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底，由西部（重庆）
科学城发起并筹备成立的
重庆笔迹大数据研究院揭
牌成立。这是国内首家分
析手写笔迹大数据的研究
机构，将联合电子科技大
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国刑
事警察学院等高校及院所，
在笔迹识别算法、数据存证
安全、应用推广等方面开展
合作。

目前，西南政法大学
（下称西政）依托学校法学
学科优势，立足“法律+科
技”的思路，着力打造西部
（重 庆）科学城法治科技
园。11月 11日，重庆日报
记者对该校刑事侦查学院、
国际法学院等团队进行了
采访。

用十亿分之一克的
笔迹溶剂鉴定材料真伪

在司法鉴定领域，鉴定
一份材料的书写时间，是非
常重要的一项鉴定。“比如，
一份遗嘱、文件或还款单，
如果书写时间不是真实的，
就代表这份材料不是真实
的。”西南政法大学司法物
证鉴定专家喻彦林介绍，但
由于笔墨材料的多样性（圆
珠笔、签字笔、钢笔等），以
及不同环境条件下保存变
化等，导致对材料书写时间
的鉴定非常难。

红外光谱、热分析法、
溶解速率法……从上世纪
开始，西南政法大学国家级
司法鉴定中心便集合了多
个领域的专业人才，对材料
书写时间的鉴定不断进行
技术创新。

其中，气相色谱质谱联
用是一种针对微量混合溶
剂比较理想的鉴别手段。

“气相色谱可以做分离分
析，把微量、性质相似的溶
剂分离开；质谱则是做定量
定性的一种分析方法。”喻
彦林介绍，通常，1厘米的笔
迹笔画里，只含有十亿分之
一克的笔墨含量，因此对鉴
定技术的要求非常高，他们
团队是目前国内书写时间
鉴定做得最好的团队。

用大数据分析犯罪
嫌疑人的身份

如果接到勒索电话，只
有犯罪嫌疑人的声音，如何
寻找、锁定嫌疑人？

西政刑事侦查学院有
一套法庭语音证据评价新
范式。“传统的语音识别大
多靠人工经验判断，比较主
观，也有偏差。”西政刑侦学
院院长胡尔贵介绍，西政这
套法庭语音证据评价新范
式运用大数据和统计学建
模，从而建立大规模的背景
人群数据库。

比如，犯罪嫌疑人是河
南还是重庆口音？是中年
还是青年？声调高低如
何？团队运用大数据和智
能技术建立了一套可智能

化自动分析的技术，可从样
本的口音、声调高低、叹词、
停顿时间等多个方面，分析
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区域。

“目前互联网发达，针
对电子技术犯罪等，我们还
运用电子数据、网络安全等
技术在网络新兴领域进行
创新突破。”胡尔贵介绍，西
政刑侦学院建立了“证据科
技创新与产业化平台”，其
中包含重庆市刑事科学重
点实验室、重庆高校物证技
术工程研究中心等，是建设
科学城法治科技园的核心
项目，在不少领域有技术突
破。

“一带一路”国家法
律数据库明年可运行

汇聚东盟十国的法律
法规、司法判例、法学期刊
数据、法治机关运行制度等
各方面法律信息；首期共达
50万条法律信息，以及近百
名各国各领域的法律专家
……这是西政明年将正式
运行的“一带一路”国家法
律数据库及法律查明服务
中心（以下简称“数据库”）。

该数据库由西政东盟
法学研究中心牵头打造。

“项目拟建成全世界最完整
的东盟十国法律数据库。”
西政国际法学院张晓君院
长介绍，该项目是重庆高校
国际化人文特色项目中的
一项重要内容，旨在助力将
重庆打造成东南亚区域的
法律高地，推动重庆在共建

“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
用。

多年来，西政与东盟十
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紧密的
法学研究、人才培养等合作
关系。东盟法学研究中心
也陆续为泰国、老挝、柬埔
寨、缅甸、越南、马来西亚等
国家培养了200多名检察官
等高级人才。张晓君告诉
记者，该数据库是英文数据
库，配有翻译软件。如果在
数据库查询到不明白的地
方，还可以请相关专家进行
解读。该数据库预计明年
上半年正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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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仔细看，还以为这
里就是个花店。”近日，一位
家住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
万象城段的居民张女士告
诉记者，这个被鲜花和绿植
覆盖，外形酷似收音机的建
筑竟然是一座公厕。

这是我市首批立体绿
化的生态公厕，整个墙体以
红、黄、绿三色植物配置，并
采用智能化滴灌系统。日
前，记者走进运用立体绿化
技术打造生态公厕的重庆
市风景园林科学研究院，打
探园林绿化“黑科技”。

立体绿化，城市穿
上“花衣裳”

重庆作为山地城市，受
到特殊地形条件的限制，在
城市建设中产生了大量的
高切坡、高架桥、堡坎、挡
墙、山体崖壁等竖向空间。

“如何在这有限的竖向空间
里扩大绿化面积，立体绿化
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市风
景园林科学研究院院长艾
丽皎表示，屋顶、桥体柱体、
墙面、护坡等区域皆可实施
绿化工程。

以“收音机”厕所为例，
艾丽皎介绍说，外形模仿

“收音机”，唤起市民的怀旧
情绪，建筑立面不仅考虑了
植物色彩的变化，同时也考
虑了植物的形态与姿态。
屋外遮雨棚是佛甲草搭配
花卉，外立面是黄绿色的鸭
脚木、吊兰、肾蕨、矾根、海
棠、天竺葵进行精心搭配。

目前，市风景园林科学
研究院正开展山地型立体
绿化与海绵城市研究和技
术攻关，承担研究项目10
项，编制标准规范7个，集
成国内外专利技术 40 余
项，完成屋绿化示范工程7
项，立体绿化示范工程 6
项，坡坎崖示范工程4项，
为全市坡坎崖绿化美化工
程和“增园添绿”工程提供
技术支撑。

修复消落带，攻克
世界级难题

今年江北嘴打渔湾沙

滩因景色迷人被市民戏称
为“渝尔代夫”。事实上，

“渝尔代夫”是一片消落
带。在整个江北嘴辖区，消
落带全长5公里。

“每年4到5月的时候，
这里非常漂亮，很多人来这
里拍婚纱照。”市风景园林
科学研究院消落带生态修
复项目负责人成泽虎介绍
说，此前消落带里都是砾
石、块石等，土壤栽培基质
极差。

由于消落带具有反季
节水文变化特征，大多数物
种无法生存。如何筛选培
育适应消落带生长并能大
面积推广应用的植物，进而
生态修复消落带，是一个世
界性难题。

从2003年开始，市风
景园林科学研究院就着手
进行主城段消落带生态治
理技术专题研究。

该院研究人员通过对
重庆夏季汛期洪水和冬季
蓄水淹没的分析，筛选并应
用了具有较强耐淹性，根系
发达、植株抗冲刷力强、恢
复生长快、并有一定造景用
途的12种植物栽培其中。

“治理中，我们根据消落带
水文和地形条件，选择具有
超强耐淹能力的乡土植物，
恢复江北嘴段滨江消落带
生态系统功能。”成泽虎说，
目前，江北嘴消落带治理已
取得成效。据统计，江北嘴
消落带植物种类多达 42
种，鸟类有20余种，生物多
样性明显增加。

此外，市风景园林科学
研究院正开展三峡库区消
落带生态修复科学研究和
技术攻关，实施国家发改委
和环保部等示范工程 10
项，并承担重庆广阳岛长江
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消
落带生态修复工程专项研
究及方案设计。

成渝携手,共建双
城经济圈园林科技创新
中心

今年4月9日，重庆市
风景园林科学研究院与成
都市公园城市植物科学研
究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共同推进科技成果转
化。根据合作协议，两院
将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园林科技创新中心，共
同推进基础研究、重大关
键共性技术研究、科技创
新基地建设发展、科技人
才队伍建设、区域创新体
系建设、科学技术普及等
交流合作。

在开展特色科研方面，
成渝两地将开展园林园艺、
植物(绿地)与大健康、特色
植物资源引种开发与应用、
城市园林智慧管理与大数
据、特色公园、立体绿化城
市生态修复及保护、城市园
林绿色防控等领域的科研
工作，形成富有成渝地区双
城特色的科研成果，服务成
渝地区城市生态建设。

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正在做相关
分析。 （受访者供图）

生态修复后的江北嘴消落带。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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