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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翟冬冬

在近日落幕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阿里云

ET 大脑同中国科学院光量子计算机、特斯拉垂

直整合能源解决方案、微软小冰情感计算人工智

能等十余项成果入选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

果。阿里巴巴集团 CEO 张勇希望，ET 大脑可以

解决仅靠人脑无法解决的棘手问题，比如城市

病、环境问题等。

去年的云栖大会上，阿里巴巴集团技术委

员会主席王坚这样解释城市大脑：世界上最遥

远的距离是信号灯和监控摄像头的距离，他们

在一根杆子上，却从来没有被数据连接起来。

城市数据大脑能够通过摄像头“看到”的数据，

智能调节信号灯。时隔一年，城市大脑 1.0 已正

式发布。在杭州运行的城市大脑，交出了一份

怎样的答卷？

“机智”的信号灯

日前，《2017 年第三季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

分析报告》（下称《报告》）发布，在拥堵缓解趋势

方面，杭州拔得头筹，《报告》显示，部分路段信号

灯智能调控后车速较之前更趋于平稳，起到了削

峰填谷的作用，让运行更稳定有序。

智能信号灯是怎样工作的？在杭州，如果

你在萧山城区某个路口停留一会儿，会发现这

里的信号灯有些“机智”，可以根据东西南北方

向不同车流量适时调整。是延长南北方向的绿

灯还是保持东西方向的红灯，信号灯有自己的

想法。这样“会思考”的信号灯路口共有 128

个，通过这些智能信号灯路口，杭州城市大脑

试点区域通行时间减少 15.3%，高架道路出行

时间节省 4.6 分钟。

除了减少通行时间外，城市大脑在感知交通

事件方面，准确率已经达 92%，120救护车到达现

场的时间平均节省 7 分钟，比之前缩短了一半。

以市心路—晨晖路到市心路—建设一路全长 7

公里路段为例，救护车总计需要经过 21 个路

口。在最近一次出车中，救护车节省时间高达

14分钟，没有遇到一个红灯。

在 日 前 召 开 的 第 十 二 届 智 能 交 通 年 会

上，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副局长、中国智能交通

协会副理事长李江平介绍，目前，全国已经有

270 多个城市在建设智慧城市，建设完善交通

感知系统、智能控制系统、服务出行系统和执

法管理系统，加强信息共享融合，建设城市交

通大脑，加强执法与智能服务的深度融合，实

现城市交通精准治理和服务是目前正在开展

的工作。

李江平举例，比如抓拍行人闯红灯、号牌

二 次 识 别 技 术 的 应 用 都 用 到 了 人 工 智 能 技

术。广州部署的“鹰眼”，重庆启用的“猎鹰”，

这些技术对于监管重点车辆都起到了非常好

的效果。还有上海、济南、南昌、宿迁等地采

取人脸识别技术，查处非机动车和行人的交通

违法。

“大脑”是如何思考的

数据是城市大脑智慧的起源，“神经网络”

是城市大脑首先要做的事情。它首先要将交

通、能源、供水等基础设施全部数据化，连接散

落在城市各个单元的数据资源。以交通为例，

数以百亿计的城市交通管理数据、公共服务数

据、运营商数据、互联网数据被集中输入杭州

城市大脑。

有 了 数 据 ，“大 脑 ”如 何 思 考 ？ 阿 里 云 机

器视觉科学家华先胜介绍，阿里 ET 的视频识

别算法，使城市大脑能够感知复杂道路下车

辆 的 运 行 轨 迹 ，准 确 率 达 99%以 上 。 这 些 视

频如果由交警三班倒地去看，则需要 15 万个

交警，而通过算法，城市大脑可以在短时间内

把这些视频都看完，并清楚来往车辆的数量

和方向。

未来，城市大脑会在城市中扮演什么样的

角色？在王坚的构想中，它应该是城市重要基

础设施的一部分，以互联网、计算和数据为基

础，实现可持续发展。王坚认为，治理交通拥

堵只是城市大脑迈向城市治理、成为超级人工

智能的第一步。

“拥堵病”能治吗？城市大脑说行
好机友

蚂蚁分泌信息素，蛤蚌吐出肉舌，蹬羚从

震动中预知危险……从低等生物到高等生物，

“传感”无处不在。

“进化了千年的人眼，只需要几个点的信

息，就能判断出这是不是个熟人。”德国人工智

能研究中心科学总监菲利普·斯鲁萨力克提到

人类的这个普通能力时，觉得它很神秘。作为

人工智能科学家，他到现在还没能为古老的生

物本能找到一个恰切的模型。

人工智能的“传感”要从哪里更靠近“灵性”这

种微妙的感觉？近日，苹果公司发表了一篇新的

人工智能论文，将光学雷达传感器收集的原始数

据转化成3D测绘图，引得传感获得的信息从纯数

据向三维立体迈进了一步。尽管距离“灵性”还有

相当的距离，但这项研究仍能启发人们将注意力

聚焦于人机交互中信息获取和处理的一端。

小小传感小小传感器器
能否带能否带AAII驶入蓝海驶入蓝海

“阿尔法狗”的两个远亲最近也火了：一个

是互联网大会上展示“唇语识别”的搜狗中文

“汪仔”；另一个是在深圳实现了无人驾驶公交

的“阿尔法巴”。

前者打破定式思维，将语义识别的传感器破

天荒地改成了光学传感，用图像捕捉的信息判断

语言的沟通。后者车身上扁圆形的传感器很是

抢眼，“阿尔法巴”靠它感知道路、躲避障碍。

人类获取信息，80%是通过眼睛；在人工智

能捕获信息的过程中，视觉传感器也占据着相当

重要的地位——目前主要有雷达、视频两种方

式。视频相较于雷达来说，是整体展现，呈现情

况不易受干扰，而雷达对周围环境进行3D建模，

会比一般的照相摄像头能包含更多深度信息。

“目前应用的障碍传感设备有微波雷达、

超声波雷达等，也有通过捕捉视频图像的方

法，”北京智能车联产业创新中心技术人员毕

超介绍，传感设备会安装在车辆侧，也会安装

在道路侧，要求无缝覆盖，“就像手机和基站的

关系，确保信号通畅。”

通畅是基础，判断是关键。“汽车的速度要

求无人判断和操作在毫秒之间，因此计算两车

之间、车路之间、车人之间的碰撞可能性必须

要快。”毕超说，信息的获取、传递、计算、反馈

等过程，需要一气呵成。

具体地说，刹车或报警前，有许多计算——雷

达获取到三维点数据、识别障碍物、进行障碍物前

后两频对比，识别静态还是动态。动态障碍物计

算出运动速度、结合无人驾驶汽车自身位置信

息，计算出避障所需的最小安全距离，决定对策。

怎么才能更快一点？业内尝试着将数据中

心“预处理”的部分前移到传感器端。“我们进行

了智能传感器的尝试，”升哲科技高级工程师刘

正中说，“原来传感器具备收集信号的单一功能，

但是信号需要在传感器端和处理终端来回传递，

这些需要时间也需要能源，如果传感器能提前过

滤掉一些不必要的信息，过程会精简不少。”

也就是说，之前的传感器是严格的手、眼、

耳、鼻等感觉器官，现在的它们配备了小小的

“初脑”。“这对于视频类的传感器非常有效，因

为视频的数据量太大了。”刘正中说。

“照相机我们已经研究得很透了，雷达还

需要继续研究。我们也需要进一步探索，什么

样的传感器才能感知到，人类感到的这些微妙

变化。”菲利普说。AI 市场对于传感器的需求

在快速变化，亟待新型传感器的更新换代。

配备“初脑”
传感器可以更智能

同样心怀期待的，还有美国国家工程学

院 院 士 、斯 坦 福 大 学 教 授 鲍 哲 南 ，她 曾 表

示 ，“ 我 们 期 待 有 新 材 料 带 来 颠 覆 性 的 技

术。目前把外界的信号转变成电信号的载

体是脆性的，希望找到容易被压缩、可以拉

伸 的 新 材 料 。 我 们 还 希 望 它 有 自 愈 性 、可

降解。”

有了新材料做基质，将电子器件集成起来

将成为柔性电子和人工皮肤。传感器“硬朗”

的形象将发生彻底改变，不仅可以随意拉伸、

弯曲和旋转，在精确获取触感的同时，甚至可

以出汗。

资料显示，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日

前就开发出一种超薄高像素柔性电子皮肤阵

列。通过引入聚合物中空球纳米结构，传感

器对环境压力展现出了超高的灵敏度，能探

测到 0.6Pa 的低压。“在不同环境下拉扯揉折

之后，仍能感受到外部压力与温度的变化，为

了避免人体生理信号监测中，体表温度变化

对器件的影响，科研人员还对传感器进行了

温度补偿，进而提高器件在实际应用中的检

测精度。”这项研究成果近期发表在《纳米能

源》上。

鲍哲南期待的变革与突破，也从另一个维

度到来——量子科技引入光学传感器的研究

已经可以达到应用级别。

“可以突破现有传感的速度与距离极限，”

麻省理工学院进行过关于单光子成像的研究，

曾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相关研究人员介绍，

传统的光学三维成像需要高强度光，而量子科

技和三维成像的结合，能够实现平均每个像素

只需要 1 个光子，比传统的主动光成像方法的

效率提高几个数量级。

量子技术对光学成像的精确度、速度以及

距离的提高是颠覆性的。从理论上说，无人驾

驶汽车、甚至无人驾驶飞机可以实现了。由于

它探测灵敏，甚至可以给细胞内的细胞器装上

传感，感知细胞活动。

如果说通讯互联的规模是以人为载体的

百亿量级，物物互联是以物为载体的万亿量

级，那以细胞为载体的互联将拥有超出人想象

的潜力规模。

新材料和量子技术
让传感器突破极限

尽管传感器在研究层面展现出引领 AI 产

业驶入蓝海的潜力，但在产业界却不温不火。

有分析文章指出，在人工智能硬件领域，

有芯片和传感器两个方向，在芯片领域国内还

有几家数得出的企业，而传感器几乎全部依赖

进口。

“脑电波的测量仪器基本是进口产品，传

感器的精度等性能比较稳定。”中国标准化研

究院研究员张运红说。东南大学相关学科实

验室数据记载，六维力传感器一个大概 10 万

元，基本来自进口。

相较于应用层面和系统层面，这个起着支

撑作用的“栋梁”元件没能入得大多数投资者

和产业者的眼。“不会讲故事，引不来投资，”有

分析这样调侃。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研究员戴国忠的

观点更加系统，“传感器是人机交互的重要组

成部分，人机交互和人工智能是不同的着力方

向，”他对这两个领域 60 年来的历史进行了分

析，得出规律：人工智能热的时候，人机交互的

发展将处于低谷。而人机交互受关注时，人工

智能的热潮就会反落回去。

这样的此消彼长可以追溯到它们诞生时，

“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约翰·麦卡

锡等人提出人工智能时试图构建能复制人类

行为的计算机系统，而麻省理工学院的心理学

和人工智能专家约瑟夫·利克莱德提出人机交

互时，则是希望机器能够完成人类交给的任

务。”戴国忠说，追求目标趋同，但是研究思路

和方法完全不同。

尽管在实际的产业发展过程中，二者是难

分彼此的，这种学术上的区分很大程度上更有

助于明确研究目标和方向，引导产业均衡发

展，避免“一哄而上”“一头热”。

传感器遇冷正在引得业内观察者的关注，

希望那些冷门但重要的 AI 必备区域，不会成

为产业发展的短板，而是能够推进 AI 实现一

个整体进化。

开拓市场的潜力
需要产业释放

据新浪科技报道，三星最近提交的一份专利申请描述了手机的认证

系统，该系统将解锁密码隐藏在用户的手掌图像中，当用户将摄像头对准

自己的手掌时，它会显示一些字符来提示完整密码。

目前市面上手机的解锁方式多种多样，从最开始的密码解锁、图形解

锁，到后来的虹膜解锁、指纹解锁、面部解锁，都是有代表性的手机解锁方

式。早在 2006年，香港城市大学的张大卫就在他出版的《掌纹认证》一书

中指出，没有两个人的掌纹是完全相同的，手掌的血管也是独一无二的。

因此掌纹可用于生物识别技术。

目前尚不清楚三星手机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使用该技术，但这是一

个很有趣的想法，可以让多因素认证更具安全性，或者是为手机用户提供

一种帮助回忆密码的新方法。这也同样意味着，在未来的移动手机安全

技术大战中，三星或许不需要模仿苹果的人脸识别技术。

三星申请新专利
未来或能“刷手”解锁手机

据网易智能报道，近日，高通发布了最新移动芯片骁龙 845，打造出

一款支持包括 XR（扩展现实）、终端侧 AI和沉浸式多媒体体验的平台，同

时首次引入了全新的安全处理单元。高通表示，骁龙 845 已经是高通第

三代 AI计算平台，在 AI效能方面是上一代的 3倍。

与前代系统级芯片（SoC）相比，骁龙 845 带来了近三倍的 AI 整体性

能提升。

高通表示，骁龙 845通过 Qualcomm Aqstic音频编解码器以及功耗表

现出色的低功率音频子系统，始终开启关键词检测和超低功耗语音处理，

优化语音驱动的智能助手，从而使用户能全天随时通过语音与终端进行

交互。

另外，在高通安全处理单元及 AI能力加持下，基于骁龙 845开发的设

备，因支持信息本地处理，可以减少响应延迟，隐私安全也能够得到更好

的保障。

搭载该平台的商用终端预计将在 2018年初开始出货。骁龙 845将支

持包括手机、XR 头戴式设备、始终连接的 PC 等在内的终端。小米雷军

已经明确表示小米 7将搭载该芯片。

高通发布骁龙845移动芯片
AI效能是前代三倍

应用于杭州的城市数据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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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网易科技报道，韩国贸易、工业和能源部近日宣称，计划雇佣 85名

机器人作为 2018年冬奥会多项赛事的志愿者，届时将有 11种不同类型的

机器人为冬奥会服务。

这些机器人将被部署在平昌、江陵和旌善三座城市的机场、体育馆和

赛事场馆中。韩国科学技术学院研发的一款人形机器人将成为一名火炬

手。掌握英语、日语和韩语的机器人将为游客们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它

们将帮助人们了解赛事进度，选择观光地点和交通路线。

韩国政府采用机器人志愿者的策略也与 LG 最新的机场机器人部署

计划相匹配。目前 LG 设计了两款迷你机器人，其中一款将作为导游，帮

助游客们在仁川国际机场中找到自己的路线。另外一款是清洁机器人，

它将负责机场的清洁工作。

2018年冬奥将现机器人志愿者
为赛场和机场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