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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实验室 AI LAB

好机友

在AI平台层面，中国企业的实

践成果和经验不输德国，只是彼此

关注的方向不同。与过去把技术锁

在实验室的情况不同，如今AI领域

最顶级的技术都是开放开源。

只是网购后的一次“吐槽”，结果很快就看到

了产品功能的优化和完善；安装一款手机 APP 就

让“多国游”沟通无障碍；下载一个软件就能改进

公司每个产品附带的市场信息说明、产品说明和

用户手册……

听着是不是很新奇？欧洲科学院院士、德国

人工智能研究中心（DFKI）柏林分所所长汉斯·乌

丝克尔特博士，最近正合计着把这些 AI 黑科技

“嫁”到中国来，因为他觉得这个“婆家”在依靠 AI

推动制造业升级等领域能够与自身优势互补、资

源匹配、门当户对。

于是，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实地考察后，5月 17

日，由汉斯博士担任院长的“北京深知无限人工智

能研究院”（以下简称“深知无限”）正式落户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锋创科技园。“德国在人工智

能领域有 30多年的研究和发展历史，我们看中的

正是这些前沿理论和技术在推动产业升级方面的

作用。”锋创科技园董事长、深知无限人工智能研

究院总经理张寒燕 17 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兴奋地说。

本报记者 李 伟

从柏林到北京从柏林到北京
德国德国AIAI找到中国找到中国““婆家婆家””

据搜狐科技报道，虽然此前解散了自动驾驶技术团队，但苹果对

于这项前沿技术的兴趣似乎并未丧失。据美国媒体报道，在过去几

个星期，苹果已经在 3 台雷克萨斯 RX450h SUV 中测试了其自动驾

驶软件，这些 SUV在旧金山的湾区周边被发现。

这辆 SUV 配备有多个传感器和摄像头，在路上十分引人注目。

它使用了顶级的 Velodyne 64 通道激光雷达，以及两个或更多的其

他雷达和几个摄像头进行导航。

苹果在 4 月收到了车辆管理局的许可来测试自动车辆，这些

SUV 由拥有自动驾驶车辆专业知识的 6 位苹果员工所驾驶，苹果正

在测试其自主研发的自驾车系统。

苹果测试自动驾驶汽车被曝光

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信息安全

等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崛起，新一代信息技术的

变革时代已经到来。一直以来，学术界、产业

界、投资界都在各自的领域不断探索。人工智

能就是其中之一。

以“科研·产业·融合”为主题的 2017CCF青

年精英大会，近日在北京召开。人工智能及其

产业化发展，成为学界精英们讨论的焦点。

会上，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副

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师

协会会士汤晓鸥做了《人工智能的明天，中国去

哪？》的报告。汤晓鸥在演讲中，讲述了人工智

能和深度学习的发展，并指出，深度学习的三大

核心要素，就是算法设计、高性能的计算能力，

以及大数据。

“无论人工智能怎么样发展，要做的就是三

件事情：第一，真正花时间把人工智能的基础打

好。第二，要创新，要做新的东西，不要老是跟

在别人后面走。第三，要把‘漂在上面的东西’

落地，最终实现产业化。”汤晓鸥说。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部组“青年千

人”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查正军，作了题目为“图像视频智能分析

与检索”的演讲。他表示，深度学习的类脑程度

远远不够，类脑网络是多层次结构。其实很多

人脑的信息处理机制还没有运用到机器感知，

比如神经元连接的多样性。未来，可以借助人

脑处理机制，发展类脑多模态感知与计算，推动

多媒体智能分析与应用发展。

清华大学副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

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何源，围绕人工智能在能

源领域的应用，阐述了不及时（部分人工采集数

据）、不全面（信息互相隔离）、不客观（依赖人为

经验）和不准确（数据质量较低）等当前电力运

维和管理手段存在的几大问题。他表示，通过

构建异构网络融合的数字孪生体的方法，可以

洞悉物理世界的跟踪运行状态，预测故障异常，

减员增效，科学运维等。

数据是人工智能的基础，也是决定创业成

败的关键。百度首席架构师、北京大学人工智

能创新中心主任、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雷

鸣认为，全球当前市值最高的公司都是互联网

科技公司，但 20年后，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可能

会是人工智能公司。

雷鸣表示，未来20年以内是弱人工智能时代，

主要会是垂直领

域的应用。同时，

人工智能技术应

用将逐渐从低技

能劳动向高技能

劳动转变，比如现

在扫地机器人很

热，未来可能会有

智能化更强的机

器人，代替高技能

岗位，最后，人工

智能会从高数据

化产业向低数据

化产业转变。

对 于 科 研 与

产业发展的关系，

雷鸣认为首先科

研要结合产业，找到生活中实际需求；其次学术

是单点突破，但是产业需要完整的解决方案；最

后科研上为了做到一件事情是不惜代价的，但

是产业不行，产业要用“买得起”去衡量，要有良

好的性价比，成本很重要。

关于人工智能产业化，青年精英这样说

业界新鲜事

（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报记者 房琳琳

近年来，从美国的“脑研究计划”到欧盟的“人

类大脑工程”，整个欧美地区正迎来人工智能的时

代浪潮。IBM、Google、苹果、微软、Facebook等国

际 IT 巨头投入数百亿美元研发资金和数以万计

的顶级智力来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

在中国，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快

新材料、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药、第五代移

动通信等技术研发和转化，做大做强产业集群。

这是人工智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正式上

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相对而言，“美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主要由微

软、谷歌、Facebook 等世界顶级 IT 企业推动。而

中国和德国有着更多的合作基础和条件，因为

我们都拥有众多制造业企业，如果我们能将双

方的优势结合起来，将会成为智能制造时代的

全球引领者。”拥有 10 年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

验室工作经验的汉斯博士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专访时表示。

也许你有所不知，汉斯目前供职的 DFKI 是

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智能学术非营利研究机构，拥

有多位世界顶级的大股东和人工智能科学家，其

中 CEO 沃夫冈·瓦尔斯特尔就是工业 4.0 的首创

者之一，也是德国总理默克尔的科技顾问。DFKI

的研究领域覆盖人工智能主要产业方向，30 年来

形成了大量产业成果和技术资源。

汉斯告诉记者，尽管中国人工智能研究刚刚起

论合作 强强联手引领全球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大数据分析和应用是当

前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数据如同知

识，只有掌握了足量的知识，才能从数据中解读出

企业需要的内容。”汉斯告诉记者，“但数据的产生

不仅来自企业内部，也来自外部。而外部数据不

会只服务于一个企业，所以如何让海量数据变成

‘有用的知识’，就需要企业具备挖掘数据的能

力。”而人工智能正是这种“利用‘数据知识’帮助

企业实现流程实时监控与优化以及分析预测风

险”的“能力”。

在几个月的参观考察中，汉斯对多家中国企

业的数据和平台资源产生了浓厚兴趣。在他看

来，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部以及他自己都只是“打

开了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小窗口”，“人工智能的

应用应该是多元、共享的”。

与锋创科技园一路之隔的是京东集团总部大

楼。17日，汉斯带领德国经济部智慧数据代表团应

邀参观了京东在智能硬件、金融、物流等多个业务场

景上的技术成果。京东集团副总裁、AI与大数据部

负责人翁志介绍说，“作为中国最大的自营式电商企

业，京东完整覆盖了从采购、销售到配送、客服等全

电商流程。”这使得他们掌握着中国电商领域最完

整、最精准、价值链最长的大数据资源。通过成熟的

大数据分析产品，京东能实时了解地域、用户画像等

大数据信息，从而进行业务上的分析与预测。

“德国工业 4.0 运用的大量人工智能技术，比

如智能移动、智能电网、智能制造，如果能应用在

中国庞大的电商环境中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化学反

应。”汉斯感叹。

目前，除了京东，深知无限研究院还与联想、

众德迪克等知名企业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根据

中国市场特点未来将重点推进人工智能在大数据

分析、在线零售、人机交互中的语言改进翻译以及

机器人视觉和导航等领域的应用。

论资源 优势互补助力产业升级

“汉斯的主攻领域‘自然语言处理’是当前人工

智能的主流方向之一，说得极端一点，就是研究机

器如何取代人的语言能力。”天云大数据CEO雷涛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但目前该领域最大的难题就是

“人才割裂”，“分布式计算科学家和数据科学家用

不同的语言体系在说话，而数据又在客户现场”。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集成技术研究所

副所长乔宇认为，国内人工智能与国外相比有一

定差距，但是差距不大，“甚至在某些领域，中国还

处于领先地位”。“从产业角度看，中国有自己的特

色。一方面，互联网巨头如百度、腾讯、阿里巴巴、

京东等都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

才，建立了高水平科研团队。”乔宇说，“另一方面，

国内还出现了众多高水平的初创团队。”

推动中德合作的重点企业之一——天云大数

据便是其中的代表。记者注意到，汉斯提到天云

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实践时连着用了三个“impres-

sive（引人注目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也一直头

疼怎么能更好地进行数据处理，怎么利用更大范

围的计算资源，但这些我们都在自己平台上做好

了。”雷涛说，在接下来的合作中，双方将会推进天

云 Maxim AI平台进入德国人工智能中心。

当前，AI 的 Paas 平台趋势开始在全球出现，

这种趋势的特征就是“让业务人员不需要理解分

布式计算的复杂框架，而采用 free coding 的形式

快速驱动业务达成结果”。“AI能力在不同行业快

速落地转化是像我们这样的企业致力于推动的。”

在雷涛看来，在AI平台层面，中国企业的实践

成果和经验不输德国，只是彼此关注的方向不同。

与过去把技术锁在实验室的情况不同，如今AI领域

最顶级的技术都是开放开源的，“比如，用于无人驾

驶、人脸识别、无人机等领域的都是同一种算法。但

如何把这种算法投产到统一的子系统领域中是个业

界难题，需要多方技术资源和人才的融合。”雷涛说。

论难题 合作共赢方能克业界难题

据新浪科技报道，芯片巨头 ARM 公司近日对外宣布，公司有兴

趣开发可以装进大脑的芯片。

当前，脑部植入技术已经是业界热点。硅谷投资者也投入巨额

资金研究脑植入技术。ARM 表示，公司将与华盛顿大学感觉运动

神经工程中心携手合作，帮助研究人员开发可以植入人类颅骨的芯

片。其服务目标，定位于中风或者脊椎损伤出现瘫痪，再也无法移动

身体某些部位的患者。

ARM 称，这种芯片可以破译大脑内部生成的信号，将信号

数 字 化 ，进 而 加 以 处 理 并 转 化 为 行 动 。 最 终 ARM 可 以 用 信 号

控制身体肌肉的功能。这项研究存在诸多挑战，比如平衡能耗

与热量等。

ARM想把芯片装进人类大脑

秒级速度、准确判定、识别病种分布整个消化道……世界第一台

人工智能消化内镜，将于今年 8月在我国诞生。

在我国，消化道肿瘤发病率占癌症发病率的 43.5%，这类肿瘤若

能早期发现，治愈几率很高。医疗实践中，消化内镜检查是肿瘤早期

发现的必要手段。消化内镜影像的人工智能识别相对比较复杂，但

临床意义很大。

据了解，该产品由希氏医疗科技开发，不仅能对消化内镜图片做

出快速判定，还能对连续视频进行处理，在内镜操作过程中对医生进

行实时提醒，并抓取病变图像。 （马爱平）

我国将造首台人工智能消化内镜

据麦姆斯咨询报道，纳米气体传感器创新厂商 AerNos 近日宣

布，它们开发出了一款微型、高精度、经济型纳米气体传感器，能够同

时探测多种 ppb 级（十亿分之一）的有害气体，这款气体传感器专为

物联网互联设备集成而设计。

利用 AerNos专利的 AerCNT 技术，其智慧城市空气污染纳米气

体传感器（AerSCAP）产品线得以探测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

物、地表臭氧、二氧化硫以及瓦斯泄漏。目前，AerNos AerSCAP 产

品提供三种配置，分别能够支持同时探测 3、4、7 种有害气体。Aer-

Nos AerSCAP产品为固定式和移动应用进行了优化设计，能够方便

的集成进入现有的城市基础设施，如街灯、泊车计时器、交通灯、监控

系统、公共运输系统以及其他智慧城市实施。

纳米传感器可检测多种有害气体

步，但是在平台整合和实际应用等方面的能力“令人

惊讶”，他也感受到各家企业在融入国际发展趋势、

推动自身产品创新升级等方面有着“强烈渴望”。

双方“联姻”之后，汉斯将重点围绕 SPREE分

析处理技术、Acrolinx 文本质量自动检测修改系

统、Yocoy 移动端跨语言人人和人机交流翻译系

统等国际领先技术领域，推动中德双方合作，推进

人工智能领先技术的产业化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