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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发明一种
环保的塑料降解方法

新华社电 印度研究人员最新发明了
一种环保的塑料降解方法，只需要将塑
料放在含有葡萄糖和金属离子的 70摄
氏度溶液中，连续搅拌数天，就可将塑料
降解成分子。

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分校研究人
员领衔的团队发现，新方法可用于降解聚
四氟乙烯等塑料材料。相关研究论文已
发表在美国化学学会期刊《可持续化学与
工程》上。

聚四氟乙烯是一种具有耐热性、化
学惰性、绝缘稳定性和低摩擦性的高性
能材料。研究人员首先把一个涂有聚
四氟乙烯的磁性搅拌器，放进 70摄氏度
溶液中连续搅拌 15天，溶液中含有金属
离子和1000ppm的葡萄糖（1ppm为百万分
之一）。

研究还发现，在没有搅拌、葡萄糖或
金属离子情况下，聚四氟乙烯没有出现这
种降解现象；在室温下，降解速率则降低；
随着溶液中葡萄糖含量增加，对聚四氟乙
烯的降解作用会增强。

研究人员提醒说，由于许多现代炊具
上都涂有聚四氟乙烯，类似的化学反应也
可能会发生在炊具上，导致食物中含有微
塑料。同样，这种摩擦电降解过程也可能
发生在海洋中，那里有大量的金属离子，
波浪提供持续搅动，因此可能成为海洋微
塑料产生的途径之一。

“太极一号”在轨测试成功
中国空间引力波探测迈出第一步

新华社电 中国首颗空间引力波探
测技术实验卫星的第一阶段在轨测试
任务已顺利完成。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相里斌 20日宣布，该卫星被正式命名为
“太极一号”，我国空间引力波探测迈出
了第一步。

如果以水面来比喻时空，引力波可以
看作是时空的涟漪，不同频率引力波反映
了宇宙的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天体物理过
程。爱因斯坦一个世纪前基于广义相对
论预言了引力波的存在，科学家2015年首
次在地面直接观测到双黑洞并合产生的
引力波，这让人类探索和认识宇宙多了一
种新手段。

据介绍，第一阶段在轨测试和数据分
析结果目前表明，激光干涉仪位移测量精
度达到百皮米量级，约为一个原子的大
小；引力参考传感器测量精度达到重力
加速度的百亿分之一，相当于一只蚂蚁
推动“太极一号”卫星产生的加速度；微
推进器推力分辨率达到亚微牛量级，约为
一粒芝麻重量的万分之一。

中科院从 2008年开始前瞻论证我国
空间引力波探测的可行性，经过多年科学
前沿研究，提出了我国空间引力波探测
“太极计划”，确定了“单星、双星、三星”的
“三步走”发展战略和路线图。

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背
后，是我国个人数据保护立法尚不完
善。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副所长李建瓴认
为，个人信息保护虽已写入网络安全法，
但仍存在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

杨春艳表示，目前APP专项治理工
作还在加紧推进，将继续完善相关文件
标准，加大治理力度，不断提升APP个人

信息保护水平。
业内专家认为，APP专项治理工作

应做到技术手段与行政监管并重。“好的
技术手段需要依托行政监管落地，行政
措施也需要技术手段来做支撑。”公安部
第一研究所副所长于锐说。

李建瓴建议，尽快推进专门的个人
信息保护法规的制定和出台，为个人信

息提供系统性、体系化的保护。
避免个人信息泄露，用户也有必要

提高自身安全意识。专家建议，用户要
选择正规渠道下载APP，并重视手机隐
私权限管理，及时关闭不必要的APP权
限。各应用商店也应认真履行平台审核
责任，共同保护好个人信息。
据新华社

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治理APP涉信息违法违规

APP普遍过度索权，用户隐私成生财“富矿”

今年1月，中央网信办、工信
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
联合发布《关于开展APP违法违
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的
公告》，成立了APP违法违规收集
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工作组。

记者从正在举办的2019年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获悉，截至目
前，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
信息专项治理工作组已经评估近
600款用户量大、与民众生活密
切相关的APP，并向其中问题严
重的200余款APP运营者告知
评估结果，建议其及时整改，整改
问题有800余个。

中央网信办网安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继续完善相关文件标
准，加大治理力度，不断提升APP
个人信息保护水平。

已收到9000余条举报信息
中央网信办网安局副局长杨春艳表

示，在APP专项治理方面，已研究制定
一系列 APP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技术指
导文件和政策文件，开发了举报平台，
建立专门针对 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
个人信息的举报渠道“APP个人信息举
报”微信公众号，截至目前已收到 9000
余条举报信息。

专项治理工作组专家何延哲告诉记
者，他们对包括餐饮外卖、地图导航、网
上购物、金融借贷、即时通讯、社区社
交等近 20大类共计 100个 APP进行用

户信息收集情况统计。统计结果显
示，很多 APP都存在强制超范围索要
权限的情况，平均每个 APP申请收集
个人信息相关权限数有 10项，而用户
不同意开启则无法安装或运行的权限
数平均为3项。

据统计，我国境内应用商店数量超
过 200家，上架应用近 500万款。这些
APP在提供方便的同时，却成为个人信
息泄露的“漏斗”，强制授权、过度索权、
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的现象大量存在，
包括手机号、通讯录、通话记录、短信等

在内的关键个人隐私信息存在外泄隐
患。在APP面前网民几乎是透明的。

其中，理财贷款类APP成重灾区，多
款理财贷款类APP被“点名”。甚至一些
个人信息被APP收集过来之后，成为“套
路贷”公司开发业务、催收贷款的工具。

公安部相关专家介绍，某网络贷款
APP开发公司为多家“套路贷”公司提供
APP开发集成服务，并开设公司，采用技
术手段在网上扒取用户的通话详单、充
值记录、消费记录，用以判断受害人消费
能力和家庭准确住址。

掌握越多的用户个人信息，APP就越值钱
日前发布的《2019全国网民网络安

全感满意度调查统计报告》显示，37.4％
的网民认为网络个人信息泄露非常多和
比较多，58.75％的公众网民表示曾遇到
个人信息侵犯。

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
背后，是强烈的商业驱动力。中国电子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相关专家说，数据本身
就是财富。APP后台运营商大都是互联
网公司，其用户日活量背后带来的海量用
户信息是吸引投资的重要方面——掌握
越多的用户个人信息，APP就越值钱。

用户隐私成为一些人借以生财的
“富矿”。比如，商家对收集来的用户信
息进行大数据分析，画出用户画像，再进

行精准网络营销，就可给每个用户推荐
特定新闻、购物和服务信息。还有一些
公司，或者被动地被网络黑客攻击后泄
露信息，或者主动地将用户信息加工后
转卖，成为推销电话或短信、诈骗电话、
垃圾邮件的“工作对象”。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除了传统用
户隐私信息，生物识别信息泄露成为新
风险点。

不久前，一款名叫“ZAO”的换脸手
机APP走红，用户协议上提出“同意授予
ZAO及其关联公司以及 ZAO用户全球
范围内完全免费、不可撤销、永久、可转
授权和可再许可的权利”，包括肖像在内
的个人信息被收集，还可能被其他企业

使用。
专家表示，指纹、虹膜、人脸、声音等

生物识别信息是比身份证号码、手机号
更重要的个人隐私。“密码丢了可以换，
但生物信息不可再生。比如你的指纹、
人脸信息泄露了，不可能再换一双手、一
张脸吧。”相关专家说。

生物识别信息无法更改，一旦泄露，
个人可能终身暴露在被攻击和骚扰的风
险中。奇安信集团副总裁何新飞说，微
信验证可以用声音验证，如通过录音获
取用户声纹，就可轻松打开微信。中国
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相关专家说，获
取虹膜信息，可用来针对特定人士，攻破
其使用的高级安全防护装置。

用户需提高安全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