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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 AI 技术，原本专业化的知识可为普通

人掌握，原本需十人完成的工作现在只需要一

人。在世界最大纺织企业、“世界 500 强”魏桥创

业集团的车间里，随处可见的 AI 技术不炫技玩

虚的，而是瞄准问题，跟生产过程紧密联系，源

源不断地产生价值。

把棉花纺成纱，一般要经过清花、梳棉、条并

卷、精梳、并条、细纱、包装等主要工序。过去，

这些工序依靠“人海战术”，动辄数百名纺纱工

围着一堆机器转。但高科技的介入改变了传统

模式——得益于 12.5 万纱锭智能化生产线，这里

所有的纺纱流程都实现了自动化。

进入车间，排列整齐的各色设备运转有序，却

少有人走动，取而代之的是随处可见的“机器人”，

它们正成为车间里的主角。例如最直观的包装环

节。作为纺纱工业的主要环节之一，包装原本是

“苦活、累活”的代名词。但这个车间建立起长度

为 35 公里的轨道，粗纱从一楼到二楼自动入库，

整个流程无任何人工直接参与。

看得见的改变背后，是看不见的大脑在起

作用。

“在整个生产线上，我们安装了 15 万个传感

器，对所有的一线数据进行采集，然后进行智能

分 析 ，其 结 果 可 反 馈 给 系 统 自 动 调 节 生 产 过

程。”魏桥纺织董事长张红霞向科技日报记者举

例：像细纱车间工人，现在一个班只有 6 个人，一

个人要看管 2 万纱锭，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因 为 以 前 需 要 60 人 ，一 人 最 多 看 管 2—3 千 纱

锭。一个更直观的数据比较是：纺织全行业的

每 1 万锭所用工人数量为 100 人，但在魏桥纺织

最少只用 10人。

装上了“智慧大脑”的智能纺纱生产线到底有

多聪明？魏桥纺织生产管控中心主任陈以军告

诉记者：“我们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技

术，对纺纱每个工序和作业点进行可视化监控，

并通过互联网跟踪订单的进展和质量情况，同

时，将生成的实时数据进行集成和分析，以此反

作用于生产管理。”

在纺纱行业存在着一种现象：纺纱对车间环

境要求高，比如需要灯光明亮，车间温度时刻保持

28 摄氏度以下，湿度保持 55%—65%以内，以保证

产品质量。“生产全程自动化”“控制系统智能化”

“在线监测智慧化”，这“三化”的实现解决了上述

两大难题，甚至可实现“熄灯生产，织造不断头”的

生产状态。如同在黑暗中练就的“穿针眼儿”绝

活，不借助灯光的高科技，完成最熟练的纺织工也

完成不了的种种动作，从而打造出全球纺纱业的

第一个“熄灯车间”。

产业转型升级，向 AI技术要“红利”是当下很

多产业的发展主流。但事物发展总是两面性，不

好的一面便是，随着生产效率提高，会有大批的劳

动力被精简。“纺织行业里，90%的就业人口是农

民工。我们不能以智能化为借口让工人下岗。”魏

桥创业集团董事长张士平曾向记者坦言，新技术

推动产业升级，他们会扩大规模，吸收这部分被精

简的劳动力，不会让一个纺织工人失业。

探秘AI纺织车间：可在黑暗中“穿针”

本报记者 王延斌

据《纽约时报》报道，近日，谷歌原来的人工智能及搜索负责人约

翰·詹南德雷亚，将加盟苹果，领导其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发展。

现年 53岁的詹南德雷亚负责谷歌人工智能产品方面的工作，包

括对互联网搜索、Gmail 和谷歌助手等进行整合。他的加入对于苹

果公司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收获。多年来，苹果一直致力于人工智能

领域开发，比如在计算机视觉和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据《泰晤士报》

报道，苹果公司于周二发表声明，詹南德雷亚将负责苹果的“机器学

习和人工智能战略”，并成为直接向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汇报工作的

16名高管之一。

随着詹南德雷亚的加入，苹果或许能够招募到更多的顶级人才，

并改进其算法。而对谷歌来说，失去詹南德雷亚可能不会对其人工

智能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接替詹南德雷亚的是被业界广泛认为极

有才华和极受信任的杰夫·迪安。

苹果“偷走”谷歌AI总管
硅谷上演重量级人才战“15 分钟后，公园门口的麦当劳很可能会下

雨，你在手机上会收到服务提示。”未来，无论你身

在城市哪个角落，都可能收到所处 1 公里甚至更

小范围内的天气预报。

刚刚过去不久的世界气象日，“智慧气象”成

为今年的主题。科技日报记者从南京信息工程

大学获悉，该校信大气象科学技术研究院团队

（南京信大气象科技有限公司）正在使用人工智

能预测天气发展、特别是强对流天气的发生发

展 ，这 套 已 经 在 全 国 多 地 气 象 部 门“ 实 习 ”的

“AlphaWind”（阿尔法风）系统，将更为准确地预

测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

3月 15日，冷空气裹挟八级大风南下，在 19—

20 时之间，南京南部的溧水 1 小时降雨量达 66.3

毫米，为罕见的强度极大的短时强降水过程。“当

天傍晚，‘阿尔法风’系统就已经测算到可能出现

雷暴大风的局部区域，并向气象预报员们发出了

警告。除了南京以外，华东地区特别是江苏上游

的安徽省境内，出现的一系列局部雷暴大风也被

它迅速捕捉，一一标出。”团队带头人苗春生教授

举了个例子。

记者在现场看到了安徽某地即时的气象雷达

图，当图像被输入到构建的卷积神经网格模型中

后，系统快速地标识出了雷暴大风可能发生的红

色区域。“‘阿尔法风’目前主要针对气象预报领域

里的难题——短时强对流天气，包括短时大风、强

降雨、强雷暴等灾害性天气。”苗春生解释，气象行

业利用的原本就是“大数据”，过去，预报员凭借丰

富的经验，结合多年的资料数据进行预测。但对

于关键转折性天气，预报员很难即时反应，这也使

得暴雨、龙卷风、冰雹等极端天气成了气象业务的

关键瓶颈。

团队核心成员、强天气预报专家邵玲玲研究

员从事气象预报工作二十几年，是复杂气象方面

的专家。她告诉记者，多年前，气象预报员遇到

诸如疑似雷暴这样强天气因子时，都是一群人

围在一起讨论、判断，一般要 30 分钟才能基本准

确辨别，经常会空报、漏报，准确率并不高。而

现在，“阿尔法风”人工智能系统不需要针对不

同地区、不同季节的极端天气统计总结出规律

或特征，只要“投喂”历年海量的天气数据记录，

“教”给它各种算法模型，不断纠偏，就可以日进

千里，越来越准确、迅速地对各种极端天气加以

识别。

人工智能不仅保证了气象预报的时效性，未

来还能准确预报 1公里的小尺度超局地天气。该

技术还将在高铁、海洋工程等大型项目上发挥气

象保障作用。团队目前正在和中国高铁总公司进

行合作预研究。“在地形、受力各方面复杂影响下，

如何每隔 10秒、间隔数公里报一次风向风速？这

是过去传统方法不能解决的。”苗春生介绍，“通过

大数据深度挖掘高铁路段资料，我们的预报准确

率目前可达 84%。”除了高铁，智慧气象还可以嵌

入自动驾驶系统。“目前有国际汽车公司希望我们

能够在团雾、道路结冰等恶劣天气下，利用气象大

数据提高自动驾驶的可靠性。”苗春生说。

“阿尔法风”上岗，天气预报或精确到1公里内
好机友

本报记者 张 晔 通讯员 林 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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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杀熟？隐私换便捷？一度被热捧的

大数据挖掘，近日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一些

商家利用大数据挖掘技术“杀熟”被网友亲测证

实；百度董事长兼 CEO 李彦宏一句“中国人对

隐私问题没有那么敏感”，更是让它的处境雪上

加霜。大数据挖掘技术就像一位有了负面新闻

的明星，霎时间光彩暗淡，似乎变成了偷人隐私

的小贼。

《大 数 据 时 代》一 书 畅 销 之 后 的 几 年 ，

大 数 据 虽 不 再 那 么 当 红 ，但 并 未 隐 退 ，它

的 持 续 发 展 已 成 为 人 工 智 能 得 以 实 现 的 基

础 之 一 。

那么，大数据挖掘究竟是怎样的技术？从

诞生发展至今，那些埋头苦干的技术人员又让

它长了哪些本领？面对大数据难以管理的问

题，有没有技术手段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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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打标签的方式建立用户画像，是数据

挖掘常用的一种技术。”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

术研究所多媒体信息处理研究室主任彭宇新教

授解释，建立用户画像就是利用社交网络的信

息，根据用户社会属性、生活习惯和消费行为等

信息，抽象出一个标签化的用户模型，目标是使

机器实现类似于人的“见信如面”的能力。社交

网络数据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机器对人的

“初相见”多是源自于对社交网络数据的挖掘。

标签，通常是通过对用户信息进行分析得

到的高度精炼的特征标识，使得机器方便做信

息提取、聚合分析等处理。标签本身无需再做

过多文本分析等处理工作，这为利用机器提取

标准化信息提供了便利。

“有了标签，计算机就能够自动处理与人相

关 的 信 息 ，能 够 通 过 算 法 、模 型 逐 步‘ 理 解 ’

人。”彭宇新介绍，多个标签共同完成画像，整个

过程可分三步走：一是采集数据，即基于文本的

信息抓取，口语称为“爬数据”；二是用户行为建

模，通过机器学习技术，形成算法模型，判断用

户可能的一些行为；三是可视化展现，把机器运

算出来的结果，通过能让人类理解的方式展现

出来。这三步是多轮调整的，在实际应用中，根

据结果的反馈，以及业务需求，可能进行二次建

模等调整。

整个过程的影响参数是相对多元的，不

同的行为类型，对于标签信息的权重影响也

不同。以应用最广的商品营销为例，比如网

售红酒，如果“购买”权重计为 5，仅“浏览”计

为 1，加上浏览间隔、驻留时长、生活习惯等，

通 过 复 杂 的 算 法 最 终 呈 现 出 一 个 标 签 的 权

重，再形成画像。

基于用户画像技术，大数据挖掘进行分类

和关联规则计算等分析：例如喜欢红酒的用户

有多少，喜欢红酒的人群中，男、女比例是多少，

喜欢红酒的人通常喜欢什么运动品牌等等。

用户画像：机器给人类贴标签

“以前文本信息占主流，现在图像、视频等

多媒体数据铺天盖地而来。”彭宇新说，后者目

前占据大数据的 80%以上。

数据类型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得智能识

别的任务更加艰巨。“管不住”和“用不好”的

问题日益凸显。“机器只能读懂自己的语言。”

彭宇新说，人类世界的所有语言都要转化为

机器理解的语言才能被识别，以前只处理文

本相对简单，而现在要加上复杂的图像、视频

等数据。

“例如，世界上有数千种鸟类，很多种的差

异非常细微，即使是有专业知识的人类也很难

准确辨认，计算机自动识别的难度就更大了。”

彭宇新说，图像、视频内容理解的难点在于如何

进行语义自动识别，这也是他们团队多年攻关

的课题之一，为此团队发明了基于注意力模型

和深度增量学习的识别方法。

注意力模型，顾名思义是让计算机自动定

位图像的显著性区域，以此提高检测精度；深度

增量学习，是指计算机能够利用已经学到的知

识加速对新知识的学习，同时通过动态扩容以

支持新概念的检测。

新模型新算法的发力，帮助机器快速识别

图像、视频的语义信息。彭宇新团队近年来六

次参加国际权威评测 TRECVID 的视频样例搜

索比赛均获第一名，并在与卡内基梅隆大学、牛

津大学、IBM Watson研究中心等参赛队伍的较

量中胜出。其中一个题目就是在 464 个小时的

视频中快速准确地找出所有的伦敦地铁标志，

彭宇新团队仅用了不到 1 秒就成功胜出，获得

第一名。

单媒体信息的分析与识别之上，如何进一

步让机器像人类一样能看、能理解呢？

为达到跨媒体信息融合与一体化分析识别

的目的，项目团队首先把数据按照不同媒体类

型自动分发到对应的分析与识别模块。例如，

对视频镜头进行分割、对关键帧进行提取，然后

分发到镜头检索、片断检索、视频字幕识别等模

块中，对单媒体分析结果进行跨媒体语义关联

分析，实现跨媒体信息的语义协同。“一种常用

的方法是构建第三方空间进行跨媒体关联。”彭

宇新说，“计算机根据我们教它的模型分别为图

像、视频、文本、音频抽取表征，再共同投射到一

个第三方空间中，这样不同媒体的信息就可以

对话了。”

技术的“抽丝剥茧”，让图像、视频中的信息

可以如文本一般精确透明。“我们是瞄着应用去

的，准确率、处理速度都经过多年的优化，已经

可以进行实际应用了。”彭宇新介绍，这项技术

不仅帮助新闻媒体等行业进行数据管理和检

索，还在助力互联网管理部门对大数据进行分

析与监测。

跨媒体智能识别：为计算机装上慧眼

打破信息控制权几乎不可能，但隐私保

护却有个很便捷的方法。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杨义先的《安全简史》中有个形象的比喻，如

果数据在网上“裸奔”，为了不被溯源，最便捷

的安全手段是“把脸捂住”。这就是所谓的

“匿名化处理机制”。

“用户隐私保护的相关规定要求，数据公司

在售卖数据时，需要对数据进行匿名化处理。”北

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赵东岩

说。但为了精准定位、推送服务，匿名化处理可

能被忽视。“精准意味着目标客户群的ID指向，

而不是向群体发送，因此，个性化推送和匿名化

处理在目前的技术中是相互冲突的。”

针对上面的冲突，业界的先行者提出一种

区块链的解决思路。“我称它为 OF ID。”北京

领主科技公司研究人员刘伟泰说，“大数据的本

质是群体研究，但是群体粒度可以细一些，此

外，区块链技术可以授予用户授权的方法。”

不难想象，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创新，会有

更多用于信息安全的技术突破，不是一门心

思用于大数据挖掘，而是也能用于制衡“信息

控制权”。

匿名处理：可预期的隐私保护对策

延伸阅读延伸阅读

据网易智能报道，近日，韩国科学技术院因为与军工企业“韩华

Systems”合作研发自主武器，遭到来自全球 20多个国家的 50多名 AI

学者联名抵制，其中包括 Yoshua Bengio、Geoffrey Hinton 以及南大

计算机系教授周志华。

这 50 多名学者通过新南威尔士大学官网发出一封公开信。他

们担心，韩国科学技术院研发自主武器将会加速 AI 军备竞赛，像这

样的技术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战争加速到来。他们在信中警告，如

果成功研制自主武器，战争速度之快、战争规模之大，将是前所未见

的，也有可能成为恐怖分子的武器。

学者们在公开信中表示，他们将抵制与韩国科学技术院的任何

合作，也不会接待该院派出的访客，并停止所有与该院的接触，直到

该院院长承诺不会研发无需人类操纵的自主武器。

公开信发出后，韩国科学技术院总裁Sung-Chul Shin表示，听到

抵制的消息他感到很难过。“我想重申，韩国科学技术院没有任何意图

参与开发致命的自主武器系统和杀手机器人。”他在一份声明中说。

韩国拟研发“杀人机器人”
周志华等50名学者联名抵制

据网易智能报道，近日，L4 级自动驾驶货运卡车企业图森未来

对外发布基于完全自有车辆的港区内部集装箱卡车车队自动驾驶测

试视频，宣布进入港内集装箱卡车无人驾驶运输市场。

图森未来表示，经过在北方某深水集装箱港口内的无人内集卡

车队保密测试，他们已实现对接现有港机系统及港务系统的无人码

头内集装箱转运车队解决方案，拥有了由干线运输到区域内运输的

整套无人驾驶技术解决方案，目前图森有 5 辆自有自动驾驶卡车在

某港口测试，预计年底达到 25辆。

此外，图森未来透露，目前已有多家港口向他们表达了合作意愿，

希望能积极合作，打造基于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技术的智慧港口。

港口实现无人化
图森将推智慧港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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