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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事、烦事、委屈事、不平事、新
鲜事告诉我们，记者帮你办

2025年2月13日 星期四

主编 赵本春 责编 黎伟 视觉 胡颖 徐剑 制图 朱正非 校审 罗文宇0505 民生关注

AI声音滥用不时发生

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AI克隆声
音”为关键词检索发现，明星翻唱、新闻播
报、吐槽点评等大量视频涉及AI声音，有
些甚至出现不雅词汇，不少视频点赞和评
论量过千。

而AI声音滥用事件也不时发生，引
发关注和讨论。

在社交平台上，通过AI模仿恶搞各
领域名人的音视频不在少数。此前，短视
频平台涌现了大量AI模仿某知名企业家
声音吐槽堵车、调休、游戏等热门话题的
视频，个别视频甚至还有脏话出现，一度
登上热搜。该企业家随后发视频回应称：

“相关事件的确让自己挺困扰，也挺不舒
服，希望大家都不要‘玩’了。”

一些商家在短视频平台带货时，通过
AI模仿声音技术将主播“变”为知名女明
星、知名医生，销售服装、保健品等相关产
品，对消费者造成了严重误导。国家传染
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通过语音合成来模仿他的声音进行直播
带货，这样的账号“不止一个，且一直在
变”，他多次向平台投诉但屡禁不绝。

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的声音也曾频
遭AI模仿，相关平台出现了大量与事实
不符的合成视频。胖东来商贸集团为此
发布声明称，多个账号未经授权擅自利用
AI技术手段生成于东来的声音，加入误
导性文案，对公众造成误导和混淆。

记者了解到，有不法分子通过“AI换
声”仿冒一位老人的孙子，以“打人须赔
偿，否则要坐牢”为由，诈骗老人2万元。

类似的诈骗案件在全国已发生多起，有的
诈骗金额达到上百万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
究中心主任刘晓春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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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会侵害个人
信息安全，还可能扰乱网络空间生态和秩
序。

声音是如何被“偷”走的？

AI如何生成以假乱真的声音？受访
专家介绍，AI能够“克隆”声音，主要是依
靠深度学习算法，即短时间内从采集的声
音样本中提取关键特征，包括频率、音色、
声调、语速、情感等，将这些特征记录为数
学模型，再通过算法合成。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模式识别
实验室工程师牛少东说，随着算法越来越
先进，在高性能设备和高精度模型的加持
下，AI生成的语音内容从两年前的“一眼
假”升级到如今的“真假难辨”。

大四学生耿孝存最近经常在网络音
乐播放器中收听几首翻唱歌曲，他一直以
为这些歌曲由某知名女歌手翻唱，后来才
得知其实全部是AI合成的。“声音逼真到
我从来没怀疑过。”耿孝存说。

AI声音在最近一两年时间内变得格
外“流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
授沈阳说，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让AI模
拟声音的门槛大幅降低。通过一些开源
软件和平台，没有专业知识的普通用户也
能操作。

大量App能够进行AI合成声音，最

快只需十几秒。记者在应用商店搜索发
现，相关App有数十款，下载量最高超千
万次。

记者联系了一款App的客服人员，
对方表示，花198元就能解锁付费会员，
对着镜头说几遍“12345”，AI就会根据声
音生成各类内容的出镜口播视频。记者
操作后发现，通过这款软件生成的名人声
音，基本可以以假乱真，且录入名人声音
不需要提供任何授权证明。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AI模拟人声在
互联网“流行”，有追逐流量和变现的目
的。通过“克隆”名人声音制作的恶搞、猎
奇类视频，在相关平台播放和点赞量均不
低，有的甚至还被推上热搜。发布者也相
应获得流量曝光、粉丝增长、广告收入等
播放收益。

此外，“偷”人声音也有不法利益驱
动。国家金融监管总局2024年7月发布
的《关于防范新型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提
示》中提到，不法分子可能对明星、专家、
执法人员等音视频进行人工合成，假借其
身份传播虚假消息，从而实现诈骗目的。

多措并举强化治理

用 AI 生成他人声音，是否违法违
规？多位受访专家表示，个人声音中包含
的声纹信息具备可识别性，能以电子方式
记录，能关联到唯一自然人，是生物识别
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敏感个
人信息之一。

2024年4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宣判
全国首例“AI声音侵权案”，明确认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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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院
法官认为，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使用或
许可他人使用录音制品中的声音构成侵
权。

近年来，有关主管部门出台《人工智
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征求意见稿）》
《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生
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规
定，一定程度上给AI技术使用划定了红
线。

沈阳等专家认为，关于人工智能应用
产生的造谣侵权、刑事犯罪、道德伦理等
问题，建议有关部门细化完善相关规则，
通过典型案例、司法解释等方式给予更为
明确的规范指引，厘清法律法规边界。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
长潘教峰认为，需进一步强化人工智能伦
理规制，超前部署人工智能风险研究，提
前预判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可能带来的社
会影响。

2024年12月，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
发布《管理提示（AI 魔改）》，要求严格落
实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审核要求，对在平
台上使用、传播的各类相关技术产品严格
准入和监看，对AI生成内容做出显著提
示。

多位专家表示，各类社交网络、短视
频平台要强化主动监管意识，及时发现、
处理可能涉及侵权的AI生成作品；相关
部门应继续加大对利用AI技术进行诈骗
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形成更加完
善的常态化治理机制。

牛少东说，在AI时代，个人也要更加
注意保护自己的生物特征信息，增强法律
意识，抵制他人侵权等行为。 据新华社

昨天上午7时40分左右，从重庆飞
往三亚的PN6213航班上，一名旅客突
发疾病，身体出现不适，西部航空当班机
组及机上旅客紧急开展施救。

乘务员焦世铭第一时间将信息报
告当班乘务长李荞荞，李荞荞启动机
上紧急医疗事件处置程序，并立即为
旅客提供氧气瓶吸氧，同时通过广播
寻找到一名具有医护专业知识的旅
客，为患病旅客测量血压并发现其血
压偏低，并将该旅客情况报告机长。
机组人员迅速明确分工，展开救助，乘
务组持续为旅客吸氧，旅客逐渐恢复
意识。

同时，西部航空AOC值班经理接到
信息后时刻与沿途管制单位保持密切联
系，申请航班直飞和优先落地。运行控
制席和客户服务席提前通知三亚机场安

排医疗救援人员、车辆及升降梯到位，并
协调机场安排最近机位，确保旅客落地
后第一时间获得医疗支持。

8时48分，PN6213航班提前17分
钟平稳降落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舱门
开启后，乘务长通过广播提醒其他旅客
先行让出过道，医疗救援人员迅速登机
查看患病旅客情况，由于旅客无法独立
行走，安全员与乘务员协同将旅客抱下
飞机，旅客第一时间乘急救车前往医
院。因得到及时治疗，旅客病情目前平
稳无大碍。

“保障旅客的安全，是我们每一位民
航人的职责和使命。在飞行过程中，我
们会尽全力为旅客提供最及时、最专业
的帮助，确保每一位旅客都能平安抵达
目的地。”乘务长李荞荞说。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

AI 声音滥用经常发生，专家建议有关
部门完善相关规则，厘清法律法规边界

近日，市民刘先生向记者反映，渝北
区嘉州路街头胡乱张贴、涂写的牛皮癣广
告泛滥，十分影响市容市貌。

刘先生说，沿着加州花园公交车站往
嘉州路走，街道两边的行道树、电线桩、消
防栓等，到处都张贴着一些售房、租房和
办证广告，“大街上到处都是牛皮癣，一棵
行道树上贴了十多张广告，每天行人来来
去去看着都不舒服。”

昨天，记者在嘉州路看到，几百米长
的马路两边，牛皮癣广告随处可见：行道
树上、电线杆上或挂或贴着租房信息；街
边的垃圾桶也成了“广告牌”，贴着售房广
告；人行道上停放着的几辆三轮摩托车，
车身涂满了办证、贷款、卖房、刻章等广
告，十分引人注目。

一名负责此路段的环卫工人无奈地
说，街面行道树、电线杆上的广告他们每

天都在清理，但是贴广告的人很多，他们
清理完不久又被贴上了。

记者就此向渝北区城市管理局进行
了反映。随后，渝北区龙溪城管大队工作
人员表示，将立即派出执法人员现场查
看、清理，今后也将进一步加强日常巡查，
及时制止张贴、涂写小广告的行为。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秦健

嘉州路“牛皮癣”广告多
城管局：加强巡查及时清理

万米高空乘客突发疾病
机长的决定是……

亲耳听到的就是真的吗？未必。网络平台上，AI声音随
处可见。

从“张文宏医生”推销蛋白棒视频“走红”网络，后被本人
“打假”；到多位配音演员称声音被AI“偷走”，公开维权……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语音大模型
应用的发展，AI合成声音App大量出现，最快只需十几秒便
可“克隆”出来。与此同时，AI声音滥用现象愈发突出，不时引
发争议。

短短十几秒
偷走你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