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网易智能报道，近日，汽车制造商通用公司的无人驾驶汽车卷入交

通事故中，并遭到摩托车手起诉。

这次事故是去年 12 月发生的，事发地在旧金山，当时交通繁忙。摩

托车手在向旧金山美国地方法院提起的诉讼中称，这辆 Cruise测试车“突

然转向他所在车道，并且撞在他的摩托车上，并将他撞倒在地”。旧金山

警察局的事故报告显示，事故发生时车速相对较低，Cruise测试车以每小

时近 20 公里的速度行驶，摩托车的时速为 27 公里。然而，通用汽车公司

对事件的说法不同于原告。该公司承认，当时汽车的确处于自动驾驶模

式下，并在交通繁忙的地段变换车道。但通用汽车表示，当其汽车重新定

位车道时，摩托车手骑着摩托车在双车道之间行驶，他“扫了一下 Cruise

汽车，然后摇摇晃晃地摔倒了。”

通用汽车利用无人驾驶试验车的数据调查此事，包括雷达和雷达传

感器数据，以及 Cruise 电动汽车上诸多摄像头记录的视频。部分或全部

数据也可能在法庭上披露。

当前，无人驾驶汽车依然处于早期阶段，虽然这很可能是第一起涉及

无人驾驶车辆事故的官司，但它肯定不会是最后一起。尼尔森状告通用

案已经被视为对无人驾驶技术的试金石，因为它需要经过长期的法律审

查才能成熟，并走向商业化。

通用无人驾驶车卷入“车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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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眼观

好机友

近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高科技公司在

利用社交媒体挖掘潜在的自杀信号。这是人工

智能带来的美好想象：他们相信，通过 AI 算法，

能够找到有自杀倾向的用户，并及时施以援手。

还记得几年前因抑郁自杀的微博网友“走

饭”吗？她去世前发布的最后一条微博下，迄

今已有超过一百万条评论。这里像一个树洞，

收容了被抑郁紧咬不放的痛苦和绝望。如果

当年就有这样的人工智能技术，“走饭”的悲

剧还会发生吗？2014 年起，中国科学院心理

研究所计算网络心理实验室研究员朱廷劭就

注意到了这里，并紧盯至今：寻找和发现隐藏

在其中的自杀高危网友，给予主动干预和救

助。他们开发了自杀意念识别模型，和抑郁症

这条“黑狗”赛跑。

为何选择微博

“统计上说，自杀是年轻人的首要非正常死

亡原因。微博用户和青年自杀人群存在高年龄

层重合度，能够即时下载的微博内容也为研究

提供了数据支持。”朱廷劭解释。

根据移动大数据服务商 QuestMobile发布的

《2017 年中国移动互联网年度报告》，微博月活

跃用户达 3.81 亿，在社交媒体中居于首位。而

《2017 微博用户发展报告》显示，30 岁以下用户

占微博整体用户比例超过 80%，年轻群体是微博

的主要用户。

在发表的相关论文中，朱廷劭指出：高自杀

风险用户在使用社交媒体时会表现出独特的行

为和语言特征，即社会活跃程度低，夜间活跃程

度高，自我关注程度高，偏好使用否定、死亡或

宗教类词汇，较少使用工作类词汇。

根据一系列特殊的微博表达和行为特征，

团队建立起基于社交媒体行为和语言特征的自

杀风险预测模型。“模型可以有效地识别出具有

自杀风险的用户，即可以成功识别 80%以上的表

达自杀意念的微博。”朱廷劭说。

先识别再干预

在朱廷劭的团队中，既有人工智能和机器学

习方向的研究人员，也有心理学专业人士的参与。

据他介绍，研究的具体过程分为机器学习的

训练和应用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杀意念的自

动识别。基于社会媒体数据，利用 N-Gram、深

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多种方法获得有效特征，

训练机器学习模型建立自杀意念的识别模型，通

过社交媒体主动出击，确定高危人员。

第二阶段对有自杀意念甚至已经出现自杀

行为的用户给予及时的救助和关怀，通过及时

干预与转介、系统化干预和持续性关怀等方式，

实现对高自杀风险用户的有效干预。与此同

时，积极地去和线下组织合作，并安排志愿者跟

进，提高自杀干预的效率。

慎重起见，团队在机器预测的基础上加了

一道保险——经过人工确认后，他们才会对可

能自杀者发出私信。

“目前我们已经给超过两万有自杀意念的

用户发送过私信，收到回复的比例超过 15%，且

绝大部分回复都很正面。”朱廷劭表示。

以往的心理危机干预停留在“被动等待”的

情况，需要对方主动寻求干预，或是出了问题再

干预。“通过网络数据的分析和预测模型，能够

把介入时间大大提前。”朱廷劭表示。

采访中，朱廷劭坦言“当时没想这么多”，研

究本意是把社交媒体的心理特征预测拓展到自

杀，却一路做起心理危机干预平台又走到了线

下。谈及后续研究，朱廷劭表示“计划扩展网络

数据的采集范围，不仅局限于微博。同时集成

线下更多的志愿者资源，提高干预的效率”。“我

们的目标是充分利用网络数据，结合机器学习

技术，实现对网络用户心理危机状态的及时识

别，希望把干预尽量前移。”朱廷劭说。

“读心”机器对自杀倾向者伸出援手

本报记者 崔 爽

近日，欧盟委员会负责数字经济与社会事务的委员玛丽亚·加布里埃

尔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 2018年“数字生活设计”大会上透露，欧盟委员会

将从 2018 年春季开始起草人工智能相关法案。她说：“我们从事的大多

数工作岗位都将改变，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

加布里埃尔说，对欧盟凭借自身优势在数字化方面取得进展感到乐

观。“不是说我们在互联网大型企业方面落后，就意味着在电子工业、机器

人和汽车等领域也落后。”

欧洲议会曾在去年年初首次建议欧盟委员会起草法案，规范人工智

能及机器人的使用和管理。 （据新华社）

欧盟委员会将起草人工智能法案

本报记者 杨 仑

在新松机器人的一个车间里，生产线上的

机器手臂正在上下挥舞，完成程序指令的焊接

工作。与传统机器人的区别是：程序指令不再

由人下达，而是智能焊接系统自主完成编程并

执行的。

新松机器人公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

人工智能在机器人领域的研究及应用，并于

2017年设立了人工智能研究院。

“通过机器视觉系统的进步，人工智能技术

已经在工厂中得到了应用。”新松机器人公司技

术总监徐方说，“这套智能焊接系统，就是首先

感知工件并对其进行测量，自主生成程序，根据

不同的焊接工艺调取不同的焊接技术。”

徐方还介绍，新松机器人在智能焊接系

统、智能打磨系统、协作机器人、复合机器人等

多个领域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人工智能技术研发要一步一个脚印地

走。”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中央研

究院院长助理王晓东博士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我们目前在视觉、室内定位、语音等方面的人

工智能技术有所收获，预计还需要一年左右实

现技术模块的成熟。”

“比如研发的机器人视觉定位系统，通过

视觉算法让机器人拥有了自主判断、精确定

位、位姿调整等功能；除此以外，正在研发中的

人工智能技术还体现在机器人对复杂配料的

挑选、整理方面，用以提升生产效率，降低人工

成本。”王晓东说。

王晓东还介绍，除了视觉定位系统外，人

脸识别与自动跟随、室内定位也是该公司人工

智能技术取得的成果。“比方说，在一定的工作

环境中，工人需要人力推车装运物料并进行运

送分发，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升级，可以实现车

体的自动跟随以便辅助运送。”王晓东说。

现状：技术研发需一步一脚印

政策的红利、资本的涌入，人工智能在 60

年发展历程中还是头一次受到如此热烈的关

注。相较于其他领域，AI+制造业拥有巨大潜

力，被认为是智能制造、产业升级的主战场。

而制造业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其根本目的是提

升效率，降低成本。但目前来看，人工智能进

入制造业的最后一公里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

决。

徐方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一个显著难点是

数据不足。“数量众多、需要升级的中小型制造

业企业的需求比较碎片化。人工智能需要在

大数据的基础上深度挖掘、深度学习，但每一

个工厂的环境、生产过程都不尽相同，更重要

的是积累的数据相对比较少。”徐方说。

另一方面，如果根据每一个工厂的不同环

境进行“量身定制”，经济成本是否能被厂家接

受也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是安全，与入侵一台手机不同，智能化工厂具

有执行能力，在大数据环境下，如何保障信息

安全、生产安全也值得思考。”徐方说。

难点：仍要夯实技术基础

“目前我们还没有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

但已经处于准备阶段了。”沈阳机床集团技术

部副部长杨锐说，“经过大数据的积累、采集，

未来人工智能技术或许是一个可行的选项。”

据沈机股份 1 月 9 日发布的公告称，沈阳

机床集团与腾讯云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拟共同打造工业云平台，在工业物联网、

智能制造、AI 大数据、互联网金融结算等方面

开展深度合作。公告中还表示，合作内容是深

化智能制造领域合作，提供云端服务及安全支

持，充分挖掘工业大数据潜在价值，开展工业

物联网领域合作，并且提供互联网金融、结算

服务。

杨锐告诉记者，作为智能装备制造企业，

如果自身建立云平台进行数据的处理和运算，

成本过高不说，也并非其专长。借助互联网巨

头的数据处理、数据存储、云计算能力，不但成

本低、效率高，对未来发展的路径也是明晰的。

那么，AI 与制造业，究竟能擦出怎样的火

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主

任工程师秦业认为，虽然目前人工智能的解决

方案尚不能满足制造业的要求，但作为一项通

用性技术，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是大势所趋。

“首先，对于制造业而言，知识经验的固化

与传承很重要。在一些流程制造行业中，物料

的配比、参数的设置，都需要有老专家根据多

年的行业经验来操作。AI 可以将这些历史经

验数据进行学习与建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取

代专家，为制造过程提供决策支撑。”秦业说。

其次，他认为，人工智能可以进一步接管复

杂工序。以往，被机器取代的往往是简单重复

的工作。未来，一些需要在现场由人脑进行复

杂情况判断的工序也会被人工智能技术逐步渗

透。与此同时，随着机器视觉、手势识别等技术

与工业机器人的深入融合，人机协作也将在更

多工作场景和更多复杂工序中成为主流。

另外，人工智能可以对复杂过程进行智能

化指引。以产品研发设计为例，工业设计软件

在集成了人工智能模块后，可以理解设计师的

需求，还可以与区域经济、社会舆情、社交媒体

等多元化数据进行对接，由此形成的数据模型

可向工程师智能化推荐相关的产品设计研发

方案，甚至自主设计出多个初步的产品方案供

工程师选择。这样可以极大地释放出创新活

力，工程师不再拘泥于计算、制图过程，而是用

更多的时间来思考产品创新的突破。

“总之，人工智能是一种方法，一个工具，

在我们发展制造业的过程中会起到助推器的

作用。”秦业说，“但是也不要过分夸大人工智

能在短期内对制造业的作用，技术还要脚踏实

地的研发、突破，积累才是最终实现‘超车’的

关键。”

展望：融合是大势所趋

从全球角度来看，制造业毫无疑问是国家

竞争的核心战场。无论是美国的工业互联网、

德国的工业 4.0、日本的工业智能化还是英国

的工业 2050计划，西方国家已将人工智能作为

“再工业化”的战略核心内容。

“人工智能的道路会很长，技术进步需要

一定的时间来完善、规避风险，才能实现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也希望社会对于人工智

能领域的支持是长期的，最终实现智能制造的

升级和发展。”徐方说。

在对土拨鼠近30年的研究中，动物行为学家

康·斯洛伯德赤科夫教授发现，在受到威胁时，土

拨鼠等啮齿动物会以声音警告同伴，这些声音中

包含很多具体信息，如侵略者的大小、颜色等。现

在不仅土拨鼠同伴间能相互理解彼此，通过人工

智能技术，人类也有望了解它们说了什么。

携手人工智能领域学者，康·斯洛伯德赤科

夫团队正在开发一种算法，他们希望通过这种

算法，将土拨鼠的行为和语言翻译成英语。该

团队通过 AI 系统分析了土拨鼠的声音记录，AI

系统通过分辨土拨鼠的声音频率和语调将这些

录音分成不同的组，每组都展现了土拨鼠不同

的频率和音调。

这个系统除了能分辨不同声音，还能进行

面部表情识别和智能语音转化。如果能翻译土

拨鼠的语言，康·斯洛伯德赤科夫认为其它动物

的语言也有望在未来十年内实现。目前团队正

在收集大量的狗视频进行机器学习，用这些素

材来训练人工智能算法。

“ 这 主 要 是 通 过 有 监 督 的 机 器 学 习 实 现

的。”从事人工智能研究多年的北京市计算机中

心常务副主任刘彤介绍，目前机器学习主要分

为有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两种形式。有监督

学习需要的大数据首先要通过人工标注，如在

大量的狗狗视频中，研究人员先要标注摇尾巴

和叫声代表什么意思。相比于无监督学习，有

监督学习在精度、迭代次数等方面会更好一些，

优质的数据是无监督机器学习的关键。

除了康·斯洛伯德赤科夫团队，剑桥大学教

授还开发了一种表情识别系统，通过面部识别

来判断绵羊的疼痛程度。北欧一个研究团队也

通过脑电图传感、微计算等技术开发出一套动

物语言识别装置。

“这种方法是可行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

究所赵序茅博士认为，但人类并非对所有动物

的语言都很了解，研究动物语言的难点在于缺

乏足够的野外观察和数据积累。

“人类对于动物行为和语言的认知程度并

不相同。”赵序茅说，现在我们对于有些动物的

理解比较透彻，如一些鸟类和一些灵长类。但

有些动物的语言和行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动物们的言行，

但是从市面上销售的动物语言翻译机价格和数

量上来看，低配版的宠物翻译器依旧销售火

爆。记者了解到，市面上的宠物语言翻译器从

几十元到千元不等，手机 APP也是种类众多。

“通过对狗狗的叫声，动作等进行采样，对

获取的信号进行频谱分析，对姿势动作进行数

字化处理，得到的翻译语言会以中文的形式播

报出来。”某卖家宣称，该翻译器的准确率能够

达到 80%。多数买家对此的态度是认为“好玩”，

“可爱”，对于翻译的准确性并没有做出评价。

有了AI加持，人类能通百兽之言吗

本报记者 翟冬冬

前些时候，有条新闻在人工智能领域刷了屏：
曾服务于谷歌大脑与百度大脑的AI大牛吴恩达宣
布成立 AI 初创公司 Landing.AI。“AI 将变革制造
业。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吴恩达这样说。日前，在一次人工智能峰会上，
阿里云总裁胡晓明也表示，AI企业只有与产业深度
融合，才是正确发展方向。

当人工智能遇上制造业，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增智增智””制造业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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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渝贵铁路正式开通，重庆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车号识

别系统同时上岗。25日，重庆微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新一代

智能车号识别系统，成功应用于渝贵铁路。该系统采用全国领先的物联

网+AI应用技术，将高速 RFID 识别与高清图像算法结合，动车车号自动

识别率达 99.99%，确保了渝贵铁路每一列动车组的身份跟踪。

在渝贵铁路线上，微标科技的新一代智能车号识别系统，主要用于动

车的自动识别和跟踪。该技术成果刚刚获得 2017年度“重庆市科技进步

三等奖”。

“安上该系统后，动车车型、动车号、配属段、动车状态等，我们都能了

如指掌，相当于给每列动车组安上了一个‘身份证’。”微标公司铁道事业

部总经理赵建儒介绍，该系统使动车运行的透明度大大提高，车辆和承载

的物品能在任何地方被实时追踪。在采用 RFID 技术以后，铁路车辆管

理系统实现了统计的实时化、自动化，降低了管理成本。

同时，由微标公司承担的机车运用安全管理系统，也成功在重庆西动

车所上线，实现渝贵铁路动车组乘务员各作业环节的全程自动监控，包括

电子名牌管理、派班管理、待乘管理、出勤管理、退勤管理、请销假管理等。

（记者雍黎）

给每列渝贵动车安上“身份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