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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日报社智动AI工作室：
通过 AI 系统赋能百业，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

率，实现获客和盈利。联系方式：1813179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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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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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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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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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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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将开学，AI（人工智能）成
了中小学生冲刺完成作业的神
器。记者调查发现，有的学生

“雇”来AI助手，在写作文、做题
时“耍小聪明”；有些网店做起了

“AI 代写作业”的生意。对此不
少家长忧心忡忡，担心长此以
往，孩子会养成惰性思维，丧失
独立思考能力。专家建议，不必
一刀切地杜绝学生接触人工智
能，要引导他们掌握并合理利用
这类科技手段，注意避免过度依
赖。

讲解详细
AI解题受孩子欢迎

将作业拍照上传到软件，不
过几秒钟，答案便清晰呈现。随
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AI 已
经具备了信息处理和数据分析、
翻译、文案写作等多种能力，AI
作业助手不仅适用于运算步骤
相对规整的理科作业，在一些需
要发散思维的文科作业中同样
好用。

各大社交平台上，有中小学
生扮起了AI学习博主，频频出
镜秀技能。有人上小学就参加了
ChatGPT 冬令营，有人在作文、

英语口语、手抄报、绘画等作业
中请来AI辅助。

把题目扔给 AI，借鉴一下
答案，已经是不少中小学生的常
规操作。“AI解题软件我们班同
学几乎都会用，只要有手机、会
拍照，就能拥有一本参考答案大
全。”北京西城区初三学生刘梦
梓（化名）说，数学是自己的薄弱
学科，AI助手不仅能详细提供每
个解题步骤，而且还能像家教一
样，补充回答题目背后所考查的
知识点。“平时碰到难题和错题，
我都习惯用软件搜搜，省去了找
老师答疑的时间，非常方便。”

平时靠AI
一到考试就“现原形”

对于 AI 作业助手，家长的
态度喜忧参半。“我支持孩子利
用AI答疑，提高学习效率，但也
担心孩子频繁使用AI搜题，养
成惰性思维，久而久之丧失独立
思考能力。”刘先生直言，AI 给
出的参考答案非常具体，孩子是
参考思路还是直接抄答案，全靠
自觉。

裴女士也很担忧，她说孩子
平时作业完成得不错，但一到考

试却总是发挥“失常”，分数不理
想。和其他家长沟通才发现，孩
子过于依赖AI帮忙，不爱主动
思考，一没了帮手就抓瞎。

北京大兴区某小学要求学
生在寒假期间上交每周随笔，记
录学习进度、实践活动及生活动
态。班主任谭纯说：“如果学生交
上来的作文没有创新、缺乏情
感，或全篇几乎没有基本的语法
错误，就可能有AI参与。”她认
为，学生可以借助AI寻找参考资
料，但如果一味照搬照抄，缺乏
主动思考，就起不到练习效果。

参差不齐
“AI代写”不太靠谱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大学生
用AI写过作业，体验评价良莠
不齐。

上个学期期末，心理学专业
研二学生小杨用AI软件完成了
期末幻灯片制作，顺利地通过了
汇报考核。“这堂课叫家庭疗法，
我和小组同学共同完成了期末
论文。由于大家复习专业课考试
时间紧，就想到了求助AI生成
最终的汇报幻灯片。”她说，只需
要把论文导入到软件，不到 5分

钟就能获得一个逻辑架构清晰
的幻灯片，还可以调整页面风
格、字体样式等内容，“不仅效率
提高了，而且汇报过程也很顺
利，没有人发现我们请了AI外
援。”

小茹今年大四，在师范类大
学学习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她曾
尝试使用AI软件为毕业论文搜
索文字资料及数据，效果差强人
意。“AI 提供的内容，掺杂着一
些权威性不足的链接、怪异网站
和偏题的内容，并不靠谱。”她
说，自己论文专业性比较强，最
终还是没敢放手交给AI来写。

还有一些学生喜欢在网上
找“AI 代写”。记者在某购物平
台搜索“AI 作业代做”，有代做
设计类的，有生成文章类的，还
有接单写读后感、改论文的，种
类丰富，报价从几元到上百元不
等。效果如何？有人评价“文科类
还行，理科不太行”；有人感觉不
好用，说就是“花钱买教训”。一
位 大 学 生 吐 槽 ，花 了 600 元

“雇”AI，拿到的作业简直就是初
中水平。

针对种种 AI 滥用的现象，
各校已经纷纷出招，“疏堵结
合”探索AI工具在教育领域的
使 用 边 界 —— 一 边 发 出“ 限

令”，规范AI在作业中使用的范
围、方式和比例；一边布置过程
性作业和实践作业，让学生正
确使用AI。

积极拥抱
但不能过度依赖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
教授桂笑冬说，因为没有专业的
查重软件可以直接有效地鉴别
AI 代写的程度，目前会减少布
置内容类的作业，增加现场作
业，从源头提高学生的参与热
情，实现教学目标。“作为教师，
我支持学生了解和学习AI的语
言和代码。”桂笑冬说，日常教学
过程也会教学生使用AI生成动
画、海报等，提高创新力。他表
示，不必一刀切地杜绝学生使用
AI，要引导他们掌握并合理利用
这类科技手段。

桂笑冬提醒，AI 软件在内
容生成方面没有达到“点石成
金”的程度，当使用者并未完全
了解并掌握其底层逻辑时，不能
完全靠AI来完成工作。“鼓励学
生积极拥抱科技、使用科技，但
不要过于依赖科技。”

据《北京晚报》

AI声音滥用现象调查——

你的声音被谁“偷”走了？

做题遇到困难先问AI 作文手抄报也能搞定

赶作业用AI 小心帮手变“枪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