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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忙碌的时代，我们会
给车做保养、给新手机贴膜、给皮
肤做美容、给指甲贴美甲，但您考
虑过要保养自己珍贵的组织器官
——骨骼吗？很多人认为，骨骼
一旦成型就会永远坚固不摧。殊
不知，骨质疏松正悄悄偷走老年
人的健康。若想守护幸福人生，
呵护“主心骨”是重要功课。

看腰背痛先要排除骨折 有
些老年人因为骨头痛去医院看
病，刚坐下就跟医生说“开点药就
行”。然而，医生结合患者年龄，
首先会怀疑骨折，开CT或核磁共
振等检查。不少人疑惑，自己没
摔、没磕碰，不可能骨折，做检查
是白花钱。然而现实往往打脸。

一位78岁的老人在一次伸懒
腰后觉得腰背痛，结果被查出腰
椎骨折。医生说，中老年人腰背
痛，不管有没有外伤，都要警惕椎
体骨折的可能。为什么老年人动
不动骨折？医生说，这是因为骨
质疏松会导致骨量大量丢失，使
老年人骨密度降低，骨头变脆，轻
微外伤就易骨折，且以股骨颈、脊
柱、肩关节骨折多见，对老年人的
生活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80岁后骨折如何处理 老年人
下肢骨折后，如果不手术、长期卧
床，死亡率会很高。针对老年人下
肢骨折，一般建议尽早手术，术后尽
早训练站立和行走，降低死亡率。

髋关节骨折被称为“老年人
最后一次骨折”，发病率高，因为
很多人摔跤都是髋部着地。由于
其死亡率和致残率高，老年人往
往要躺在床上或坐在轮椅上，后
半生几乎没啥生活质量，对家庭
和社会的危害很大。

养骨要选对方法 过来人指
出：骨折一旦发生，就不仅仅是多
花钱的事，而是可能消磨一个人的
意志，对身心都是很大的摧残。骨
折后一蹶不振、全身脏器功能急剧
滑坡的人不在少数。那么，当我们
还没骨折时，可以做点什么？

明智的人都在补充和格牌骨
胶原。因为，骨质疏松的本质是骨
胶原的丢失，单一补钙不能缓解骨
质疏松，补充足够的骨胶原增强骨
密度，才是缓解骨质疏松及其带来
的骨折的关键。武汉和格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生产的和格牌骨胶原
是Ⅱ型胶原蛋白，其拥有国家发明
专利（ZL02120433.0），能增强骨密
度。十多年来，已造福千万中老年
朋友。许多老客户60岁左右的儿
女们，从最开始反对爸妈吃和格牌
骨胶原，现已转变成自己也开始
吃和格牌骨胶原啦！

人在广西“坐上”成都地铁

一年前，李先生去了
趟成都，为乘坐地铁，他开
通了刷脸乘车，不久后他
回到了广西，今年3月又来
过成都一次。之后他的手
机便会收到成都地铁发来
的行程提示短信，他没有
理会。7 月 11 日，成都地
铁客服给他打电话，称他
有一笔10元的扣费只显示
了起点站，没有显示终点
站。李先生按客服提示，重
新下载了成都地铁App，一
查发现了 3 条 7 月份的乘
车及扣款记录（如上图）。

李先生说，这段时间
自己人在广西，根本不在
成都。李先生问及造成此
事的原因，客服称，可能是
别人在刷脸乘车进出站
时，机器识别出错，将其当
作了李先生。当李先生询
问客服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时，客服表示，先将人脸识
别关闭，后续有处理结果
再向其进行反馈。李先生
表示，与地铁客服通话结
束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收到任何回复。“退款都是
小事，但这种情况表明刷
脸存在漏洞，希望能尽快
将漏洞堵上。”李先生说。

一张照片打开公寓闸机大门

福建厦门的杨女士最
近也遇到了“人脸识别”的
困扰。她所住的长租型青
年公寓有非公寓住户用手
机里的一张照片，对着人
脸识别闸机探头，轻而易
举地打开了闸机大门。杨
女士是2022年8月住进来
的，起初她觉得公寓有人
脸识别的门禁，比较安全。

一位福建的人脸识别
系统门禁厂家技术人员表
示，早些年人脸识别大多
使用的是 2D 人脸识别方
案，防伪性差。随着技术
更新换代，3D 人脸识别系
统逐渐成为“标配”，且基
本带有“活体检测”功能，
还对人的身高和识别距离
控制有较精确的要求。

守护“脸”安全任重道远

人脸识别被破解已非
新 鲜 事 。 2017 年 的“3·

15”晚会上，主持人在技术
人员支持下，仅凭观众自拍
照就现场“换脸”破解了

“ 刷 脸 登 录 ”认 证 系 统 。
2021 年底，“考勤打卡神
器”的新闻刷屏网络，就职
于某保险公司的梁女士，每
天无需到公司上班，通过各
种操作，在家就能完成每
日打卡并拿到全勤奖。

如何守护“脸”安全？
中北大学视觉计算与大数
据技术研究所副所长乔钢
柱认为，要提升人脸识别算
法精准度，增加算法检测、
唇语检测、颜色漫反射检
测、红外摄像头扫描等。不
过，北京市汇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琴认为：“单依靠技
术升级，无法完全避免人脸
识别安全隐患。”优化人脸
识别系统可短暂解决安全
问题，但人脸信息属于生物
识别信息，也属于个人敏感
信息，需进一步以立法立
规、制定标准等方式，对其
应用安全加以引导。

人脸识别系统安全漏洞多
近年来，人脸识别

逐步渗透到人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为社会生活
带来便利的同时，人脸
识别技术所带来的问题
也日益凸显，个人隐私、
信息安全面临的威胁性
不断攀升。（摘编自《成
都日报》《海峡导报》）

2019年，广东省惠州市博罗
县的童女士与男友到当地民政
局办理结婚登记，却被告知无法
办理，因为资料显示“自己”竟然
已于1996年结婚，丈夫是来自阳
江市阳东区的罗先生。“我从没
去过阳东，更不认识罗先生。”童
女士称。

2020 年 4 月 17 日，童女士
向阳东区民政局邮寄《撤销婚
姻登记申请书》，但阳东区民政
局以不符合撤销婚姻登记的法
定条件未予受理。随后，童女
士将阳东区民政局起诉至阳东
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责令阳
东民政局在两个月内对童女士
的申请予以受理并依法作出处
理。但阳东区民政局不服一审
判决，向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二审以超过 5 年起
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童女士
的 起 诉 。 童 女 士 不 服 二 审 裁
定，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
请再审被驳回。

2022 年 9 月 29 日，童女士
向 阳 江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申 请 监
督。阳江市检察院审查认为，阳
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并
无不当，作出不支持申请监督的
决定。但童女士可能被冒名顶
替办理婚姻登记，于是继续调查
核实。

为最大限度还原真相，承办

该案的检察官经调查发现，1996
年至1997年，童女士在家中照顾
生病的父亲，在此期间她的身份
证曾经丢失过，但她已没有当年
补办身份证的相关佐证材料。
调查过程中，罗先生告诉检察
官，其与登记结婚的女子在理发
店相识，两人都用阳江话交流，
无法辨别对方是哪里人，直到登
记结婚对方也不愿意回老家开
证明，只用身份证登记。

检察官又走访阳东区民政
局、罗先生户籍地村小组，了解
到 1996 年罗先生确实带一名女
子回家，一个多月后该女子离开
了。为进一步核实情况，检察机
关到阳东区档案馆调取罗先生
1996 年婚姻登记相关材料。当
时没有身份证和户口本复印件
存档，唯一的线索只有一张结
婚照。通过司法鉴定和图片技
术比对，办案检察官确认结婚
照中女子的照片与童女士的照
片不是同一人，而与湖南一名
唐 姓 女 子 相 似 度 为 99％。随
后，阳江市检察院立即委托湖南
当地检察院调查确证，确定该唐
姓女子就是 1996 年与罗先生登
记结婚之人。

经过 4 年依法维权，在检察
机关的帮助下，童女士被冒名27
年的婚姻登记于近日被成功撤
销。（摘编自《检察日报》）

女子“被结婚”27年

韩国 40 万“袋鼠
族”在家啃老“袋鼠族”
是 20 世纪 90 年代亚洲
金融危机后产生的词
汇。在韩国，“袋鼠族”
指成年后不独立，依然
和父母住在一起或依赖
父母供养的人。韩国统
计厅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 6 月韩国 20 至 39
岁青年中，既没工作，也
没在求职的“纯休息”人
口达 61.3 万，占该年龄
段 青 年 总 数 的 4.7％。
而在这些青年人中，与
父母一起生活的人约占
七成，达42.8万人，其中
20多岁有26.9万人，30
多岁有15.9万人。（摘编
自《都市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