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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中国福利
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
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4年双色球
游戏派奖活动。自双色球游戏第
2024126期（2024年11月3日晚开
奖）开始，预计持续20期。

设立一等奖特别奖，奖金总额
预先安排 4亿元。每期安排 2000
万元设立一等奖特别奖，对当期单
票金额超过20元（含）的一等奖中
奖彩票，每注一等奖按当期一等奖
单注基本奖金1:1比例派送。若当

期一等奖特别奖奖金不足以按照当
期一等奖单注基本奖金1:1比例支
付派送奖金时，则当期一等奖特别
奖奖金由符合派奖条件的一等奖按
照中奖注数均分。若当期一等奖特
别奖奖金未中出或有结余，则顺延
滚入下一期，与下一期一等奖特别
奖奖金合并派发。设立六等奖翻番
奖，奖金总额预先安排8亿元。对
当期单票金额超过20元（含）的六
等奖中奖彩票按每注六等奖派送固
定奖金5元。

无锡购彩者整本刮中“幸运88”大奖10万元

近日，无锡购彩者赵女士喜迎福
彩大奖，她在站点购买福彩刮刮乐

“幸运 88”时，幸运刮出大奖 10万
元。中奖彩票出自梁溪区广瑞路
1918号32020525福彩站点。

兑奖时赵女士非常兴奋，对于刚
买福彩不久的她能中10万元大奖实
属幸运。今年30岁的赵女士购买福
彩刮刮乐不到一年，她说：“刚开始接
触福彩挺偶然的，记得第一次购彩是
和朋友去逛街时，当时很多人在买，
自己也买了一张10块钱的刮刮乐，

很幸运中了50块钱，后来每次看到
福彩站点时总要进去刮几张，感觉挺
有趣的。”赵女士逐渐对福彩也有了
更深的了解，知道了福利彩票是公益
事业。

中奖当天，赵女士由于工作进展
很顺利，傍晚时分专程来到站点买刮
刮乐消遣，进店后直接让销售员拿了
一整本面值30元的“幸运88”，她按
顺序依次刮开后，刮到第19张时幸
运刮出“钻石”图符，幸运刮出大奖
10万元。

无锡福彩3D促销火热进行！

自 2024 年 10月 21日至 11月
3 日（3D 第 2024281 期 至 第
2024294 期），无锡福彩在全市范
围内（含江阴、宜兴）开展3D游戏
单选奖上奖活动。活动期间，凡购
买福彩3D彩票，单张票面金额20

元（含）以上，且中单选奖的，每天
将按照全市中奖注数平分 20000
元。活动资金 28 万元，赠送 14
期。活动详情请关注无锡福彩微
信公众号或咨询我市各福彩销售
网点。

2024年福彩双色球12亿派奖活动即将开启

近日，广东省广
州市一位网友发布
视频称，在一家塔斯
汀汉堡店买的汉堡
里吃出生肉。据网
友曝光的视频，汉堡
的中间肉排部分存
在部分未熟的鸡肉。

对此，涉事门店
回应称，现在店里也
还在调查，不知道是
员工操作失误还是
油温不够，也不确定
汉堡是不是自己这
家店售出的，之前卖
出了很多单都没遇到过这样的情
况。

塔斯汀汉堡是主营“中国汉堡”
的餐饮连锁品牌。据其官网消息，
至2024年6月，全国签约门店数超
过7000家。

对于此事，有的网友表示并不
相信，另有网友称自己也曾吃到过
生肉。不少网友表示，自己很喜欢
吃该品牌汉堡。“真的很好吃。”“一
个爱吃汉堡的小女孩心都碎了。”

“我点了很多次啊，没遇见一次生
肉，而且感觉性价比挺好的，适合
学生和工薪阶层。”在社交平台搜
索发现，有不少消费者反映，通过
外卖购买该品牌汉堡、鸡翅时吃到

生肉。“我也点过好几次，最近点的
两个汉堡里面都有夹生肉，我吐了
……然后吃完必定上厕所。”“我之
前点的汉堡里的肉也是生的。”“吃
过一次，吃了几口才发现是生的。”

也有网友质疑称，视频里的汉
堡有两块肉，该品牌汉堡好像没有
两块肉的汉堡。

对于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此
前，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示：

“该品牌汉堡扩张太快了，供应链能
力和门店管理能力还不成熟。吃
出生鸡肉可能是在门店制作环节
上出现问题，这也反映出来其对店
员培训不到位，没有事前事中事后
的整套监管机制。” （澎湃）

20秒就能生成一条AI音频

记者在社交软件上检索AI配音
发现，不少用户发布了相关视频的生
成教程。其中，大部分视频的配音都
源于某拟真语音大模型应用。

在该应用网站上，创作者上传任
意人物的一段音频作为训练素材，随
后AI通过学习可克隆出一个声音角
色。网站中的其他用户只需输入文
本，便可以使用该声音生成内容。

按照该网站的使用指引，记者添
加了上述知名企业家的声音角色，输
入一段100字的文本，然后点击“开
始生成”，约20秒后，一条与该企业
家声音相似度极高的AI音频就生成
了。记者发现，截至目前，该声音角
色已被使用79.9万次，生成字符数达
4455.5万个。

被“偷走”声音的公众人物还有
不少。今年9月底，一段据称是某直
播平台老板卢某某的酒后录音在网
络上流传，整体呈现出卢某某对于消
费者的傲慢态度以及对相关人士的
不尊重，为该平台招致了不小的争
议。后警方调查发现，音频内容不
实，系AI大模型伪造而成。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通过模
仿音频样本的语调、语速、情感、口
音、发声方式等特征，AI技术已经能

够高度还原音频样本的声音，达到人
耳和其他鉴定方式难以区分的程度。

“从早期的‘一眼假’到如今的
‘真假难辨’，AI的发展进入了‘深度
伪造’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
学院副教授、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
任刘晓春向记者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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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仅会侵害个人信息安全，还可能
扰乱网络空间生态秩序。

滥用他人声音侵犯人格权

当前，不少网友在合成他人的AI
音频时，仅抱着娱乐心态，并没有意识
到背后隐藏的法律风险。记者注意
到，在一条“AI配音教程”视频的评论
区，有学员提问“这样不侵权吗？”

博主回复称：“大家都在做，如果
提示违规，删了就行了。”

对此，北京盈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清鑫分析称，与“肖像”类似，自然
人的声音具有唯一性、独特性，是自
然人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声音权益
是人格权的一种。制作并上传他人
AI音频的行为，无论是出于商业目
的还是娱乐目的，都已侵犯对方的人
格权。如果配音内容违法或违反公

序良俗，还可能侵犯他人的名誉权。
据了解，今年4月，北京互联网

法院一审开庭宣判了全国首例AI生
成声音人格权侵权案。该案中，配音
师因认为自身作品被短视频平台利
用AI生成语音产品，严重侵犯了自
己的声音权益，将短视频平台及制作
方等5家公司诉至法院，最终原告获
赔经济损失25万元。

在审理过程中，被告公司辩称，
人工智能合成后的声音产品，与自
然人声音在人身权属性上有所区
别，目前的技术都会对人工智能合
成声音进行“水印标记”，切断了人
工智能合成声音与自然人声音之间
的联系，不会产生对应自然人的人
格属性。而法院认为，AI声音与原
告声音具有高度一致性，能够引起
一般人产生与原告有关的思想或感
情活动，能够将该声音联系到原告
本人。在具备可识别性的前提下，
自然人声音权益的保护范围可及于
AI生成声音。

“该判决对于厘清和把握AI生成
声音的边界具有指导意义。”刘晓春说。

专家：治理手段要跟上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
体研究中心今年4月发布的一份研

究报告显示，近一年来，经济与企业
类AI谣言量增长99.91%。受访专
家表示，法律法规和治理手段要跟上
科技发展的步伐，对AI技术的应用
进行明确约束，引导科技向善。

张清鑫认为，AI语音应用工具
提供方不能“置身事外”，而是要把好
第一道关，强化对源头素材的把控和
对生成内容的监管，完善运营规则，
并在出现问题时积极配合有关部门
追溯违法音频的生成源头。

今年 9月，国家网信办发布的
《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
（征求意见稿）》提出，提供网络信息
内容传播平台服务的服务提供者应
当采取措施，规范生成合成内容传播
活动。包括提供必要的标识功能，并
提醒用户主动声明发布内容中是否
包含生成合成内容等。

“作为内容传播的服务提供者，
短视频等传播平台应尽到相关义
务。”刘晓春建议，除了提示用户进行
标识以外，平台也应对AI生成内容
建立甄别和追踪的机制。如果发现
涉嫌伪造的内容或者接到相关投诉，
应当要求内容发布者及时对伪造内
容进行标识，在不标识的情况之下，
可以根据平台规则删除内容，造成严
重后果的可以进行禁言、封号等处
理。 （工人日报）

AI应用“玩过界”被质疑：

滥用公众人物声音生成音频

知名汉堡被曝吃出生肉
涉事门店：正在调查

近日，一些短视频平台出现大量某知名企业家吐槽的视频。在视频中，该企业家对堵车、调休、游戏等热门话题进行了调侃和锐评，甚至还有不
雅词汇，引发网友热议。

事实上，那些吐槽视频并非该企业家本人在发声，而是网友利用AI软件采集该企业家原音生成的配音，但逼真的效果让不少人信以为真。
AI的发展为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但一些乱象也引发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