走出国门，帮助越来越多的国家修建起战

“疫”的科技长城。

筑 起 战“ 疫 ”的 科 技 长 城
康 朴

红外热成像测温仪：

守住抗疫第一道防线
本报记者 姜忠奇

体温检测是抗击疫情的“第一道防线”。在疫情防
控的非常时期，耳温枪、额温枪等测温“利器”纷纷上
阵，各展其能。其中，“只是在人群中看了你一眼，温
度就被记录下来”的红外热成像测温仪尤受青睐。

利用红外原理、人脸识别、AI等技术的红外热成像

测温仪，能够在毫秒之间完成体温筛查，检测距离可达
到 10米，并自动记录温度异常信息、及时发出警报，
甚至自动抓取发热人群。可以说，红外热成像测温仪在
公众场所对疑似患者甄别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打赢疫情
防控战的重要装备。

3月13日，哈尔滨新光光电公司技术人员在调试测温仪探测器。
新华社记者 王 松摄

3月13日，哈尔滨新光光电公司技术人员在调试测温仪探测器。
新华社记者 王 松摄

3月16日，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前沿技术创新中心内的AI红外测温仪。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3月3日，进入广州国际金融中心的人们排队通过红外测温仪。 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摄

2月11日，广西钦州东站乘客接受红外热成像测温仪检测体温。 曾开宏摄 （人民视觉）2月11日，广西钦州东站乘客接受红外热成像测温仪检测体温。 曾开宏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