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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海龍、實

習記者 李薇 深圳報道）雖然全國
多省多部門均大力嚴懲高考作弊，
甚至不惜動用手機信號屏蔽器、電
台測向儀及金屬探測器等高科技裝
備嚴陣以待，但記者經走訪發現，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作弊與反作弊
的較量中，處於明處的反作弊裝
備，面對偽裝精巧的作弊器具，明
顯屈居下風。
深圳警方人員表示，以深圳考場

為例，考場反作弊主要是使用手機
屏蔽器對手機信號進行屏蔽，再啟
動金屬探測器，對考生攜帶的物品
進行補充檢查，而金屬探測器對無
線信號接收發送設備都會有所反
應。因此這些作弊器具絕無可能逃
過金屬探測器的檢查。
但有知情人士稱，那些號稱能夠

躲避探測的裝備，主要是利用巧妙
的偽裝，將信號接收甚至傳輸設備

帶進試場，比如信號接收裝備需要
一定圈數的金屬線圈。

頻率400兆無法屏蔽
新型內褲作弊器是把線圈縫進內

褲的褲腰處，使用時需在外褲佩戴
一條金屬配件較多的皮帶，進考場
前接受檢查時，檢查的老師大多因
缺乏專業知識，即使探測器報警，
也有可能會被誤認是皮帶上的金屬
配件引起，而忽略了內褲的接收金
屬線圈，從而蒙混過關；同理，那
些女生髮夾、語音眼鏡、隱形尺、
鋼筆、手錶和橡皮擦等物品也借助
這個原理。
「對於那些作弊者來說，只要把

作弊器帶進考場，事情就至少已經
成功了一大半，因為考場內的手機
信號屏蔽器所使用的頻率僅能屏蔽
手機信號，對於波段在400兆的無
線電頻率幾乎無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顧一丹

廣州報道）一連兩天的高考今日
展開，全國將有915萬名學子參加
高考，據教育部公布，今年全國
高校報名總數比去年減少2%；全
國平均錄取率為75%，比去年增
加近3個百分點。廣東省將有69.2
萬人參加高考，比去年增加3.8萬
餘人。為防高考作弊，廣東省教
育考試院公布了今年防作弊措
施，堪稱史上最嚴。
省考院規定，筆袋、水杯必須

透明，連橡皮膠也要無套。至於
手機等電子設備、塗改液、修正
帶等嚴禁帶進考場。今年首次在
現行試卷包裝外加上透明塑料
膜，以往只用紙袋包裝試卷，今
年加上透明塑料膜更難拆開，更
加保密。
設立從考務辦公室到考場的

「封閉式」專用通道，對試卷保密

室、試卷分發場所等實行全程視
頻監控並定時回放，以切實加強
試卷運送、發放和保管等環節的
管理，確保試卷安全保密萬無一
失。

嚴重作弊禁考3年
當局會繼續在普通高考考場中

使用金屬探測儀對考生、考試工
作人員進行檢查，禁止考生、考
試工作人員攜帶通訊工具等違禁
物品進入試室。考試期間，各地
加強無線電專項電磁環境監測，
派出無線電檢測車對無線電專項
電磁環境進行嚴密監聽，防範和
打擊非法利用無線電設備作弊等
行為。
規定指出，高考作弊情節嚴重

的考生，除取消其本次高考各科
成績外，同時給予暫停參加各種
國家教育考試1至3年的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亞權

上海綜合報道）孩子進了考
場，家長還能為孩子做點什
麼？望子成龍心切的家長選擇
了拜孔子，為孩子祈福；有一
些家長選擇了請「大仙」。

1800元請全套狀元符
在北京孔廟國子監，彝倫堂

前的孔子像周邊鐵欄上，連日
來繫滿了厚厚幾十層朱紅色

「狀元符」（見上圖）和祈福牌。絕大多數印㠥「金榜題
名」、「獨佔鰲頭」、「學業有成」等字樣。一位正在為
己子和友子祈福的女士，合計花費1,800元將印有金榜題
名、學業有成、獨佔鰲頭、步步高陞和健康平安字樣的
狀元符和祈福牌全套「請」了一遍。「我給他們都請全
了，代表我們大人對孩子的一份心意吧。」這位女士把
兩串祈福牌端端正正繫好，朝㠥孔子像鄭重鞠了三躬。
高考催熱了孔子，也忙壞了「大仙」。上海浦東金橋一

老式居民區某「大仙」住宅內，近來香火興旺。「每年
高考前都是最忙的時候。」「大仙」助手表示，「每天從
早到晚，考生家長都快踩破門檻了。」

4粒「定心丸」收費150元
記者現場所見，幾位考生家長正在排隊等待「大仙」

給出「仙方」。一位正在諮詢的考生家長在報出考生的准
考證號、座位號、身份證號及考場信息後，「大仙」沉
默片刻後遞給考生家長4粒「定心丸」，稱每場考試前服
下一粒，考生就能安心考試。但每考完一場都要到「大
仙」處磕頭燒香，直到高考結束。「大仙」助手表示，
這4粒「定心丸」
需要支付150
元費用。
對此，有專

家表示，家長冀
望孩子「金榜題名」、
「獨佔鰲頭」的急切心理，
反而會給孩子造成心理壓
力，影響孩子正常發揮。
「營造和諧家庭氛圍、幫
助考生調整好作息時間、
保證考生營養均
衡」才是家長幫
助孩子順利完成
高考最重要的三件
事。

家
長
望
子
成
龍

重
金
拜
孔
請
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顧一丹 廣州

報道）記者昨日到位於廣州珠江新城
的天河中學，校門口矗立㠥醒目的紅
色標識，校門口聚集㠥剛看完考場的
高三學生，有不少家長也陪㠥學生過
來。幾個女孩子看完考場指引之後準
備回家，大家擊掌互道好運，神情輕
鬆。
幾位考生告訴記者，考場封閉，不

能入內，只能看一下考場的指示圖。
而對於即將到來的人生最重要的一次
考試，一位文科重點班的王同學對記
者說，自己信心還是比較足的，考前
一晚不會再複習，會好好放鬆，早點
休息。家人也沒有明確的一定要上哪
所大學的目標，考出自己的正常水平
就行。他還略帶神秘地跟記者透露，
老師有給他們押寶。他還和身旁的朋
友互開玩笑，他的朋友小李則對重點
班老師的「透題」感到羨慕，成績一
般的他似乎也很放鬆，對記者表示晚
上要High一下。過來接孩子的家長也

表示，今天晚上不會叫孩子複習，會
讓他盡量放鬆，早點休息，為明天高
強度的考試做好體力和心理的準備。

師姐微博祝福師弟
「廣雅學子看這裡，中南財大歡迎

你。男女比例三比七，師姐坐等小師
弟。」廣州名校廣雅中學的一眾師兄
師姐在微博上給學弟學妹們打氣，以
拍照片或視頻的方式傳遞祝福，溫馨
感人。中南財大的幾位廣雅中學校友
重㠥校褲並手捧紙板祝福語，類似的
祝福還有用硬幣和校徽拼出心形圖
案、燈光畫出「I LOVE Y」字樣
⋯⋯校友通過微博陸續發出打氣相
片，同時廣雅中學的官方微博，收到
來自中大、北師大、中國人民大學、
同濟大學以及美國、香港、台灣等高
校或已畢業工作的校友發送的100多
幅祝福語，校內公告欄也已展貼了祝
福圖片，希望學子們能近距離感受到
師兄師姐的祝福。

高考另類攻防戰
最嚴VS

日前，有家長在網上留言稱，正在準備高
考的孩子在QQ（聊天工具）中發現年

級Q群上有陌生人在兜售考試作弊設備，號稱
「安全」、「3公里內可接收語言」、「信號不受
阻斷」。家長認為且不論信息真假，但這嚴重
影響了孩子備考的心情。

眼鏡成像 傳輸10公里
記者了解後發現，除了一些常
見的「米粒」耳機外，網絡渠道
上還有些更新的考試作弊產
品，它們在外觀上和普通考
試用具幾乎沒有差別。而
這些用具種類包括：女
生髮夾、語音眼鏡、隱
形尺、鋼筆、手錶和橡

皮擦。而有一些商家甚至
開發出內褲及鞋子外形的接
收器，並聲稱可以躲避考場

的金屬探測器。
記者聯繫上一名網絡銷售作弊器的人士，該

人士表示今年最流行的是一款眼鏡隱形圖像傳
輸器，外形逼真到監考員幾乎無法分辨，信號
接收範圍近10公里。「這套設備還包括一個無
線耳機和話筒，考生戴上眼鏡後會把看到的試
卷內容同步傳輸到考場外，『槍手』再通過話
筒將答案傳回。」

肉色米粒耳機可傳3公里
為驗證上述消息的真假，記者來到了一直有

暗中銷售上述設備的華強北進行暗訪。在知情
人的帶領下，記者走訪了近10個櫃台，均表示
已無貨可賣。此時距高考僅剩兩天。有銷售者
表示，這些東西一般在考前半個月已基本售
罄。功夫不負有心人，在太平洋安防市場二樓
的一櫃台前，當記者表明要購買米粒耳機時，
一位櫃員立即在櫃台的隱蔽角落裡拿出一個。
該「米粒」為單向語音接收設備，約為1厘

米×0.5厘米，外表為肉色。考生在考場上需
佩戴米粒耳機及一個長寬約5厘米的正方形收
發設備。使用時場外的配合者只需要拿㠥對講
機，3公里範圍內均可收聽。

紐扣攝像頭 傳輸考題
銷售者表示，一般的作弊器約分3類：單向

語音傳輸器、單向文字短信傳輸器和雙向音像
傳輸器。有知情者透露，該套設備平日價格銷
售也就在50元到100元（人民幣，下同）之
間。但記者查詢時，該套設備已被賣到1,000
元以上，飆升逾10倍。「這東西很好賣的！昨
天剛剛賣了一套快遞到湖南去了！」而與此同
時，另一名記者在另一家櫃台發現一款雙向圖
像傳輸器，該作弊器有一個紐扣式攝像頭。使
用時可近距離拍攝試題內容，然後通過腰間攜
帶的發射器將考題傳給場外，由專人做題後再
通過發射器傳回答案。而這樣一套功能更為強
大的設備售價高達近2,000元。

髮夾眼鏡皆成偽裝 特工型裝備賣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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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閉式通道運卷
筆袋水杯須透明

輕鬆備戰不複習早休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海龍、實習記

者李薇深圳報道）內地今天開始每年一度

的高考，全國915萬考生將面臨人生第

一次分水嶺，猶如「千軍萬馬爭過獨木

橋」。有考生為能夠成功抵達橋頭另一

端，竟準備在考試時作弊。面對各省推出

「史上最嚴厲」防弊措施，「道高一尺，魔高

一丈」，一些堪比「007」的科技含量極高的

作弊器具，如米粒耳機、音像傳輸器⋯

⋯在高考前已在各地悄然熱賣。本報

記者近日走訪以暗銷各種科技用品

聞名的深圳華強北，發現不少作

弊器具竟賣至斷市，平日售價

約百餘元的物品，竟暴漲

逾10倍價格。

■記者偷拍到的米粒耳機（左圖）及配套接收器（右圖）。
■記者在暗訪時偷拍到偽裝成紐扣的

針孔攝像頭及配套發射器。 ■網上銷售的部分作弊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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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名校廣雅中學的一眾師姐在微博上給學弟們打氣。

防弊高科技

■河南魯山縣

一名高考學子

在虔誠擁抱中

原大佛的佛

腳。 中新社

作弊

內褲暗藏接收器
巧妙偽裝反探測 防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