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核
心
提
示

2013年2月25日 星期一编辑：贾臻 校对：武衡 组版：思雨
深 读 09

体验 时刻待命，奔跑加水

■调整心态，笑对乘客
张卫东今年42岁，1991年开始从事火车上水工作，在上

水工的岗位上，他一干就是20多年。
起初，张卫东对当一名上水工并不太情愿。“我本来是怀着

满腔热情想当一名列车乘务员，能与乘客面对面，没想到成了
幕后工作者，天天跟列车打交道。”张卫东打趣地说。但后来，
他逐渐爱上了上水工这个岗位，靠的是好心态。

张卫东介绍，很多人刚干上水工时，不太适应，甚至经常
生闷气。上水时，有时乘客向窗外丢垃圾，有时因列车厕所未
能暂停使用，会有污物从车上排出，沾染到衣服上。“砸到脑袋
和弄脏衣服是常事。”张卫东说。

时间长了，上水工们总结出了一条工作经验——调整心
态，笑对乘客。

■与时间赛跑，辛苦伴着险情
很多列车在站内停靠时间较短，需要上水工与时间赛跑，

在最短的时间内为列车加送所需用水。
春运期间，列车需水量成倍增加，上水工们更是争分夺

秒，穿梭在各列车间加送水。平时，上水工们白天需要为24
辆列车加水，晚上需为28趟列车加水；但现在，每天白天需加
水31趟，晚上更是增至41趟。由于工作量大增，上水工们纷
纷放弃休息时间，互相“帮班”。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由于加水工作在轨道内进行，难免会
有危险。张卫东告诉记者，加水时如果遇到相邻轨道过车，较
快的列车会产生较大的气流，有时会带起异物，如果因特殊原
因，上水工不能在列车内躲避，只能蹲坐在地下进行防护，有
时会有被飞起异物砸伤的危险。

张卫东说：“虽然这工作辛苦，有时还有危险，但是只要乘
客能喝上水，辛苦也值了。作为一名上水工，我很骄傲。”

本报记者 赵佳 实习生 马晨晓 通讯员 郭琦

“火车水工”：
为列车“解渴”

旅途中，用于饮用、洗漱及冲厕的清水不可或缺，这些水
要靠火车上水工一次次辛苦地加送。春运期间客流量加大，
上水工的工作量也成倍增长，日前，记者来到洛阳火车站，体
验该站客运一班上水工张卫东的一天。

■交接班前，细心检查上水设备
早上7时许，离上班时间还有近50分钟，张卫东就已经

来到上水工值班室，准备好安全帽、上水钥匙等准备下轨道检
查上水设备。

“为了保证安全上水，检查设备是每天上班的首要工作，
通常要在与前一个上水班组交接之前完成。”张卫东说。

工具准备好后，张卫东来到2站台3轨道，开始检查该轨
道1号至23号上水井及上水管道等设备能否正常工作。记
者看到，该轨道旁，每隔一段距离都有个上水水井，水井表面
看似一个水泥石墩，石墩左右两边是平面，输送水的黑色皮管
由此穿过，石墩前后面呈圆弧状，石墩上面有两个小圆孔，“这
个石墩如同给水井上了一把大锁，表面的两个小圆孔则是锁
眼。”张卫东说。

张卫东一边说一边用长约40公分的T型上水钥匙插入
“锁眼”，稍稍扭动，查看水井、阀门及水管是否上冻、能否出
水、是否有漏水点等。记者看到，每个轨道的上水水井约有
23个，两个水井间的距离约为25米。张卫东马不停蹄地检查
完所有上水设备，共花费了30分钟。

■交接班后，轨道旁奔跑忙加水
上水设备检查一切正常，近8时，张卫东及同组其他上水

工与前一个班组交接班，正式开始一天的上水工作。
“春运期间，客流量增大，列车的用水量也随之增加，此

外，春节加开不少临客，加水工作更加繁忙。”张卫东说，他们
在值班室里，一听到广播播出有列车即将进站，他们就立刻戴
好安全帽、拿上上水钥匙向轨道跑去。

“由南昌开往西安方向去的K791次列车开过来了，进入
2站台3道……”10时许，车站广播传来指令，张卫东和其他5
名上水工拿起工具就向3轨道跑去，进入轨道后，每个上水工
站在各自分管的上水水井旁，面朝火车开过来的方向靠边站
好，等待列车进站。

不一会，K791次列车驶来，由于离列车较近，列车驶过时
明显感到较强的气流。当列车进站停稳后，张卫东立刻将水
井阀门打开，清水顿时从水管中喷涌而出，他拉着水管跑到两
节车厢连接处，将水管插入邻近车厢连接处的上水管口中；确
定正常上水后，他又跑到下一个上水水井，打开阀门，拉出水
管，为另一节车厢上水……每个车厢陆续上水完毕，张卫东逐
一将水管拔出，关闭水井阀门。

正当张卫东等待最后一节车厢上水时，对讲机中传来消
息，与 3 轨道相邻的 1 轨道即将有货车通过，需做好防护工
作。接到指令后，张卫东敲开离他最近一节车厢的车门，召集
其他上水工登上列车，他完成最后一节车厢的上水工作后，也
登上列车，安全到达站台。

截至11时，张卫东和其他上水工共为6趟列车完成上水
工作，“这并不是最忙的时候，下午还有近 30 趟列车需要上
水。”张卫东说。

背后 用真情换理解，上水工很骄傲

采访手记

张卫东所在的客运一班上水工班组共有8名上水
工，共负责洛阳火车站1站台至4站台的3、4、5、6、8、
10等6条轨道列车的上水工作。在与他们的接触当
中，记者发现，虽然他们不停地忙碌在站台、轨道之间，
但脸上始终保持从容的微笑，他们说话风趣，对于自己
工作中所遇到的委屈、危险，他们十分坦然。他们用自
己无怨无悔的付出，为乘客及时送去清水，提供贴心服
务，让乘客的旅途更加舒适。

测谎仪，
让你说出秘密

本报记者 李三旺 通讯员 安佳 刘艳涛 牛永胜 文/图

近日，我市孟津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万宏伟被授予
“全省检察业务专家”称号。既然能被称为专家，就一定
在某个领域有着超乎常人的技能，那么万宏伟是因什么
技能获此殊荣？答案是——测谎。

一提到测谎，人们往往联想到电视、电影、侦破小说
等文艺作品里的相关情节，既觉得神秘，又想探个究竟。

测谎是如何进行的？测谎仪是如何使用的？犯罪分
子或被测试人的谎言是如何被识破的？近日，记者带着
一系列疑问，采访了这位长期研究测谎技术、测试千余人
次、准确率超过98%的专家，揭开测谎技术的神秘面纱。

许多人认为测谎就是测试你说的话
是不是假话。万宏伟介绍，这种认识是
对测谎技术的一种误解。

其实，测谎是针对心理的一项测试，
并非测试谎言本身。测谎技术是一项集
心理学和生理学为一体的综合科学技术。

“测谎技术，是因心理刺激所产生的
各项生理参数的变化。”万宏伟介绍，测
试时，被测试人的皮肤电反应、血压、脉
搏、呼吸、脑电波、瞳孔、声音等各项参
数，都会在设备上显示。这些参数能够
真实反映被测人的认知以及说谎时心理
的变化。因此，所谓的测谎技术，准确地
说应该叫做多参量心理测试。

1895年，意大利警官朗布罗索利用
心理测试技术侦破了几宗刑事案件，由
此开了利用心理测试技术侦破案件的先
河。目前，全世界有60多个国家在犯罪
调查中应用心理测试技术，其中美国、英
国、日本、以色列等国运用该项技术较多
且领域广泛。

1991年，我国第一台自行研制的测
谎仪问世。2004年，我国成立心理测试
专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
我国对测谎技术的正式认可。

“研究和实践表明，心理测试结果的
可靠性并不比指纹、笔迹、足迹鉴定以及
证人等证据的可靠性差。”万宏伟说。

一个人做任何事情，都会在大脑皮
层留下记忆，这种记忆被分为长期记忆
和短期记忆。如果是非常重要的事物，
就会在大脑皮层留下长期记忆。

“道理很简单，如果有人曾经犯罪，作
案过程中的一些细节，他会记得十分清
楚，甚至终生难忘。”万宏伟说，如果这种
记忆被偶然提及，就会引起生理上的异常
变化，诸如呼吸加快、血压升高、皮肤出汗
等。这是正常人的条件反射，最重要的
是，这种条件反射并不受意识控制。

“不受意识控制，也就是说不想让这
些变化出现，是做不到的，这就给测谎带
来机会。”万宏伟说。

通常情况下，测谎仪主要采集四项

生理参数，分别是皮肤电反应、呼吸、脉
搏和血压。这四项生理参数，是人体中
最敏感、最不易受大脑皮层意识控制，也
是最能产生本能条件反射的。

一个案件发生后，如果选择一些犯罪
情节并编排问题进行测试，真正的犯罪分
子由于对犯罪情节一清二楚，必然形成心
理刺激，继而发生上述生理参数的变化。
而无辜者对犯罪情节一无所知，不会形成
心理上的刺激，生理参数就没有变化。

万宏伟介绍，从 2001 年他开始从
事测谎技术这项工作，截至目前共测试
案件457例，涉案人员超过1000名，全
是综合皮肤电反应、呼吸、脉搏和血压的
四项参数得出的结论，准确率超过98%。

“测谎仪的操作，就如同操作电脑一
样，很容易学会。但要想利用测谎仪准
确地判断对方是否说谎，关键是问题的
编排。”万宏伟说，吃透案情，巧设问题才
是测谎人员要掌握的核心技术。

万 宏 伟 给 我 们 举 了 一 个 案 例 。
2003年7月的一天，我市某单位出纳上
班后，发现保险柜存放的数10万元中少
了 8.5 万元。由于门窗完好无损，房间
门锁和保险柜锁也没有作案痕迹，于是
怀疑是内部人员盗窃。

随后，检察部门对当天有机会作案
的 13 名嫌疑人进行了测谎。负责测谎
的万宏伟设置了“你知道是谁偷走了你
们单位的 8.5 万元吗？”“你私自配有保
险柜的钥匙吗？”等13个问题。

测试过程中，该单位司机的各项生
理参数异常。当被问及“你私自配有保
险柜的钥匙吗？”时，他反应十分异常。

万宏伟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增加了“你
知道作案分子偷配谁的钥匙？”“你知道
作案分子在什么时间偷配的钥匙吗？”

“你知道作案分子在什么地点偷配的钥
匙吗？”等问题。问题涉及作案时间由年
到月，地点范围由大到小。最后，该司机
不得不交代作案的全过程。

万宏伟介绍，使用测谎仪进行测谎，
一般由测谎员根据案情编排问题询问被
测人。有经验的测谎员总要设计好提问
程序，并对被测人先作摸底测试，掌握被
测人某些生理指标基础水平，然后再提
出一系列问题，把前后的数据加以分析
综合，作出判断。编排测谎程序和设置
问题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不是任
何人随便提问就能发现异常。不同的案
件有各自的特殊性，需要设置的问题也
不同，测谎员必须吃透案情，根据其特殊
性，设置有针对性的问题。

看了上面的介绍，大家一定心生
疑惑，这东西测得准吗？

“正常情况下，一测一个准。”万
宏伟说，正常人，各项生理指标都在
正常范围之内，当受到某种刺激之
后，生理参数会随之变化，因此准确
率会很高。

但是，影响测谎仪准确率的因
素也有很多，其中测前谈话最为重
要。测前谈话的目的要让被测人
意识到，任何谎话都将被测谎仪和
测谎员识破，从而让无辜者心里放
松，相信自己能通过测试。而对犯
罪分子来说，面对测谎仪，让他们
更加紧张。

另外，测谎环境也会干扰被测人

的心理和生理反应。电话铃声、大声
说话等外界声音的刺激，会直接导致
被测人皮肤电的变化。还有墙壁颜
色、室内悬挂的图画、室内温度等，也
会导致被测人不能集中精力听题和
答题。此外，被测人有饥饿、疲倦、患
心脏疾病、心智薄弱、饮酒等情况，也
会对测谎准确率产生影响。

那么，如果是正常人且在理想环
境下，测谎仪有没有“失灵”的时候？
万宏伟的回答是“有”。

国外的一些案例可以证明，经过
特殊训练的人，有可能通过测谎仪的
测试，但这属于个案，一般不会在普
通人身上发生，“这么说吧，测谎仪不
一定百分之百准确，但一般不会错”。

测谎仪真有这么神奇吗？记者
请求亲身体验一下，得到了万宏伟的
同意，于是，在孟津县人民检察院心
理测试室，记者体验了整个测谎过
程。

心理测试室设置十分简单，只有
5 件物品：测谎仪、电脑、打印机、椅
子和空调。屋内四周的墙壁上，有厚
厚的隔音层，为乳白色。

测谎仪大体和电视机顶盒一般
大小，一端连接电脑显示屏，另一端
连接人体传感设备。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记者分别
在胸部、腹部、胳膊以及指尖，戴上呼
吸传感器、皮肤电传感器、血压强度
传感器和脉搏传感器。

做好准备后，记者从一副扑克牌
中随意抽取了一张牌，悄悄看过后，
将其藏了起来。

周围的其他工作人员被全部请
到了门外，然后万宏伟开始与记者测
前谈话，约1小时后，测谎正式开始。

万宏伟：“你选的是9吗？”
记者：“不是。”
万宏伟：“你选的是2吗？”
记者：“不是。”
万宏伟：“你选的是4吗？”
记者：“不是。”
…………
不管万宏伟怎么发问，记者的

回答全都为“不是”。大约问了十
几个问题后，万宏伟告诉记者，当
他提问时，可以默不作声，不回答
所提问题。

接着，万宏伟又按照上面的方法
连续问了十几个问题，记者都没有作

答。
约 10 分钟后，万宏伟表示测试

结束，他告诉记者所选的扑克牌应该
是 4。这时，记者的心里咯噔一下，
有种被看穿的恐惧，但还是硬着嘴
说：“不是，你的测试并不灵。”但万宏
伟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

当记者看到各项参数综合分析
的结果时，不得不“招供”认输。各项
参数综合强度显示，记者在被提及

“4”时，综合强度为 70.7，强度是所
有被问及数字中的最高值。

其实，记者在第一轮回答过程
中，心中就有些担心，因为感觉万宏
伟对“4”的发问次数多于其他数
字。于是，记者试着不去想数字

“4”，但做不到，并且每被问一次，心
里就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然而，对“4”发问次数多于其他
数字的说法，被万宏伟予以否认，他
说每个数字都发问了3次，这说明记
者“心里有鬼”，过于关注这个数字。

让记者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在
第二轮的测试中没有说话，被测试出
的数字也是“4”。

“不要认为不交代，就猜不透你
的心理。”万宏伟笑着说，还是前面讲
过的问题，这种条件反射不受意识的
控制，有时不说话反而测得更准。

“虽然测谎准确率很高，但在我
国，测试结果并不能作为办案的直接
证据，而是一种准证据。”万宏伟介
绍，目前在我国，测谎仪仅限于公安、
检察院、法院等部门在办案时辅助使
用，测谎结果只做案件参考使用，为
案件的侦破指明方向。

测谎是针对心理，并非测试“谎言”本身

综合四项生理参数，得出测试结论

问题编排，是测谎核心技术

未受过特殊训练的人，一测一个准

亲身体验，谎言10分钟被识破

通过巧妙提问，使被测人因受心理刺激，
各项生理参数出现变化，据此推断其是否说谎

戴皮肤传感器
和脉搏传感器

戴呼吸传感器

测试现场

记录测试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