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人工智能系统的最大挑战之一来自非

预期场景，也就是设计者没有想到、也不能控制的

场景。这次佳佳和凯文-凯利的全部对话，以及

和其他嘉宾的部分对话，就属于这种情况。因此，

让佳佳接受这样的挑战很好”，佳佳开发团队负责

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机器人实

验室主任陈小平教授说。

据介绍，凯文·凯利对各种人机对话系统有长

期深入的观察，他这次和佳佳对话经过认真准备，

设计选择了 30多个有难度的问题，这些问题和这

次经历对佳佳的下一步研发极有价值。因此，“就

这次测试所达到的目的而言，总体可以打90分”。

“实验数据的分析仍在进行之中。不过，初步

的分析结果已经可以说明一些问题。”陈小平教授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在第三场对话中，佳佳远程采

访三位嘉宾，其中一位嘉宾一度听不清佳佳说的

机器记者水平能打90分

8
新闻热线：010—58884062
E-mail：wangtt@stdaily.com

■责编 何晓亮 2017 年 4 月 27 日 星期四
AI实验室 AI LAB

新鲜事

好机友

随 着 人 工 智 能 的 发 展 ， 许 多 人 们 曾 以 为

不可能的事情，正一件件成为现实。加入新闻

行业就是其中之一。今天，中外众多媒体都已

经采用人工智能机器人进行日常新闻的撰写

与发布。

除了写稿，机器人还能够完成记者的采访工

作吗？

尽 管 大 部 分 人 会 持 否 定 意 见 ，但 答 案 是

YES。24 日，中国智能机器人佳佳就作为新华社

特约记者，越洋连线采访了美国著名科技观察家

凯文·凯利。这也是全球首次由高仿真智能机器

人作为记者与人进行交互对话。

本报记者 吴长锋

佳佳越洋采访凯利佳佳越洋采访凯利：：

人类同行人类同行，，你们有压力吗你们有压力吗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来源于网络）

相关链接

“佳佳，你能唱首歌或放段音乐吗？”大洋那边

的凯利通过网络视频提问。

“你可以自己找啊。”身着中国传统服装的佳

佳用流利的英文给了个俏皮回答。

“你有没有会唱的歌？”凯利坚持。

“嗯，除非你告诉我歌的名字。”

“你喜欢我吗？”佳佳问。

“是的。”凯利回答。

“我也这么想。”佳佳说……

佳佳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可佳”机器人团

队联合国内合作伙伴，历时 3 年研制出的特有

体验交互机器人。身为美国《连线》杂志创始

人的凯利多年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接受机器

人采访的条件之一就是不控制对话。对于机器

人佳佳的开发者团队来说，这是一场“失控”的

对话。

一场“失控”下的人机对话

那么，如此聪明的佳佳，可以取代人类当记者

吗？难！

去年 4 月，中国科大首次推出国内首台体验

交互机器人佳佳。

佳佳的外形面貌源于在中国科大女生中征集

的形象模特。“佳佳的特点之一在于她是有表情

的”，陈小平教授告诉记者，佳佳的表情能够自动

生成，但很多时候佳佳并不知道该生成什么样的

表情合适，“这还有待于这一领域基础研究的进一

步突破”。

“佳佳真能取代人类当记者吗？”对于这一问

题，陈小平教授说，让机器人写出有创意、有深度

的好新闻稿远比“阿尔法狗”下赢围棋难得多。“人

工智能的生成能力很强，可以快速炮制大量‘草

稿’，对于海量数据、素材的收集、梳理也强于人

类，能够处理的信息量远胜于人类，这是机器的优

势。”陈小平说，与人类相比，目前人工智能的判断

力要弱得多，人类会依据常识和专业经验很快做

出判断，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虽然也会不断学习

总结，但往往搞不清楚哪些是对于人类来说真正

具有价值的。

“要让佳佳像一名资深记者一样去策划一个

新闻选题，目前还很难做到。这同样需要人工智

能领域里的多方面基础性研究的突破”，陈教授告

诉记者，随着近年来深度学习等领域的突破，佳

佳在今后会采用“常识推理+深度学习”的模式训

练改进，“可以畅想，佳佳最终将会成为编辑、记者

的好帮手，而不是取代人类。”

真要上岗还需“深度学习”

据国外媒体 TechCrunch报道，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进行了一项新

研究，旨在研究可穿戴设备是否可以预测夫妻情侣之间的冲突。通

过利用机器学习技术，研究人员建立起了一个可以准确捕获冲突事

件的系统，据称准确率高达 86%。

研究人员表示，可穿戴设备将追踪参与者的体温、心脏活动和汗

分泌水平。然后将这些数据与录音进行交叉参考，并对其进行了分

析，以此获得对内容和语音强度的观察，从而使计算机能够确定这些

事件过程中是否有冲突出现。

研究人员希望能继续研发机器学习算法，未来的改进版将有望

在冲突发生前 5 分钟就能发现冲突即将到来时的生理体征，以此来

预测冲突的发生，最终起到预防冲突发生的作用。

这种功能可作为一个独立的软件集成至市场上有售的可穿戴设

备上使用。

夫妻吵架机器人劝
科学家研发冲突预警系统

继电动汽车、真空高铁、私人发射火箭之后，埃隆·马斯克又瞄上

了人体。近日，他开办一家名为 Neuralink的脑机接口公司。国外知

名科普网站 Wait But Why 近日刊文称，如果说 SpaceX 和特斯拉所

做的事情是在改变世界，那么 Neuralink所做的事情就是在改变人类

自身。

为了实现人脑与机器相连接的目标，Neuralink第一步是开发出

被马斯克称为“神经蕾丝”的微型设备，并将它植入到人体体内，通过

它，一些具有听力和视力缺陷或脑部损伤的人士将可以弥补部分的

功能。

马斯克计划在 4 年内推出首批产品，认为将帮助到那些因为中

风、癌症以及先天性缺陷导致严重脑损伤的患者。据了解，整个植入

的过程也都是自动化的，完全可以由机器进行操作。

Neuralink并不仅仅局限于神经蕾丝一种技术，包括像印于皮肤

的电极矩阵、可进入大脑的“神经微尘”以及可在动脉中影响所有神

经元的支架等也都在研究之中。

《黑客帝国》要成真
马斯克要让人脑连接机器

搭个手就能看病？你也许觉得并不稀罕：

中医嘛。然而并不完全是。随着技术的飞速发

展，人工智能不仅学会了下围棋，也学到了一手

“望闻问切”绝活。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彭绍亮日

前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基于临床医疗大数据

与超级计算能力的人工智能辅助诊疗技术，可

以通过传感器、摄像头及常规检查手段采集患

者各项指标，与后台大数据比对、计算后，快速

做出诊断。

“医生能记住的病例终归有限，而智能诊

疗系统的后台目前已有 7800 万电子病例，可以

做出更精确的判断。”彭绍亮说，该系统通过计

算后，能为医生列举出多个诊断结果，比如肺

结核的概率、肺癌的概率等，再由医生判断确

认。他表示，以肺结核为例，资深主任医师的

诊疗准确率通常约为 70%，而该系统能达到

90%以上，已经超过人类教授的水平。同时该

系统也能缩短看病的时间，提高医院接待病人

的数量。

从“菜鸟”到“结核病教授”，人工智能用

的时间可比人类短得多。彭绍亮说，诊断肺

结核这种疾病，前期所需计算量非常大，借助

天河超级计算机花费了两周时间，此后也在

不断丰富数据、自我完善。他表示，目前该系

统已掌握了 30 种疾病的诊疗，并走通了一条

“学习之路”。下一步将对算法进行深度大规

模并行加速，让系统经过 1 到 3 天的“训练”，

就能学会一种新的疾病。“我们希望能在一年

内掌握 300 种常见疾病。”他说，“人类总共有

大约 3000 种疾病，把它们全部掌握，是我们的

终极目标。”

除了看病，挂号难的问题也一直饱受诟

病。抛开凌晨排长队、与号贩子斗智斗勇不说，

许多患者自己也搞不清该挂什么科，如果费尽

周折却挂错了号，一切又得重来，这种打击可能

堪比病痛。

2016 年年底，智能诊疗系统的挂号平台出

现在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让医生与患

者眼前一亮。“过去挂号准确率只有 6、7成，而该

系统能达到 99%，还能避免黄牛。”彭绍亮介绍，

该系统会快速采集患者的面相、舌苔、体温、心

率等，然后根据数据库里的大型分支决策树向

患者提 5 至 10 个问题。比如患者体温偏高，便

问他嗓子疼不疼、是否咳痰，根据答案进入下一

分支，通过最短路径算法，用尽量少的问题定位

患者的疾病种类。

如果说发病就诊已属“亡羊补牢”，智能健

康系统则能帮助人们定期体检，在发病前“防微

杜渐”。彭绍亮说，该系统可以简便地为人们进

行常规检测，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将检测数据与

后台的上百万数据进行比对，分析被检测人的

哪些机能衰退得更快，哪些需要治疗，哪些需要

调养，帮助人们提前了解健康风险。“比如系统

查出最近一两个月你的心率处于非正常状态，

就会给你提醒。要是没有这种检查，你又恰好

去跑马拉松，就有可能发生危险。”他说。如果

检测出需要治疗，一套智能导旅系统还能为患

者提出一系列建议，例如这个病是否严重，是该

去专科医院治疗，还是在社区医院就能看等，并

中长期追踪患者的健康状态。

让人工智能进入医疗领域，核心是算力、算

法、大数据。彭绍亮认为，天河计算机的超级运

算能力、由此可实现的复杂算法，以及丰富的临

床大数据，使得这三大要素已经具备。以此为

基础，硬件设备能以各种形式走进人们的生活，

可以做成机器人医生放在医院，做成立式设备

放在社区、机场、火车站，也可以装进电脑、手

机，随时就能使用。

“目前我国医疗领域最大的问题就是医疗

资源不足、不均衡。人工智能手段将解决这个

问题。”彭绍亮表示。

人工智能医生诊断准确率竟超过教授

本报记者 付毅飞

一条标题为《8 月 CPI 涨 2% 创 12 个月新高》

的新闻曾在腾讯财经上发布。看上去，这条新闻

的内容和媒体记者日常的消息稿无异，但它背后

的 作 者 ，其 实 是 腾 讯 财 经 开 发 的 写 稿 机 器 人

DreamWriter。

距离写稿机器人 DreamWriter 发出的第一篇

新闻已有一年半的时间，媒体中陆续已有如第一

财经“DT 稿王”、新华社“快笔小新”等机器人开

始参与写稿工作。

据腾讯方面介绍，目前，财经+科技应用的发

稿量超过 2000篇/天，体育稿量 500篇/天，包括每

天行情报盘、上市公司公告精要报道，以及体育赛

事每轮每场的消息。此外，基于写稿机器人，腾讯

内部一款集合了新闻资讯类 AI 和超级资讯服务

秘书类的应用正在研发当中。

在写稿机器人背后的核心技术，主要涉及的

有包括智能撰文技术、内容抽取技术、要闻萃取技

术这三项。

以内容抽取的技术为例，Dream Writer 可以

把一篇千字文章概括为数百字，其中涉及到统计

学、深度学习等技术。在财经领域，写稿机器人更

依赖统计学，但在其他内容领域，腾讯可能需要单

独研发一款算法产品模型。

此 外 ，针 对 写 稿 机 器 人 所 写 的 稿 件 ，腾 讯

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安全管理平台进行内容风

险管控：第一轮，机器写作时会单独做一个算

法和规则判断机器写的有没有问题；第二轮是

经过安全审核；第三轮才能正式推出来。这中

间衔接时间越少，意味着出来的作品既准确又

迅速。

写稿机器人主要涉及三项技术

佳佳最终将会成为编

辑、记者的好帮手，而不是

取代人类。

话，于是反复要求佳佳重述问题。可是在同样情况

下，现在的语音识别系统都不会这样做。不管信号

好不好，语音识别系统总是猜测概率最高的那句

话，有时候就会听错问题，从而导致错误的回答。

由于越洋网络等原因，部分对话在时序上出

现混乱，特别是语音传输造成的信号失真，对佳佳

的影响比较大。“但佳佳也在部分对话中给出了正

确回答。以专业的标准衡量，佳佳的表现可以打

70 分。”陈小平教授进一步解释说，根据设计，佳

佳与人的语音对话是面对面的，声音在空气中传

播，以往的测试也都是在这种场景中，语音识别率

较高。而网络环境带来了语音信号的失真，造成

了 佳佳有时听错，答非所问。

可以看到，佳佳此次进入传媒领域，与“机器

人写稿”有本质区别。近年来有不少媒体开始尝

试利用程序生成一些稿件，比如在报道高度格式

化的股市信息和体育比赛结果等方面，但这些程

序都无法与采访对象互动。

据外媒报道，谷歌正在开发专用机器学习芯片 TPU。在人工智

能硬件的军备竞赛中，这是谷歌的最新一步举措。

TPU 是英文“张量处理单元”的缩写。TPU 的设计可匹配谷

歌的开源机器学习库 TensorFlow 使用，从 2015 年开始就被用在谷

歌的数据中心中。4 月早些时候，谷歌首次公布了这种设备的性

能数据。

谷歌表示，当前一代 TPU 的设计支持推理运算，即利用经过训

练的神经网络去完成某些功能，例如通过谷歌 Now 识别语音命令。

对于这些任务，谷歌表示，TPU的速度要比同一代 GPU 和 CPU快 15

到 30倍，而能效要高出 30到 80倍。

量身订造更高效
谷歌研发机器学习专用芯片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郭晨郭晨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