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 人工智能填报志愿具有局限性可参考但不能偏信

C 志愿指导认准“官方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随着各地高考生开始填报志
愿，各类志愿填报咨询机构持续火
爆。北青报记者在天眼查 App 以

“高考志愿填报”为关键词，共有
2435个结果，大多是跟高考志愿填
报相关的资讯公司，从成立时间来
看，最长的超过 10 年，最短的成立
时间不足一个月。北青报记者注意
到，不少企业还申请了高考志愿填
报的相关专利。比如某教育科技企
业的“基于大数据的高考志愿填报
前预测录取分数线”，某网络安全科
技公司的“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高考
志愿填报办法”等。

手机应用商店中也有数百款与
“高考志愿填报”相关的 App，部分

App 声称通过 AI 智能和大数据功
能，结合高考成绩和院校历年录取，
可智能计算出学校的录取概率。在
电商平台，提供“大数据分析智能个
性化推荐学校”的“高考志愿填报
卡”服务的产品种类也有很多，价位
多在200元到数千元之间不等。

记者下载了其中一款 App，以
一位福建理科类考生的成绩615分
为例输入咨询，该App显示有138所
大学的相关专业可供选择，录取概
率从6%到99%，但该App仅提供23
家低概率大学名单。其余115家高
概率名单则需开通会员才能显示。
价格方面，会员 5 小时体验款为 88
元，普通VIP会员收费518元，“一对

一”超级 VIP 会员则收费 7998 元。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该类超级会员
显示已经售罄。该款App客服人员
介绍，超级 VIP 会员项目由资深老
师全程一对一服务，每一届都限量
提供。“一上线就售罄了”。

北京一名高考考生家长对北青
报记者表示，他已经下载过多个类
似的 App，花费了近 1000 元来咨询
相关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但是各
App 预测信息都比较雷同，缺乏个
性化信息。只能给你提供一个大致
的概率。“我也知道这些App不可能
给孩子填报志愿最终决策，但看到
家长群好多家长都在用，就忍不住
跟风注册了。”

志愿填报类App“一对一服务”上线即售罄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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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高考填报志愿”
早已形成了一条完备的产业链。以
某填报志愿 App 为例，其用户群主
要包括四大类：第一大用户群是学
生和家长；第二大用户群是高校；第
三大用户群是教育机构；第四大用
户群是已经步入大学的学长以及比
较知名的高考志愿咨询专家，他们
通过入驻的方式提供咨询服务。

利用家长的焦虑和信息不对
称，很多骗子也盯上了高考填报志
愿这个环节。根据公安部门的披
露，一些不法分子假冒“权威专家”，
自称掌握“内部大数据”，利用中介
或网站、App 等对考生进行志愿填
报指导骗取钱财。

据某公安机关通报，某咨询机
构打出广告，称“与 C9、985、211 院
校成功牵手”“著名部属高校权威志
愿填报专家组成团队”。事实上，有

关部门从未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
师”等职业资格证书。该机构一些
所谓“志愿规划师”都是临时招募的
社会人员，只经过几天培训就匆匆
上岗，还有一部分“志愿填报专家”
并没有上过大学，按照总部培训过
的“台词”给考生和家长辅导。家长
购买这些机构的服务不仅花了冤枉
钱，更是对孩子前途的不负责任。

教育部官网曾发布预警：社会
上有机构或个人通过互联网、电话、
面询等方式，向考生和家长开展高
校志愿填报指导活动并收取高额服
务费，存在政策不准、信息不实、误
导甚至诈骗等问题。并列举了包括
谎称有内部信息，夸大虚假宣传；谎
称有内部人士，假冒专家身份；谎称
能精准指导，实则实施诈骗等几种
诈骗手段。

据 了 解 ，6 月 22 日 至 28 日 ，

“2023年高考网上咨询周”活动在教
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各
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和高校参加，通
过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等方式，为
全国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
指导和服务。考生可通过“阳光高
考信息平台”相关网页、微信公众
号、小程序等参与咨询周活动。教
育部提示，考生应尽量寻求官方权
威志愿指导服务，警惕个人或校外
培训机构“高价志愿填报指导”诈骗
陷阱。

北京教育考试院也提醒考生
和家长一定要仔细甄别各类招生
信息，要以北京教育考试院和各招
生院校等渠道发布的官方信息为
准，不要听信各种谣言，谨防上当
受骗，谨防“黑中介”招生诈骗行为
的发生。

据《北京青年报》

各类志愿填报咨询机构火爆 相关App会员费不菲 记者体验——

AI填报高考志愿不咋靠谱
随着全国各地陆续开通高考分数查询，“高考志愿填报”备受关注。
记者注意到，今年，多家平台引入了“人工智能、AI填报”这类新型工具，利用互联

网爬虫技术，收集教育领域相关信息，进而生成“志愿填报”咨询产品。
同时，许多不法分子也盯上了志愿填报领域并实施诈骗。

随着今年人工智能的火爆，
ChatGPT填高考志愿也成为热门的
话 题 之 一 。 北 青 报 记 者 就 此 对
ChatGPT进行了人工测试。“福建高
考物理类的615分应该如何填报志
愿？”ChatGPT回答的目标大学包括
厦门大学、福州大学、中国科技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实际上，北青
报记者查询相关资料获悉，今年福
建高考物理类的615分全省排名约
8000名，根据往年的录取分数，除了
福州大学，其余大学录取分数以及
排名均比615分要高出几十分。

“北京高考成绩 612 分可以报
考哪些高校？”北青报记者采取不同

关键词多次询问，发现每次回答答
案均有所不同，在一次答案中，其给
出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不
同组合。ChatGPT 建议，除了以上
高校，还可以考虑其他一些特色鲜
明的高校，比如中国传媒大学、中央
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等等。同
时，也需要注意各个高校的招生计
划，以及录取分数线等信息，结合自
身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北青报记者
在 查 询 相 关 数 据 之 后 ，发 现
ChatGPT 填报高考志愿方面，显然
并不智能。根据北京教育考试院6
月 25 日公布的 2023 年北京市高考

考生分数分布情况表，612分在全市
的排名为8147名，填报“北京大学”
被录取的概率较低。

一位人工智能专家对记者表
示，ChatGPT 以及大部分的人工智
能模型，它不是专门为填志愿训练
的，算法的训练很大程度依赖于训
练数据的选择，包括了建模方式，对
考生、学校和专业到底怎么评估，而
且高考题目每年的难度不一样，各
地区考卷也不一样。所以，目前依
靠人工智能填报志愿具有局限性。
但是，也不能完全否定这类工具的
作用，大数据驱动的AI算法可以弥
补信息不对称问题，高考考生及家
长可以用来参考，但不能偏信。

预防高温天气疾病，要注重养心健
脾，以凉补消暑为主。需增食一些含苦
味的燥湿食物，如苦瓜、苦菜、草头、百
合、马兰、莴笋、芦笋、芦荟、黄花菜、大头
菜。这些食物既健脾燥湿、增进食欲，又
清心除烦、提神醒脑。夏季出汗多，最易
丢失津液，需适当吃酸味食物，如番茄、
柠檬、草莓、乌梅、葡萄、山楂、菠萝、芒
果、猕猴桃。酸味能敛汗止泻燥湿，可预
防流汗过多而耗气伤阴，又能生津解渴，
健胃消食。若在菜肴中加点醋，醋酸还
可杀菌消毒，防止胃肠道疾病发生。

另外，夏天最需全面均衡营养。在
高温环境里，人体营养物质消耗相当大，
除了一日三餐外，还要注意从蔬菜、水
果、饮食中额外补充维生素 C、B1、B2和
A、D，钙丢失多的人还要补充优质钙。
学生、老人特别应歇夏。保持充足睡眠，
不熬夜，有条件的可以午睡。

科学降温是战胜持续高温的保健良
策。最理想的温度是室内外温差不要超
过5摄氏度至7摄氏度。老人、小孩体温
调节能力差，应尽量少吹空调。长期在
空调环境里工作、生活的人，应穿一件外
套。坐着工作的人，尤其是女性，可在膝
关节部位覆盖一块浴巾，不能贪图一时
凉快，对着风口吹，以防低温对人体造成
损害，导致月经不调、颈椎病、关节炎等。

据《今晚报》

暑热难耐谨防
热伤风胃肠病
专家提示：注重养心健脾

科学降温

近来，持续出现高温天
气，天津中医一附院治未病
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医师
谢平安提示，酷暑天气极易
引起热伤风、胃肠道等疾
病，市民要注意预防。

在夏季闷热的天气里，易出现热伤
风（夏季感冒）、腹泻和皮肤过敏等疾
病。原因是高温环境下人体代谢旺盛，
能量消耗较大，而闷热又常使人睡眠不
足、食欲不振，造成免疫力下降，此时再
不加节制地使用空调或电扇来解暑，人
体长时间处于过低温度的环境里，机体
适应能力减退，病菌、病毒就会乘虚而
入，极易引起上呼吸道感染（感冒）。

另外，高温高湿环境下，细菌、病毒
等微生物大量滋生，食物极易腐败变质，
食用后会引发消化不良、急性胃肠炎、痢
疾、腹泻等疾病。再有，人们从室外高温
环境中回到家中，习惯马上打开空调或
用电扇直吹，吃些冰镇食品，一冷一热容
易导致腹泻。

闷热天气，人体排汗不畅，还容易导
致皮肤过敏症。特别是 10 岁以下的儿
童，对高温高湿天气的适应能力差，受蚊
虫叮咬、花粉、粉尘等影响大，引起易患
丘疹样荨麻疹、湿疹、接触性皮炎等。另
外，消化不良、食积、寄生虫也可以致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