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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从20世纪90年代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到20世纪末结束，生物科技有了飞速的发展。伴随着许多
生物医学研究重大成果而来的是，人体的指纹、虹膜、面容、DNA等个人生物信息的获取、采
集、存储和应用越发便利和普及。但如果生物信息在收集、使用和保护中处置不当或存在漏

洞，便会给个人信息安全、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安定甚至国家安全带来巨大威胁。

例如指纹、虹膜和面部识别，依据的是个体独特的生物特征，所有的生物特征数据进入计算机

都会被转换为0和1的数码储存在数据库中。这些被视为唯一性的生物特征数据进入网络后被盗
取的几率大大增加，带来的风险要比信用卡盗刷严重得多。这或许是生物认证方式最大的安全

隐患。

对个人生物信息的采集和使用等问题也存在于刑事鉴识中。2018年4月，美国调查人员在对网
上基因数据进行筛选后，逮捕了一名逍遥法外数十年之久的“金州杀手”。然而，这次逮捕行动
不只引发了数字时代基因数据贮存、泄密和使用的激烈争论，争议后又聚焦于商业基因网站(基
因库)如何保证个人DNA隐私不受侵犯。
生物信息安全牵涉多个方面，是一个庞大的领城，个人生物信息保护正是这个领域亟待解决的

问题。目前，个人生物信息的法律保护面临着三个问题：一是个人生物信息权作为具有人格权

属性的私权，尚未明确纳入私法保护范围；二是针对个人生物信息在刑事侦察、治安管理、人

口治理、医疗卫生等领城的非商业应用，以及政府和相关机构的责权利，特别是个人生物信息

权保护边界等急需明确；三是针对个人生物信息的商业应用和相关产业侵权风险及不正当竞

争，目前缺乏相应的特殊规制，法律救济、行政处罚也无法律依据。

对此，可以立法进一步规范相关内容，诸如虹膜和面部识别的技术可以在什么范围内使用，以

及如何使用，包括授权和使用者的等级，都需要在立法中详细规定。然而，立法只是一个大的

保障，立法后如何执法，可能存在哪些法规漏洞，都关系到个人生物信息安全的保障。现在的

技术和法律还很难完全保护个人的生物信息泄漏，因此，需要在个人生物信息的保护上不断进

行技术的升级改造、法律的补充完善。

就技术层面而言，在进行个体识别和确认其他个人信息时，不只是使用个人生物信息，也要结

合使用其他方式。由于以人脸识别为代表的生物个体识别技术现阶段还不太成熟，个体信息极

易被盗用，所以该技术现在还不宜在网上广泛使用，但可以在不联网的区城进行局城或区城使

用，如门禁保险箱和银行保险库等，并且应当辅以身份证等个人证件的识别，这样既可以防止

因错误识别造成的安全隐患，也可以防止人脸、指纹等生物信息在使用和保管的过程中被盗和

泄漏。

(摘编自张田勘《个人生物信息保护，立法和技术都需要》)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生物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个体生物信息的获取、使用、存储日益便捷。
B.生物数据被计算机转换成0和1进行存储后，入网被盜的风险会增加。
C.个人生物信息的法律保护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权、责、法的范围界定。
D.人脸识别配合身份证识别是从技术层面降低信息泄露风险的有效手段。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是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展开论述的，其论证逻辑完整清晰。
B.文章指出保护生物信息应从立法和技术两方面人手，并论证了其相辅相成的紧密联系。
C.文章列举“金州杀手”的案件争议，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生物信息安全领域大，牵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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