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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苹果手机实现指纹身份验证识别，手机和平板正在逐渐告别安全性较低的账户密码时代，转入

人体特征身份识别时代。据美国科技新闻网站TheVerge的报道，西班牙马德里理工大学的学者，正在研

究利用人体散发出的特有味道，进行身份识别验证。 

 

迄今为止，较为成熟的人体特征验证技术包括指纹识别、眼球虹膜扫描识别，以及人像扫描识别，

根据味道来识别，在科技行业还比较新鲜。 

 

据报道，马德里理工大学的“生物识别、生物信号和安全研究小组”，在西班牙一家技术咨询公司

Llia的帮助之下，正在开发人体气味识别验证系统。 

 

这种技术，可以用于疾病诊断等领域，也可以用于公民身份验证系统。 

 

研究人员指出，每一个人都有与众不同的气味，这个气味在大部分时间里保持稳定，因此可以根据

气味，识别出一个人的身份，这种技术的准确率超过了85%。 

 

之前，西班牙Llia系统公司曾经研发出用于探测人体气味的传感器，可以探测到人体气味中微小的

变化要素。 

 

上述研究小组，希望利用Llia公司研发的传感器，进一步深度开发，从而实现身份识别。未来，这

种识别系统，还可以用于机场安检环节或是边境出入境检查。 

 

不过，对于人体气味识别而言，最大的难点是民众是否愿意提供自己的气味特征数据。目前，指纹

识别验证技术使用较为普遍，因为指纹数据相对容易获得。 

 

在苹果iPhone5s中推出指纹识别系统之后，有消息称在新一代的苹果手机中，苹果将会采用虹膜扫

描识别，另外也有消息称，在本月底可能发布的新旗舰手机GalaxyS5中，三星电子可能采用虹膜识别技

术。 

西班牙学者正研发人体气味身份识别系统

相关新闻 相关论文

1 胡平安小组研发出新型石蕊试纸类色变传感器  

2 人体传感器：无线传输健康数据  

3 基于有机微纳单晶高敏感二氧化硫传感器问世  

4 可植入皮肤芯片能在疾病突发前发警告  

5 王中林小组制备出高性能传感器  

6 曾令文团队开发成功新型核酸检测生物传感器  

7 科学家给牙齿装芯片传感器 搜集口腔内细菌

情报  

8 传感器可更好地保护混凝土海岸结构  

图片新闻

  

  

>>更多
 

一周新闻排行 一周新闻评论排行

1 华中科大本科生张哲野带博士硕士做科研  

2 研究生“科研烂尾楼”现象引发科教界热议  

3 2013年创新人才推进计划拟入选对象公示  

4 广东50科技官员陷科研经费黑洞  

5 科技部发布973计划等2015年项目申报指南  

6 国家重点学科等82个行政审批项目被取消或下

放  

7 内蒙古工业大学否认入选211工程院校  

8 教育部：重点高校领导60岁要“退休”  

9 记者手记：中国科学家为什么不回邮件  

10 部分研究生为享优惠持大量假学生证  

更多>>  

 

编辑部推荐博文

文献引用过程中的贴金现象  

老师与兴趣，心态与梦想  

分子表型：Science、Nature等顶级期刊引领

的热点研究  

极致风流  

狗拥有和人类类似的语言中枢  

能从最大的学术造假案“舍恩事件”吸取什么

教训？  

更多>>  

 

论坛推荐

中国新疆天山地质与矿产论文集  



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业界人士表示，在手机和平板上，人体特征验证技术，将会很快淘汰落后的密码验证技术，从而极

大提高个人隐私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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