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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人员以
单个细胞为材料制造
出一款“活体”机器
人，这种可编程有机
物可以向指定目标移
动，被切开后还能自
我修复。研究成果日
前发表在美国《国家
科学院学报》上。

美国佛蒙特大学
研究人员首先在一台
超级计算机上运行一
种进化算法，根据生
物物理学法则模拟出
一种有机体设计方
案。随后，美国塔夫
茨大学研究人员从非
洲爪蟾的胚胎中提取
干细胞并培育成皮肤
细胞或心肌细胞，将
其分割成单个细胞
后，在显微镜下组装
成与设计方案相近的

结构。
研究显示，此前

随机收缩的心肌细胞
可有序、自主地向前
运动，并在水性环境
下运动数天或数周。
进一步实验显示，这
些“活体”机器人还能
环形移动，共同将小
球推至中心位置。研
究人员将这些机器人
从中切开，它们可以
自主缝合起来继续工
作，这是传统机器人
无法实现的。

论文共同作者、
塔夫茨大学生物学家
迈克尔·莱文说，“活
体”机器人未来有望
用于搜索放射性污
染、在海中收集微塑
料或在动脉中清除粥
样硬化斑块等。

日本东芝公司和
日本东北大学昨日联
合发布公报说，其研
究人员用量子保密通
信技术在短时间内传
输了多达数百吉字节
的人类基因组测序数
据，据称这是全球首
次用量子保密通信技
术如此短时传输大量
数据。

量子保密通信技
术可利用量子技术对
信息进行加密传输，
它具有保密性好等特
点，但长期未能解决
传输数据量不大的问
题。

公报说，两家机
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
种可用于传输大量数
据的量子保密通信技
术。2019年7月至8

月，研究人员利用专
用光纤线路，在日本
仙台市相距约7公里
的两个设施之间进行
了实验。

实验中传输的是
对人类基因组测序所
得的数据。共有 24
个人的基因组数据分
为2批被传输，每批
12个人的基因组数
据在测序完成后，都
在不到2分钟的时间
内被成功传输。据介
绍，传输的总数据量
达到数百吉字节。

公报说，这一实
验表明量子保密通信
技术可以用于传输大
量数据，相关成果有
望在基因组研究和医
疗 等 领 域 得 到 应
用。 （新华）

软件抢票，便利背后也有代价
转眼农历新年又快到了。回家过年，抢票是大

问题。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经会商研判，
2020年的春运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约30亿人
次，比去年略有增加。面对这场地表最大规模的人
口迁徙，买不到票让无数人头疼。于是，近几年出
现的越来越多的抢票软件，成了很多人的“救命稻
草”。

但与此同时，关于抢票软件的争议也年年出
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市面上正在运营的抢票软
件有近60家，这些抢票软件表面上为用户带来了
便利，但便利背后也暗藏着隐忧。

“抢票”速度之快人工无法企及

“在春运、黄金周、节假日
等特殊时期，国内客运供给会
出现资源紧张和不平衡的情
况，这就引发了抢票现象，而
抢票软件商家就是利用了旅
客正常购票一票难求的现状，
推出了抢票服务甚至有偿抢
票的‘增值服务’。”受访时，
北京理工大学软件学院软件
安全研究所副所长闫怀志表
示。

据介绍，抢票软件的原理
并不复杂，简单来说，就是利
用软件来模拟人工购票流程
并不断重复，直至达到目的为

止。由于软件自动化水平高、
运行速度快，其操作速度远远
超出了购票者人工操作的速
度，因此能够抢占购票先机，

“抢票”二字也因此得名。
具体来说，抢票软件的运

行具有 4个明显特征。一是
模拟人工购票，包括使用特定
账号、输入购票信息、查询票
源情况，如果存在合适票源会
适时下单支付等。二是如果
出现账号掉线或者需要输入
验证码的情况，通常会采用机
器或者人工方式来进行识别
并输入。三是利用软件优势，

实现余票信息的定时、快速刷
新查询。四是利用多个账号、
多个终端甚至是多个软件并
行运行，采用多源抢购同一张
票的“饱和”登录的方式，瞬
间发起大量购票请求来提高
抢票成功率。

“抢票软件的基础就是利
用爬虫软件来登录售票网络
并爬取信息，通过大量的爬取
操作获取相应信息数据，通过
自动化、批量化和高速化的处
理，通过毫秒级的刷新来谋取
人工购票难以企及的信息优
势和速度优势。”闫怀志说。

“加速包”常与“黄牛囤票”捆绑

除了抢票，“加速包”更是
一门“玄学”：用户可以通过分
享链接请人点击或花钱购买的
方式获得加速包，从而得到所
谓的“抢票几率由低到高”的服
务。当然，不论何种玩法，背后
都是服务提供商利用用户买票
的刚需增加收入的想法。

不过对急需要购票的人来
说，加速包这种存在“宁可信
其有，不可信其无”，买单者甚
众。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360
“抢票王”产品负责人曾披露购
买加速包可以优先得票的原
理：抢票软件会自动将用户提
交的订单加入抢票队列，获得
加速包多的用户会获得同一车
次的优先刷票权重，且会分配
多链路、多IP的机器自动进行
刷票。简单说，购买加速包抢
票，理论上可以获得服务商更
高的网速支持、更高频的购票
请求满足，在加速包加持下的

请求会被优先发送，且速度更
快。

闫怀志同样表示，虽然个
人用户使用抢票软件也可以
提高购票成功率，但是与专业
的抢票服务提供商相比，在速
度、效率、资源投入以及“专业
化”程度上仍有较大的差距。
所谓有偿的加速包或者是加
速服务，无非是利用其资源、
效率和“专业”优势，来加强抢
票的自动化、批量化、高速化
的流程优势，在理论上讲，确
实要比个人人工购票或个人
使用抢票软件来购票，抢票成
功率更高。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真实
的加速包是“黑箱”，用户即便
花了钱、获得了人际关系支持，
依然不可能知道自己的购票请
求究竟在以怎样的优先级被处
理，只有成功率数字的攀升是
肉眼可见的。另外，即便买了
加速包抢票，最终能否抢到票

还是取决于票源的情况。如果
没有票源，再强大的加速操作，
也难为无米之炊。此外，闫怀
志强调，抢票加速包操作通常
是与“黄牛党”屯票操作绑定在
一起的。

他说：“由于从下订单到
真正支付有一段时间差（比如
12306铁路售票是45分钟），
黄牛党会利用这个时间差来
囤积票源，即先用其他人的身
份信息甚至是利用算法生成
的伪造身份信息大量抢占真
实票源。黄牛囤票后，如果找
到了需要票的买主，他们就会
通过退订释放相应票源，同时
启动加速程序为买家争抢该
票源。在此过程中，很多黄牛
会鼓动买家购买加速包以提
升抢票成功率。如果该时间
段内票源未能成功出手，黄牛
党则会再次屯票，如此反复，
利用速度优势，直至得手获利
为止。”

“有偿抢票”存在隐私泄露风险

抢票软件表面上为用户带
去了方便，但这些便利并非没
有代价，软件自动频繁刷新带
来的巨大数据量会加重12306
购票系统的负担，同时挤占手
动操作用户的购票资源。“抢票
软件作为一种‘互联网增值服
务’，虽然其在个人角度或许确
实能够满足部分旅客的购票需
求，但从国家总体和全体购票
旅客的角度来看，是一种不公
正的资源竞争。”闫怀志表示，
抢票软件和加速服务，不仅扰
乱了正常的票务市场秩序，而
且还容易产生其他纠纷，甚至
滋生助长了购票黑产。

“此前很多线下猖獗的黄
牛，转战线上抢票战场，通过微
信群、公众号、QQ群等社交平
台来推销抢票服务和加速服
务，向购票者收取一定的高价
押金和服务费，有的还强行要
求购票者接受‘自行抢票成功
押金不退’的霸王条款。更有
甚者，在收取高价押金和服务
费后，拉黑购票者、卷钱走人。”
闫怀志表示，使用有偿抢票服
务，还具有很大的隐私泄露风
险，带来次生安全隐患。比如，
大量的个人身份信息被泄露，
老人、儿童等单独出行的信息
泄露，甚至会带来人身安全风

险等。
因此，有关部门一直在采

取相应的限制措施。比如，
12306采取了反爬虫、特定抢
票软件特征码识别等技术来限
制或封杀抢票软件及抢票行
为。同时，12306还推出了“候
补购票”功能，购票者登记了候
补购票并预支购票资金后，一
旦有退票和余票出现，12306
平台将自动为候补购票者购
票，据称购票速度和成功率均
高于第三方抢票软件。用户不
需要额外花钱，且候补购票功
能已经扩大至所有旅客列
车。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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