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英国广播公司 17日报道，英国科学家在《影像诊断学》杂志上

发表文章说，人工智能可以预测心脏病人何时死亡。

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伦敦医学研究所的这个研究小组说，人工

智能软件能够通过分析血检以及心脏扫描结果发现心脏即将衰竭的

迹象。

这个研究小组表示，这项技术能让医生发现需要更多干预治疗

的患者，从而拯救更多的生命。

研究人员是在通过对肺高压患者的研究得到上述结果的。肺内

血压的增高会破坏部分心脏，大约三分之一的患者会在确诊之后的

五年内死亡。

现有的治疗方法包括，直接向血液循环系统注入药物，以及肺移

植等等。但是医生需要知道患者还能存活多久，以便选择正确的治

疗方法。

研究人员向人工智能软件输入了 256名心脏病患者的心脏核磁

共振扫描结果，以及血液检测结果。

人工智能软件对于每一次心跳都测量了心脏结构中 3万个不同

点的运动状况。把上述检测结果同患者 8年的健康状况记录结合起

来，人工智能软件就可以发现哪些异常状况会导致患者的死亡。人

工智能软件能够对未来五年的情况作出预测，预测患者在一年后仍

然存活的准确率大约为 80%，而医生对于这项预测的准确率为 60%。

研究人员表示，这个软件可以让医生对具体的患者确定治疗方

案，可以就治疗强度作出最佳决定。

科学家希望还把这一技术用于不同类型的心脏病患者，例如心

肌疾病的患者，以确定是否使用起搏器或其他治疗方式。

机器人成了最准“乌鸦嘴”

人工智能可预测心脏病人死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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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机的出现让不会做家务的宅男得到了解放，但是洗衣机的

功能主要是洗衣服，人们还是总得把衣服从里边拿出来，挂上衣架再

整整齐齐的晾好。那么有没有机器人，能够把折叠衣服这一项也给

省去了呢？

这还真可以有。据腾讯网报道，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初创

公司 Foldimate近日研发了一款叠衣机器人，承诺能像人类一样快速

折叠褶皱的衬衫、裤子及毛巾等物品，在折叠过程中，Foldimate还会

自动喷出蒸汽进行熨烫、并添加香味或柔顺剂，保证衣物既平整又芳

香四溢。

整个过程实际上只需要我们在触控屏幕上一个按键就可以完

成，手动的将洗好的衣服夹在自动叠衣机上，这是我们唯一要做的事

情，剩下的机器会帮我们搞定，该叠衣机能够一次性自动折叠 10 到

15件衣服，并且能在叠衣过程中添加芳香剂或熨平褶皱部位。

当你需要整理大量衣服时，只需将衣物放置在叠衣机的外部支

架上，Foldimate 完成折叠后，支架下方的托盘就会自动“吐出”一叠

整整齐齐的衣物，接下来的工作将会由它自动完成，但是该叠衣机只

适用于常规的衬衣、T恤、裤子和毛衣，像是袜子、内衣、被单、被罩这

类太大或太小的物件机器也爱莫能助了。

其实，此前松下也推出过叠衣机，不过和 Foldimate相比，松下则

显得太笨重，而且和松下叠衣机定位于商业用途不同，Foldimate 小

巧、静音的特点非常适合个人家用。

烘干、熨烫、叠整齐一条龙

美国公司搞出叠衣服机器人

好机友

近日，在阿里巴巴西溪园区，阿里云人工智能 ET“指挥”着三台

机械臂为员工写春联。

据悉，ET首先需要和体验者进行一轮视频对话。借此了解对方

的性别、心情以及新年愿望。结合此前学习的上万条春联，ET 将

“想”出一条最合适的春联并用机械手臂现场挥毫。

不到 3 分钟，ET 就“写”好了一幅新春对联：“九州天空花锦绣，

未央云淡人泰康，吉年到”，鸡年吉年，还挺应景的。偶尔 ET 也会调

皮一下，比如当体验者说出“找个女朋友”这样的新年愿望时，ET 给

出春联居然是：“天涯何处无芳草，吃个火锅比较好，口碑走起”，让人

忍俊不禁；还有人拿到了“貌赛西溪吴彦祖，才及阿里风清扬，最佳男

主”这样霸气的春联，让体验者直呼“ET 太厉害了”。机械臂每写三

个字都会回头去蘸墨。蘸墨之后，三次刮墨。整个过程不急不躁。

据了解，ET的面部识别技术主要是分析体验者的性别、年龄、表

情等，语音交互技术会了解分析体验者的新年愿望。为了能够最终

写出漂亮的毛笔字，工程师还对 ET进行了大量的书法训练。

在此之前，阿里云人工智能 ET 在城市治理、交通调度、工业制

造、健康医疗、司法等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

谁说机器人没文化

阿里云人工智能ET写春联送员工

“如何培养能制造和设计飞行器与机器人的

工程师，这是一个比设计飞行器和机器人本身更大

的命题。”在日前举行的 2017 极客公园创新大会

上，大疆没有过多地聊无人机，而是将重点放在了

他们的全球性机器人科创平台 RoboMasters 上。

大疆创新无人机智能导航技术总监杨硕表示，他们

想借助比赛，点燃下一代对科技事业的热情。

杨硕一扬手，一台蓝色的小“战车”就滑上了

舞台。这是大疆发起的 RoboMasters 全国大学生

机器人大赛的主角。

一般来说，比赛在篮球场尺寸大小的场地内

进行，它有着跟流行的电子竞技游戏相似的对抗

性设定。参赛选手需要根据主办方提供的标准机

器人制作自家战队的战车。裁判系统可以实时读

取所有场上机器人的位置、状态和其他信息，并用

一种类似“游戏小地图”的方式显示出来。

机器人在场上分为红蓝双方，操作手在操作

间内用手动、自动或者是半自动的方式给自家机

器人发出控制指令，机器人在比赛场地内互相射

击，裁判系统能自动检测机器人互相打出的塑料

弹丸的碰撞情况，并把这种打击，具象化为“血量

条”的减少。一但某辆战车“血槽已空”，它就“战

死沙场”，再不能行动。

“射击”这事，听起来简单，但在实现过程中，

需要思考许多技术细节。比如如何设计夹取子弹

的机械结构，如何设计支撑机器人在场地中灵活

行动的驱动系统，如何设计妥善的悬挂避震系统

等。而要实现精准攻击，就必须对战车的弹道进

行分析，并引入计算机视觉算法进行目标识别和

运动轨迹估计。而将所有这些技术整合在一台小

小的战车上，学生又必须思考如何进行集成，用产

品思维来打造他们的比赛机器人。

杨硕还专门在大屏幕上展示了正在进行攻击

的机器人的“第一视角”：红色的框代表着这台机

器人对目标所处位置的估计，旁边不断滚动着的

代码，是搭载在机器人上运行的程序。“我们通过

机器人操作系统来实现这个程序。在我们的努力

之下，一个大学二三年级学生通过两三个月的学

习，就能掌握它。”

RoboMasters 事业部策划总监杨明辉告诉科

技日报记者，他们还将与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 7

所高校开展教学课程，促进人才教育与实践。

RoboMasters 比赛已经举办了两届。2016 年

的主赛事，吸引了全国 150 余所高校的 228 支团

队，有近 7000 名青年工程师报名参加。杨硕透

露，目前已有剑桥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等国际名

校报名参加 2017年的比赛。

为了让比赛离现实更近，每年的比赛规则都

会进行微调。在 2017年的比赛中，他们特别设置

了“工程机器人”。这类机器人需要移除场地内的

障碍物，为队友运送物资。而工程机器人，本身就

可以用在仓储或物流这类真实场景中。

杨硕一直强调“青年工程师”的概念。“我们打

造的 RoboMasters，是要将优秀的工程人才推上舞

台，让这些研发人员也成为‘明星’。同时，将晦涩

难懂的科学技术通过激烈的竞技对抗呈现给公

众。”每次比赛，现场舞美灯光效果堪称华丽，还有

知名的电子竞技解说进行效果“加持”。大疆希

望，年轻人能了解到成为机器人工程师，“很酷很

厉害”。

好莱坞大片里，总会有那么一两个主角是工

程师或是科学家。他们的奇思妙想推动故事主线

情节的发展。于是，大疆也与日本顶尖动漫和音

乐制作团队合作，打造了以青年工程师为主角的

RoboMasters 同名动漫，通过动漫，把比赛故事讲

出来。

今年暑期，2017 年 RoboMasters 全球总决赛

将在深圳举行。2016 年，比赛总决赛现场来了两

万观众，线上有超过 600 万人次观看了网络直

播。“我相信 2017 年，会有更多人参与进这一比

赛。”杨硕强调，“我们也知道，培养人才是一个持

之以恒的长期过程，我们将继续努力。”

RoboMasters：“热血格斗”中培养机器人工程师

（图片除标注说明外来源于网络）

本报记者 张盖伦

观众在观众在GIFGIF1717上看上看RoboMastersRoboMasters比赛演示比赛演示

在从事多年危化品生产安全研究的北京化工

大学教授张建文看来，一旦发生由危化品泄漏引

发的火灾爆炸事件，首要的是找到泄漏的源头。

“在一些化工园区，日常巡检主要靠人力完

成，但很多事故往往发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苗

头难以被发现，同时事故现场复杂且危险，因

此，迫切需要有智能机器人代替人力去完成寻

找危化品泄漏源的工作。”张建文对科技日报记

者说道。

1 月 13 日，在青海西宁举行的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项目“城市生产安全风险防范与控制关键技

术研究与示范”中期检查会上，该项目负责人张建

文展示了他们研发的一款针对危化品事故溯源的

智能机器人装置。

眼前这款 A4纸大小的四轮小车，就是张建文

团队研发的智能溯源机器人样机。它看起来就像

孩子们的玩具车，和小巧的车身相比，4 个黑色的

轮胎显得尤为壮硕。

可别小瞧它，车上搭载的传感器模块、无线

通信模块、嵌入式计算系统等组装而成的“大

脑”，能让它在很短的时间里锁定危化品泄漏

的源头。

“我们做的验证试验表明，百米范围内，溯源

机器人最快几秒钟就能找到泄漏源，长的距离可

能要十多分钟，比人力搜寻要快得多，在很多事故

中，往往需要少则半小时多则数天才找到泄漏

源。”张建文说道。

智能溯源机器人是如何工作的呢？通过连接

无线网络，接收到从手机或电脑端发来的指令后，

由几辆智能小车组成的车队在现场展开搜寻。车

上的探测芯片组采集空气中甲烷、硫化氢等气体

的浓度值和分布状况等信息。

百米范围数秒锁定泄漏源
为了更通俗地解释智能溯源小车的工作模

式，张建文把它比作是“机械蚂蚁”，几辆智能溯源

小车组成的便是“机械蚂蚁”群。

“蚂蚁视觉非常弱，主要靠嗅觉来寻找食物，

我们研发的智能溯源小车也是靠‘嗅觉’——探测

气体浓度来寻找泄漏源的。”张建文说道。

在张建文看来，视觉看到的不一定真实，但嗅

觉不会骗人。比如一些化学物质本来无色无味，

但在某些条件下，受到反光或水汽的影响可能会

出现“骗人”的颜色。就像彩虹一样，彩虹其实是

白光经水滴散射后产生七种颜色。“而化学物质分

子结构是特定的，气味不会变，如同‘面包屑’的外

形大小不一，但对蚂蚁来说气味是一样的。因此

在最初信息采集过程中，我们有意屏蔽视觉渠道，

减少干扰”。

蚂蚁是群居动物，在觅食过程中，一只蚂蚁发

现了面包屑，会向其它蚂蚁发出信号。智能溯源

小车在工作中也借鉴了蚂蚁的这一习性。一旦一

辆小车发现某个地点的气体浓度值很高，就会向

相邻车辆发出信号，其他小车就开始向这辆小车

所在位置移动。

“我们会在现场布置 5台左右的小车，如果其

中 3 辆以上都认为某一地点为泄漏源，那这个结

论的可靠性就比较高”。张建文介绍，在设计算法

的过程中，采用了人工群体智能的理念。譬如，对

某一事件进行研判，一两个人的认识会有遗漏或

偏差，十个人以上的讨论会影响决策效率，而五六

个人协作研判的效率和精度都可以兼顾。

“偷师”蚂蚁的智能机器人群

人工智能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培养机器人

的学习能力。在北京化工大学实验室里，学习各

种事故工况是溯源智能机器人每天的必修课。

“我们在实验室里创造了一些和现实事故可

以类比的工况，让智能机器人不断学习应对，在它

的‘大脑’里存了很多工况数据，比如晴天、阴天、

风速等，最多的学习了 2 万多种工况数据。”张建

文说道。

在学习的过程里，智能机器人会得到很多离

散的数据，它会根据算法将离散点的数据归纳

成 某 一 种 浓 度 分 布 规 律 ，比 如 二 次 或 其 他 分

布。起初，它分析出的分布规律可能偏离实际

分布情形，研究人员会告诉它哪里算的不对，它

继续学习并给出新的结果。几次修正以后，它

会给出正确答案，得到肯定后就把正确答案存

进“大脑”里。

这款针对危化品事故溯源的智能机器人装置

目前还处于实验室样机阶段，还将接受一系列现

场测试。据悉，此前的测试中没有设置躲避障碍

物场景，在 2017年 5月将进行的现场测试里，将考

验它自主绕过障碍物的能力。

张建文非常看好溯源智能机器人的应用前

景。他表示，单个溯源机器人成本仅数千元，它不

仅可用于事故溯源，也可以应用到化工园区的日

常巡检中，相对于人力成本来说，机器人的使用成

本还是比较低的。“全国有 1400 多家成规模的化

工园区，潜在需求量很大，我们去过的十多家园

区，对溯源智能机器人都很感兴趣”。

机器人“自学”2万种工况数据

越靠近泄漏源，气体的浓度值越高。车载嵌

入式计算系统通过群智能算法对采集到的数据进

行分析处理，进而锁定泄漏源和判断泄漏规模。

确定泄漏源位置后，小车挪动到该位置附近拍照，

再将现场视频图像和处置建议回传到远程计算机

或手机终端。

轮式智能溯源小车主要适用于平整的地面，

考虑到众多油气管线布置在江河、沼泽地区，张建

文团队还专门研发了通过能力更强的履带式小

车，以适应不同地形和复杂工况条件。

“在一些化工园区，日常

巡检主要靠人力完成，但很多

事故往往发生在夜深人静的

时候，苗头难以被发现，同时

事故现场复杂且危险，因此，

迫切需要有智能机器人代替

人力去完成寻找危化品泄漏

源的工作。”

通过能力更强的履带式小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