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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卡拔卡、、关机关机、、断网后仍然有用断网后仍然有用

行程码行程码““全程追踪全程追踪””的秘密的秘密

大数据时代的产物

行程码是口语化的名字，其实它的官方标签叫做通信大数据行程码，是有关部门利用手机做到的一种大
数据库。

这种大数据库名叫信令数据，也就是说用户只要手机不离身，而且他活动在基站范围以内，去过哪里？身边经
过了什么样的人？都会被记录在册。

如今，通信大数据行程码已经为全国16亿用户免费提供查询服务。用户只需登录相关程序，就可以凭借自己的信
息查询到本人在查询日之前的14天所到达过的所有城市的信息。

有人就有疑问了，明明中国人口14亿左右，为什么全国的手机用户却有16亿呢？
因为现在人们的物质条件已经越来越好，很多用户已经做到了一个人拥有多台

手机的现象。在行程码查询方面，截至2020年3月底，我国居民所累计使用到的
行程码查询量已经突破4.5亿次。

从2021年上半年开始，人们手机上的行程码将不再以红色标记包含
中等和高风险区域的城市名称，而是改为在城市名称后的括号中包含
中等和高风险区域。这些备注仅用作旅行提示，与健康状况无关。

行程码的备注，只是作为用户的出行提示。它实现了全国范围
内一码通行。截至 2021年 8月，通信行程码的查询服务已使用
120亿次。行程码俨然已经成为我国防控疫情的重要手段之一。

健康码“催生”行程码

在2020年疫情发生的最开始阶段，人们到过哪里、
如何登记相关数据，往往都是通过纸张记录的主观方
式。

人要是在这时候撒谎，都不知道找谁说理去，这
对疫情的防控自然不利。

在人流量庞大的高峰期，这种依靠纸张登录的
方式就会暴露出极大的缺点来——效率特别低下。

因此，杭州首先开始实施网络登记（健康码）。
比如说去过哪里？有没有打疫苗？打了几针……

网络都能记录。于是全国范围内又开始火速刷遍健
康码，以此来彰显自己的登记行程和是否出入中高
风险地区，来证明自己的健康状况。

可以说健康码为行程码的全面火爆创造了前
提，但是健康码也是有一定缺陷的。因为各省的健康
码并不是统一存在，而是独立使用。

假设一个人在中高风险地区呆过之后又跑到
另一个城市，紧接着又跑到了第3个城市，那么这位
用户他所使用的健康码就是三个不一样的模样，难
以确认统一。

所以，人们需要一个统一的系统来证明自己的
健康状况。

行程码的技术原理

结合此类问题，国家工信部联合了电信、联通
和移动三大电信服务商，推出了行程查询服务。截
至 2020年时，只要是手机用户就能查询行程码，可
以说行程码真是更加方便和准确了。

查询行程信息，真的就是在疫情爆发之后才出
现的吗？实际上并不是。

在小联通时代，人们就可以查询行程。这种服务
项目叫做短信定位。因为在我国的北斗定位系统全
面运用之前，我国所使用的定位系统是其他国的
GPS。

三大运营商当时通过GPS定位，利用卫星导
航满足用户定位行程的需求，便可查询用户在
查询日之前曾漫游至哪些地方。

不过，人们想要利用短信来查询行程信
息，是需要满足很多先决条件的。

首先，用户得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运营商
不可单方面在不经过用户本人同意的情况下

私自查询用户的行程信息。
第二，用户在使用短信让运营商帮助自己查询

行程信息时，还需要保持手机长期开机的状态，而且
定位服务不能关，要保证GPS定位系统能够有条件的查询。

结合这一段历史，人们自然也会产生新疑问：如果用户把手机
关机，把GPS定位服务给关掉的话。那么行程码是否还会那么准确无误地记

录一个人曾经去过哪里、身边遇到过哪些人呢？
是的，它全都会记录的。

行程码是防疫“黑马”

因为手机是独立存在的一个硬件设施，它在关机或关闭了定位服务之后，依然会默默无
闻地继续运作着。

对于手机制造商来讲，他们这样的设置方式是为了满足用户的不时之需。所以每一个手
机上都会有一个且唯一的专属识别码，叫做 IMEI号。

这个识别码很重要吗？当然。因为每一个人的身边都会有一个基站，基站就像是一个圆
形的中心点，圆形也就是基站的圆面积。只要一个人是在基站圆面积的内部，那么基站就可
以通过 IMEI号码获取到用户的大数据信息。

现在人人都已经做到了手机不离身，所以用户不论到哪里去，身边遇到了什么样的人，
这个识别码都会把相关的行程信息及时反馈给基站，然后由基站统一交到数据中心管理。

在特殊背景之下，有关部门也仅仅只是对这种信息中的部分数据提取了行程信息，所以
形成了行程码。不过，有关部门不会利用用户的其他信息来私自牟取利益，所以不存在任何
危险的地方。

行程码会出错吗

行程码是刚出来的小程序，它的功能性还没有被优化到完美的状态。也就是说行程
码有时候也会出错，也不能够百分百地记录用户的准确行程信息。

例如，一名上海市民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去过浦东，而他的家也一直是在浦西。在这
样的情况下，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行程码变红色了，于是这位网友就非常着急，想问在这
种情况下，自己还能够出差吗？

其实，这种地区性漂移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用户
有可能是在两地的交界线附近。由于两地之间的信号有强有弱，于是用户的信息很有
可能会被信号强的某地区抢过去记录了。

不过，用户遇到这种现象也不需要担心，一般情况下用户发现自己的信息偏移
到其他地区之后，可以立即拨打电话给运营商申报系统故障，申请修复自己的具体
信息。

还有一种情况是自己前往了某地，但是行程卡却没有记录自己到达了某地。
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像前面那样，两地之间的信号强弱的问题，由

于自己停留的时间不到 4个小时，而且本地的信号又很强，自己到达的目的地信
号比较弱，所以行程码中没有被系统记录这一行程。第二种可能是因为手机刚
买，假设用户某月1号的时候买了新手机，在2号的时候发现身边出现了一个确
诊病例，但是3号的时候用户出示了自己的行程码，却发现自己没有显示在确诊
病例周围地区出现过。那这种情况就说明，用户的新手机还没有将全部的功能
都利用好，也没有办法完全展示自己的所有行程信息。

据“今日头条”

行程码到底有多牛？疑似或确诊病例只要从一个人身边走过，行程
码都能记录下来。

如果一个人要把手机关机、切断网络、手机卡也给拔掉了，那么行
程码是否还能有效地做到“全程追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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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厂房仓库
低价出租厂房仓库，2000平方米，可分租，水电齐全，

沧州市南10公里，紧靠新104国道。电话：15100818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