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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何晓亮

好机友

面对威胁，人们需要

安全“卫士”更加聪明、主

动、有力，而火爆全球的

人工智能，显然是最合适

的那颗“大脑”。

提到安防，许多人的意识里会浮现门禁、安

检、警卫等事物。然而，这些传统元素，已然不

能再代表安防产业走向智能的图景。

面对公民保护自己财产和人身安全、企事

业单位提升应对安全侵害能力的庞大需求，传

统安防简陋、被动的短板日益暴露，人们需要安

全“卫士”更加聪明、主动、有力，而火爆全球的

人工智能，显然是最合适的那颗“大脑”。

不是围棋，不是汽车，也不是高考。智能安防，

将成为人工智能产业化的最佳也是最近的“着陆场”。

本报记者 马爱平

安防或成为安防或成为
人工智能第一人工智能第一““着陆场着陆场””

产业界

未来世界中，人类将如何运作海量应用的机

器人？

国家首批“千人计划”特聘专家、达闼科技创

始人兼 CEO 黄晓庆日前在 ICRA2017 上的演讲

中给出答案——“云端智能机器人的操作平台”。

他表示，智能机器人将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而机

器人产业的方向是云端智能机器人。

在黄晓庆看来，人脑有 100亿—10000亿个神

经元，若想让已有技术完成一个集成如此多神经

元的电路，光芯片的重量就有 2000吨，耗电达 20+

兆瓦——这样大的机器人大脑与身体根本无法匹

配。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将大脑放在云端，让 100

万个机器人共享这个庞大的“大脑”。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打造并构建一个‘云端机

器人运营商’——通过开创一家能构建云端大脑、

安全网络、机器人终端的运营公司，探索出一条将

认知系统放在云端，通过高效安全的网络控制机

器人本体的完整道路。”他说。

对于“云端机器人运营商”，黄晓庆给出了两

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在于为无数机器人终端服务，因

此需要安全、高效、完整的架构，对此，达闼进行了

清晰的“云网端”布局：着力构建机器人云端大脑

体系;铺设全球互联的安全网络;研发面向用户的

机器人终端，达闼称之为“机器人控制单元”。

而另一层含义在于对云端大脑的自我迭代、

增强。为此，达闼在云端建立了一套“人工增强机

器智能”架构（HARI），实现“云端大脑”的自我迭

代、增强。当机器人面对的环境过于复杂时，达闼

的呼叫中心会进行人工干预，告诉“大脑”正确答

案。这样，一个机器人学习到的信息可以被更多

的机器人共享，“云端大脑”便会不断自我迭代、越

来越智能，人工干预的比重也会逐渐降低。

而为了建造和运营这样一个云端“机器人大

脑”，达闼科技正在进行三个核心技术的研发。第

一，创建一个安全、强大的机器人网络基础设施；

第二，开发一种通用的移动设备，可以连接和控制

所有云端机器人，达闼研发了全球首款基于双芯

片和虚拟化技术的云端智能连接终端，将云端的

人工智能应用通过该设备来激活适配的机器人；

第三，研发基于 HARI架构的“云端智能服务”，通

过云端的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相结合，为智能前

端提供多种基于云端的智能服务，包括数据分析

服务、图像（面部）识别服务、语音识别服务等，通

过人类少量的学习监督，由机器智能进行深度学

习，形成自我学习的过程。

基于 XaaS 云、VBN 网络和终端，达闼研发出

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移动内联网云服务 MCS

平台技术。在终端设计上，采用“一片双芯”、虚拟

化双操作系统等技术，将安全环境与互联环境严

格物理隔离；在网络设计上，达闼天网拥有互联网

不可见的独立通道，通过软件定义网络，软件定义

边界，以及区块链技术，为智能设备以及机器人提

供高速安全的网络服务；在云端，以虚拟私有云的

方式提供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等云端智能服务。

在黄晓庆的心目中，这样一个架构关乎整个

人机共生的未来形态，决非一款产品可以解决。

为实现该架构的更好的落地应用，目前的达闼科

技已经研发出多款平台性技术。例如云端智能机

器人的第一款垂直应用产品——META导盲机器

人，包含了达闼人工增强机器智能的技术。当核

心技术稳固后，可移植到各种智能机器人，那时，

终端的形态会是可应用于各种智能机器人的核心

模块。

让百万机器人共享云端“大脑”

（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报记者 李 颖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互联网+安防行

业发展前景预测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显

示，近年来，随着安防需求不断提升。我国安防

行 业 市 场 规 模 从 2010 年 的 2350 亿 元 增 长 到

2016年的 54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15%。

值得一提的是，与传统安防手段相比，新一

代安防技术正借助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

物联网、移动互联等技术，实现多元化快速发

展，“AI+安防”正给人们带来一个更加“聪明”的

安全时代。

据中安协发布的《中国安防行业“十三五”

（2016—2020 年）发展规划》，“十三五”期间，安

防行业将向规模化、自动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到 2020 年，安防企业总收入达到 8000 亿元左

右，年增长率达到 10%以上。

“未来 4 到 5 年，安防将进入一个人工智能

高速发展的时代。”国内安防企业宇视科技副总

裁闫夏卿表示，安防行业 2016 年基本完成了场

景智能的适配；2017年、2018年将进入以深度学

习为基础的人工智能阶段；到 2019 年、2020 年

将全面进入到数字智能的阶段。最终，经过数

字智能阶段后，安防行业的人工智能将全面的

和全行业、全 IT 的大数据业务平台进行完善的

对接，安防也进入智能时代。

除了赢得产业巨头们的积极响应之外，

“AI+安防”还获得了国家层面的政策加持。

2016年 6月份，工信部等部门发布的《“互联

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指出，智能安防

将作为人工智能产品创新的重点应用推广领

域。《方案》提出，实施智能安防推广工程，鼓励安

防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开展合作，研发集成图像与

视频精准识别、生物特征识别、编码识别等多种

技术的智能安防产品，推动安防产品的智能化、

集约化、网络化。

“AI+安防”潮流不可逆

在许多消费者眼中，AI还是一个复杂、陌生

的前沿技术。但在安防产业，它已然具备了“飞

入寻常百姓家”的条件。

天风证券的研究报告显示，人工智能当前

从算法到需求，都支撑在安防领域的产业化。

算法方面，安防行业场景较为集中，容易实现技

术优化与突破，目前图像识别算法已达到安防

应用要求；需求方面，政府安防领域效率提升诉

求较强，安防正向全时间全地域的双维度扩

展。此外，政府持续大力投入也是不可忽视的

因素，目前全国超半数的摄像头已完成高清摄

像头部署，警务电子化与信息化已逐步完成，为

人工智能技术部署提供了基础条件。

在企业方面，国内多家公司已经看到市场

的巨大机遇，并推出了产业化级的产品：

2016年 10月，海康威视与英伟达、Movidius

形成了合作伙伴关系，并发布了基于深度学习

技术从前端到后端的全系列智能安防产品。今

年 5月，海康威视在英国安全反恐展会上推出了

机器人移动式车底检测系统。它是企业基于线

阵相机实现图像采集功能，能够准确显示车底

的图像，避免不法分子通过车底藏人、藏物等手

段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博鳌亚洲论坛 2017 年年会期间，会议安保

工作采用了旷视（Face++）智能安防解决方案，

不仅保障了会议期间的安保通信，也为公安部

门节省了大量的警力、物力。

此外，大华股份也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基于

深度学习的智能产品，系列包括前后端的人脸

识别、卡口电警、视频结构化、双目立体视觉和

多目全景拼接产品；苏州科达在 2016 年的北京

安博会上，发布了猎鹰系列人员卡口分析系统；

宇视与英伟达联合推出了代号“昆仑”的大容量

分布式的云结构化智能分析服务器，成为其“安

防机器视觉”战略中的重要产品。

“‘AI+安防’并不是一个概念，而是有了从前

端到后端、实实在在落地的产品。包括海康威视

在内的安防企业产品，已经完全足够应对用户的

实际商用需求。”海康威视总裁胡扬忠说。

可以说，智能安防产业化的第一只脚——

产品已经落地。未来随着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

智能的应用越来越深入，尤其是车牌识别、人脸

识别等技术的大规模的应用，AI 势必将掀起新

一轮智能安防改造与建设热潮。

产业化“一只脚”已落地

对安防产业而言，AI 技术的融入，将丰富

智能安防的内涵与维度，推动安防物联网的加

速落地，促使智能安防迈向更高层级的“智慧

安防”。但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尚需解决深度

服务能力弱、成本过高等问题。

业内人士表示，用户尤其是企事业客户，

对于项目的整体智能化需求很高。能不能有

效地把技术与应用场景有效结合起来，形成切

实可行的整体解决方案，是决定“AI+安防”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最核心因素。

例如，公安行业用户的需求是在海量的视

频信息中，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要实现这

个需求，仅仅用摄像头捕捉到嫌疑人是远远不

够的。它需要智能的前端摄像机实时分析视

频内容，检测运动对象，识别人、车等属性信

息；然后需要汇总海量的城市级信息到后端人

工智能的中心数据库进行存储，再利用计算能

力及智能分析能力，对嫌疑人的信息进行实时

分析，最终给出最可能的线索建议。

此外，就目前的价格而言， 真正实现人

工智能的安防产品和系统，整体价格依然过

于昂贵。《2016 欧美消费者调查问卷》结果显

示，即便是安防市场比较成熟的欧美国家，消

费者对价格仍然非常敏感。不过，随着整个

行业的发展以及国内芯片厂家等相关技术的

成熟，使得智能安防设备高昂的成本逐年下

降，购买一套智能安防设备的价格也不会让

家庭用户“望而却步”。

市场需要更全能服务

据 路 透 社 报 道 ，豪 华 车 品 牌 捷 豹 路 虎 表 示 ，其 旗 下 移 动

出 行 子 公 司 InMotion Venture 将 对 美 国 汽 车 共 享 服 务 公 司

Lyft 投 资 2500 万 美 元 ，以 推 动 自 动 驾 驶 车 辆 的 研 发 和 测 试 。

除 了 为 Lyft 投 资 之 外 ，InMotion 还 将 为 Lyft 车 队 提 供 捷 豹 和

路 虎 车 辆 。

在投资 Lyft 之前，InMotion 还为 SPLT 公司进行了种子投资。

该公司总部位于底特律，是一家数字拼车服务公司，目前与 Lyft 共

同推出非紧急医疗运输服务。

根据业内人士的分析，未来几年，自动驾驶技术将改变出行方

式，降低汽车共享服务的成本，以及改变消费者对汽车的持有方式

和使用方式。

好技术不流外人田
捷豹投资智能驾驶研究

据环球网报道，美国一家企业推出了无需语音，只用手势就能

对智能家居产品进行远程控制的产品。

这家美国公司位于纽约。与大多数 3D 空间技术主要是去

扫描一个人的手势和运动不同，Hayo 扫描的是家里的物理空间

和家居物件。Hayo 能通过近场视觉去感知空间，公司所采用的

视觉能减少误报率，只有当用户和远程控制器互动时，才会触

发遥控。

当用户让 Hayo 连上 WiFi 后，它就会对你的房间进行 3D 扫

描。一旦扫描结束，用户就可以开始使用 Hayo 的增强现实应用。

简言之，你就可以在房间里凭空生成一个虚拟按键。

目前，Hayo 还正在寻求与开发者进行合作，他们已经建立一个

开放应用程序接口（API）工具包，在产品发布后，技术人员就可以

使用它。

声控并不稀罕
新智能系统凭手势控制家具

据外媒报道，从谷歌无人车项目拆分出来的独立公司 Waymo

日前宣布，公司将不再使用 Fireflies（萤火虫）车队——最早的小

型无人驾驶原型车。Waymo 选择将无人驾驶技术整合到其他车

辆上，如克莱斯勒 Pacifica 小型面包车等。

Waymo 公司表示，通过专注于 Pacifica 小型面包车等大批量

生产的车辆，公司将能够更快地为更多的人带来无人驾驶技术。

Waymo 还表示，专注于批量生产的车辆开辟了更多的测试机会，

因为 Fireflie 原型车在公共道路的行驶速度被限制在 25 英里/小时

（约 40 公里/小时）。

这一决定也表明，谷歌将不会生产自己的车辆，与汽车制造

商竞争，而是专注于将无人驾驶技术销售给任何有兴趣的汽车制

造商。

谷歌用“小面”
取代无人驾驶原型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