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2月15日， 将迎来
壬寅虎年的元宵节。 令人惊讶的
是 ， 虎年的元宵月不是 “十五
圆 ”， 也不是 “十六圆 ”， 而是
“十七圆”， 最圆时刻出现在2月
17日0时56分。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 天津市
天文科普专家林愿介绍， 每逢农
历初一月球运行到地球和太阳之
间 ， 被阳光照亮的半球背着地
球， 我们看不到月亮， 叫做 “新
月”， 也叫 “朔”； 到了农历十五
左右， 月球上亮的一面全部对着
地球，我们可以看到圆圆的月亮，
称为“满月”，也叫“望”。从“朔”到
“朔”，或从“望”到“望”的时间间
隔长度称为一个“朔望月”，平均
为29.53059天。

同是农历初一，“朔” 可能发
生在凌晨，或者上午、下午，也可
能发生在晚上， 而且每个 “朔望
月”本身也有长有短。 这样，月亮
最圆时刻的“望”最早可发生在农
历十四的晚上， 最迟可出现在农
历十七的早上。 但由于“朔”一定
在农历的每月初一，“朔” 之后平
均起来要再经过14天18小时22分
才是 “望”， 所以月亮最圆时刻
的 “望” 以出现在农历十五、 十
六这两天居多。

统计发现， “满月” 出现次
数最多的是农历十六， 其次是农
历十五， 再次是农历十七， 最少
的是农历十四。

“像今年元宵节这样‘十五的
月亮十七圆’是比较少见的，上一

次出现还是在2013年2月26日（正
月十七），下一次将在2029年3月1
日（正月十七）再现。 但不管是何
时圆， 人们用肉眼观赏到的月亮
基本无差别， 都是一样的花好月
圆， 丝毫不会影响人们在元宵节
当晚赏月抒怀。 ”林愿说。

元宵节当晚何时赏月最佳？
日落后两小时是赏月的好时机。
“一是此时的月亮看起来感觉特
别大； 二是月亮呈现漂亮的银白
色， 赏心悦目； 三是月亮的地平
高度较低， 适合拍摄 ‘连月带地
景’ 的美照。” 林愿说， 随着时
间的推移， 子夜时分月亮运行到
正南方天空。 这时月亮的地平高
度达到整夜最高 ， 万籁俱寂 ，
“皓月顶空照” 也别有一番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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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信用报告， 关系着每个
人和企业的金融生活， 一旦出现
不良记录就可能产生房贷等贷款
通不过、 个人或企业信誉受损等
负面影响。 因此， 部分信息主体
急于消除不良征信记录， 一些不
法分子趁机以 “征信修复 、 洗
白、 铲单” “异议投诉咨询、 代
理” 为名招揽生意， 收取高额服
务费。

花钱就能 “洗白” 不良征信
记录？ 业内人士表示， 征信领域
不存在 “征信修复” 的说法， 所
有声称合法的、 商业的、 收费的
“征信修复” 都是骗局。 不仅涉
嫌触犯法律， 更破坏了社会信用
体系。

“征信修复” 骗局花样
多多骗财坑人

湖北天门的张先生因个人疏
忽发生贷款逾期， 找银行咨询、
沟通 ， 寻求删除不良记录未果
后， 心有不甘的他在网上找到一
家 “征信修复” 机构， 并将1万
元定金和以自己实名办理的一张
手机电话卡交给这家机构， 约定
事成后再付2万元。

随后， 这家机构以张先生的
名义发起信访投诉。 中国人民银
行天门支行接到投诉后请张先生
现场核实， 才了解到真相。 “我
们跟他说 ， 这样做不仅花冤枉

钱， 还会泄露个人隐私信息。 如
这家机构用他的手机卡进行电信
诈骗、 洗钱、 冒名网贷等， 还可
能会被牵连。 知道自己受骗后，
张先生撤销了投诉。” 中国人民
银行天门支行征信工作人员说。

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
发现， 有关 “征信修复” 的骗局
比比皆是： 不法分子声称花钱就
能修复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信用报
告， 有的收取高额费用后失联，
有的教唆个人用 “非恶意逾期”
理由无理申诉， 或运用虚假材料
等非法手段以图修改不良信息，
通常修改失败后不退款或失联。
所谓 “征信修复” 机构的业务大
多是材料造假、 伪造证明、 恶意
投诉、 欺骗银行。

武汉市反电诈中心、 中国人
民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近日联合
揭露了5种常见的 “征信修复 ”
骗局。 除了直接针对普通失信主
体的诈骗外， 还有针对创业、 就
业人群失信群体的 “信用培训考
证” 诈骗， 针对创业人群的 “征
信加盟代理” 诈骗， 针对网购网
贷群体、 冒充客服人员或金融机
构工作人员的 “账户异常” 诈骗
和 “注销贷款” 诈骗。

业内人士表示， 此外， 还有
两种骗局也比较常见： 一是声称
可以快速放贷， 当事人上钩后 ，
又以征信记录差为由， 要求当事

人支付 “征信修复” 费； 二是声
称只要支付一定的费用， 就可以
帮助当事人消除网贷借款记录，
本息都不用归还， 且不会被催收
或起诉。

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征信
管理处副处长唐德鑫说， 个人、
企业有信用卡或贷款逾期， 未履
行担保责任 ， 失信被执行等情
形， 就会产生不良征信记录。 正
确无误的不良征信记录是不会删
除或更改的。 “征信修复” 骗局
的实质是不法分子利用信息主体
对征信政策法规不了解， 故意混
淆征信异议的概念进行误导， 以
欺骗的手段达到其非法牟利的目
的。

征信异议处置有渠道无
需中介

其实， 如果个人认为本人信
用报告上的信息有误时， 有权向
征信机构提出异议。 征信机构或
银行需进行核查和处理， 有错误
的， 会及时更正。

“当联络员半年多来接到了
6起征信异议咨询， 其中两起确
因个人疏漏忘了还款、 且逾期时
间不长 ， 我让客户 做 了 说 明 ，
上报征信机构予以记载； 其他
明显不良的进行解释后客户也能
理解。” 中国建设银行崇阳财富
广场支行征信异议联络员熊峥

说。
唐德鑫说， 提出征信异议所

需的资料也不复杂， 个人持有效
身份证件、 企业法人自己或委托
他人持营业执照即可办理。 “提
出征信异议完全不需要通过中
介， 更不存在收费。” 他说。

《征信业管理条例》 规定，
信息主体认为征信机构采集、 保
存、 提供的信息存在错误、 遗漏
的， 有权向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
供者提出异议， 要求更正。 征信
机构或信息提供者收到征信异议
后， 要对异议信息进行核查， 发
现确实存在错误或遗漏的， 应当
予以更正。

唐德鑫表示， 征信异议实质
是 “纠错”， 即对于错误或遗漏
的数据进行更正或补充， 而不是
发生 “失信行为” 之后的信用重
塑。 无论是征信机构还是商业银
行等信息提供者， 都不能修改、
删除信用报告上正确的征信信
息。

记者了解到， 只有征信信息
的报送机构才有修改权限 。 目
前， 金融机构有严格的系统流程
和管理要求 ， 监控征信查询行
为， 防范内外勾结违规删改征信
信息。 如果有些人抱着 “花钱消
灾” 的想法， 希望花钱消除不良
记录， 最终往往落入不法分子的
圈套。

堵 “旁门” 开 “正门”
共护诚信社会

多位银行和监管部门人士建
议， 相关部门应加强协作， 严格
管控清理网络上的各类 “征信修
复” 虚假宣传广告， 加大对不法
分子的打击力度 ， 提高违法成
本。

堵住 “旁门” 的同时， 金融
机构和征信机构要普及相关知
识， 让公众知晓合法的维权渠道
和方式 ， 了解 “征信修复 ” 骗
局， 避免上当受骗。

“第一位的是自己保护自
己。” 多位专业人士表示， 对于
个人和企业来说， 首先应合理负
债， 量入为出， 要严格遵守贷款
管理的相关规定， 按照借款合同
约定的还款时间和金额及时还
款。 尤其要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身
份证件、 网银、 手机银行等敏感
信息， 以防发生莫名贷款。

如果信用报告上已有客观、
真实的不良信息记录， 就要及时
重建自己的信用。 “出现不良信
息后应及时还款 ， 终止不良行
为， 后续注意按时还款、 避免逾
期， 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 。” 唐
德鑫说， 有特殊情况造成不良，
可申请对不良信息做出声明， 在
保存期内 ， 征信机构会予以记
载。 据新华社

花钱就能“修复”不良征信记录？ 这种骗局不能信

新华社电 人类大脑的认知
活动，如语言通讯、情景记忆等，
都与时序信息相关。 大脑如何对
时序信息进行记忆？ 我国科学家
的一项最新研究， 推翻了经典时
序记忆模型的关键假设， 首次揭
示了大脑时序记忆的神经机制。

这项研究由中国科学院脑科
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神
经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灵长
类神经生物学重点实验室王立平
研究组， 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
中心闵斌副研究员和北京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唐世明课题组合作完
成。 2月11日，国际权威学术期刊
《自然》发表了相关研究论文。

据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
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王立平研究员
介绍， 经典时序记忆模型的关键
假设， 主要是大脑单神经元的编
码性质。而最新的研究则表明，大
脑对序列信息进行的时空整合，
发生在群体水平而不是单个神经
元层面。 高维神经元状态空间可
以分解为多个二维子空间， 利用
“降维原则”， 序列信息编码降低
了神经计算的复杂性， 便于区分
信息的时序。

这一科学结论， 来源于科学
团队以猕猴为研究对象的巧妙实
验。 猕猴是演化上接近人类的灵
长类动物，其认知能力、大脑的结
构与功能和人类十分接近， 是科
学家研究人类大脑复杂高级认知
功能的最佳模型。

为了探究时序记忆编码问
题， 研究人员训练猕猴记忆由多
个位置点组成的空间序列。 在实
验任务中， 猕猴面前的屏幕上依
次闪现三个不同的点， 猕猴需要
在几秒钟之后将这些点， 按之前
呈现的顺序汇报出来。 在汇报前
的几秒记忆保持期内， 空间序列

的信息以工作记忆的形式， 被暂
时储存在大脑中。

在此过程中， 科研人员对猕
猴储存工作记忆的脑区———外侧
前额叶皮层， 进行了双光子钙信
号成像。 钙信号可以反映神经元
的脉冲放电活动， 即猕猴大脑神
经元群体在执行任务时活动状
态。

研究人员通过分析钙成像获
得的高维数据， 发现在高维向量
空间里面，可以通过“降维”找到
每个次序的信息所对应的二维子
空间。在每个子空间内，不同的点
所对应的空间位置， 与真实视觉
刺激的环状几何结构保持了一
致。而且，不同次序所对应的子空
间几乎没有重叠， 即序列中的每
个信息都有独立的储存空间。

进一步研究还显示， 次序越
靠后的子空间里， 环状结构的半
径越小， 对应所分配到的注意资
源越少。 这一发现也对应了序列
记忆的行为表现， 例如我们日常
生活中如果记忆的内容越多，越
往后的信息便更容易出错。

“这项研究是第一次在群体
神经元水平， 阐释了序列工作记
忆的计算和编码原理， 提示我们
对大脑序列记忆编码研究， 今后
应更加关注群体神经元性质。”王
立平说。

业内专家认为， 中国科学家
的这项最新研究， 发现了大脑在
时序记忆中的“降维原则”，为理
解“神经网络如何进行符号表征”
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正如
哲学家叔本华所说：“简约性永远
是真理和天才的共同特征。”这一
原创性研究， 揭示了人类大脑在
时序表征上的复杂性和简约性的
辩证统一， 将对受脑启发的人工
智能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大脑如何进行时序记忆？
原来是“降维”！

元宵节将至， 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的滕王阁景区举办新春游园灯会， 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图为市民在南昌滕王阁景区观赏彩灯。 新华社发

华华灯灯璀璀璨璨迎迎元元宵宵

罕见！虎年元宵节“十五的月亮十七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