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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央视曝光 AI 相面骗局上了热搜。一张照片，就能

看透人的一生；点点鼠标，就能预判前程；动动手指，就能掌

握命运……近年来，打着大数据、人脸定位、人工智能等旗号

的 AI 相面骗局，不时在社交平台上传播。网络时代，占卜、

算命等封建迷信活动花样翻新，玄而又玄的 AI 算命、在线占

卜让不少人上当受骗。号称免费，但要付费才能获取完整报告；

用户切换照片角度，就能测出运势，如此种种，无不显示出所

谓的“AI 相面”，实则是坑你没商量。不仅如此，授权使用

个人信息、上传脸部照片，还存在隐私泄露风险。

上传一张宠物狗照片的结果显示：宠物狗的面相能打 96

分，且“读书运很好”“一生财运也好”“做事有能力有主意”。

这样一项相面报告，测试者需要付费几十元才能看。

有网民表示，“AI 相面”这种事还需要被揭穿吗？事实

是竟然还有大市场。上网一搜索，竟有“AI 人工智能相面项

目总结”。占卜、算命披上高科技的伪装改头换面后，渗透在

网络世界。

AI 类算命，其实是通过有限的面部特征点采集，与有限

的数据库特征值进行比对，根据现成的话术编撰出一套似是而

非的结果。无外乎一些听起来很有道理的分析、笼统的安慰，

都是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模糊描述，好像什么都说了，又

好像什么也没说。这其实与曾经流行的摆摊算命没有本质区别，

只是将相面从线下搬到线上，用户市场更大，敛财更容易，敛

财成本更低。

需要警惕的是，线上算命比线下算命危害性更大。一方面，

互联网上传个人信息，特别是面部信息，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以敛财为目的的商家，如果把收集的个人信息打包贩卖，又是

一笔可观的收入。对个人而言，网络算命存在钱财损失和个人

信息泄露风险的双重危害。

另一方面，在网络环境和高科技的“助攻”下，占卜、算

命的隐蔽性和迷惑性更强，社会危害性更大。迷信活动“换了

个马甲”，确实就有很多人不认识，特别是甄别能力不足的年

轻人。

互联网的特点是无孔不入，在监管部门严厉打击网络占

卜乱象、依法依规严惩不法商家的同时，每个人都要警惕迷

信活动的高科技伪装，要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抵制网络

迷信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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