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 25日，据外媒报道，欧洲汽车公司 Almo-

tive 在加州的 101 高速公路上成功进行了自动驾

驶汽车试驾。近年来，自动驾驶技术虽然取得了

很大进步，但总是伴随着小风波。作为行业排头

兵的特斯拉、Uber、Google 等公司不时有发生车

祸的新闻爆出。

自动驾驶技术发展的每一步都必须以保障

人身安全为丈量标准，各大汽车厂商不断在车

上增加各种传感器，但却忽略了高精地图精确

制导。

准入门槛高，国内发展存
在局限性

在自动驾驶领域，高精地图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

“高精地图能提前判断位置信息，精确规划行驶

路线；在摄像头看不清或雷达检测不到的地方，可以

实时反馈数据；能准确识别交通标志、标线等上百种

目标，提前做出准确判断和决策。”6月28日，宽凳科

技创始人兼CEO刘骏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记 者 了 解 到 ，在 国 外 ，已 有 Google、Here、

Mobileye等企业涉足高精地图市场，同时，还有不

少自动驾驶解决方案企业、自动驾驶汽车公司也

涉足该领域。而在国内，百度、阿里系的高德、腾

讯系的四维图新都将高精地图作为未来的工作重

心之一。

但是在国内，高精地图的发展还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

刘骏说，高精地图的技术门槛高，需要将二维

图像转换为三维路网，且在专业测量和地图绘制

方面都需要非常专业的技术人员。然而，这样的

人才在中国不足百人。而且，国内研究自动驾驶

的企业很多，这仅有的不足百人的技术力量却分

布在不同企业，要组建成一个专业技术过硬的团

队更是难上加难。

“另一方面，高精地图主要依靠激光雷达的远

程激光测距、毫米波雷达精确测距，以及摄像头的

实时图像识别分析，各种传感器的价值不菲，这导

致每辆测绘车的成本高昂，要布局全国路网，更需

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没有哪家公司可以支

撑如此庞大的一支测绘队伍。”刘骏说。

“国内的高德和四维图新并没有自主知识产

权，其技术来源于国外，仅百度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但这些企业都只使用自己的测绘车队，难以实

现全国路网全覆盖，数据更新方面并无优势。”刘

骏说。

要让车辆“看得懂”，AI自
动识别是关键

制作地图只是完成了 10%的工作，另外 90%

的实力竞争是在数据迭代更新上。但做好前期

10%的基础工作并不轻松，既要保证地图质量与

精准度，还要建立完备的质量保障体系。

前不久，在上海举办的“2018全球智能+新商

业峰会”上，宽凳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TO 冯汉平

展示了他们绘制的“北京市主干道高精地图”。他

表示，要在一年内完成 100 个城市、100 万公里道

路的地图绘制，努力绘制出中国第一张高精地图。

刘骏介绍，在模式上，他们使用相机代替激光

雷达的方式，通过同一位置连续不同的拍照获取图

片，然后运用 AI自动化识别，提取关键数据，形成

绘制地图的基本元素，目前已经能将精度做到 20

厘米以下，满足自动驾驶所使用高精地图的要求。

“通过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我们对地图数据收

集和分析的工作进行深度开发，以车载摄像头监

控到的画面为基础，分析出画面中的车道线、各项

道路标志，以及道路上的基础交通设施，并以此构

建能够让车辆看得懂的高清地图。”刘骏说。目前

这套技术已经可以实现辨别、标记、修改等功能。

通过 AI 的快速识别，快速修改、标注，实现地图

快速生产，快速更新。

刘骏说，他们力图实现全国路网的全覆盖，是

基于“众包”模式，即通过与汽车厂商合作，车辆在

使用地图的同时也将实时反馈道路信息数据，以

此建立新的地图模型，路况出现任何变化均可立

刻更新。

高精地图：为自动驾驶提供精确制导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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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事

好机友

产业界
本报记者 马爱平

据外媒近日报道，Uber 申请了一项很有意

思的人工智能专利：通过机器学习技术来判断

使用 APP 约车的乘客是否处于醉酒状态，然后

为其定制乘车服务，比如让接受过醉酒乘客服

务培训的司机前往接送。

产品未出，专利先行。在技术市场打拼，没

有知识产权做“护身盔甲”万万不行，在竞争日

益白热化的人工智能领域更是如此。想要赢得

AI的明天？得赶紧看看手中有几张知识产权的

筹码。

本报记者 刘园园

“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人工智能领域所包含

的知识产权可以依据产业划分，大致分为三

类。”北京人工智能专利产业创新中心总经理刘

翰伦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刘翰伦告诉记者，第一类属于基础层，也就

是人工智能的底层技术所包含的知识产权。这

类知识产权覆盖硬件和软件，例如芯片、算法、

传感技术等方面最基础的技术。

第二层属于技术层，这类知识产权覆盖将

基础层的技术进行整合后所产生图像识别、语

音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

第三层属于应用层，这类知识产权覆盖的

范围主要是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在具体的行业

或场景中，比如自动驾驶、陪伴机器人、医疗图

像识别等等。

“人工智能企业要进行知识产权布局，可以

从很多方面入手。”刘翰伦介绍，例如从技术角

度可以申请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软件则

可以考虑版权，为产品外观设计申请外观专利，

同时企业的商标在注册后也会受到法律保护。

美国飞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莱昂内尔·拉

维努尔曾在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做讲座时介

绍，如今外观专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人工智

能等技术领域的企业往往重视为其技术申请发

明专利，却忽略保护技术产品的外观专利。实

际上，一架小小的无人机可以申请几十甚至上

百项外观专利。

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保护方式是商业秘

密。刘翰伦介绍，商业秘密需要企业有一整套

的规范对涉及企业经济利益的技术和经营信息

进行保护。在商业秘密遭到侵犯时，可利用法

律手段要求侵害人停止侵害并承担法律责任。

AI领域知识产权层次丰富

这几年国内人工智能领域很火，早些年起

步的人工智能公司迎来春天，新的人工智能创

业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BAT 等互联网公司

也开始争相布局人工智能业务。

从知识产权角度来看，国内人工智能专利

的申请数量也令人欣喜。

据《2018人工智能行业创新情报白皮书》统

计，目前全球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集中在中国、美

国、日本三国，其专利申请量分别为：99264 件、

48870件、31158件（包括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数量第一，整体布局偏弱

在刘翰伦看来，人工智能企业在知识产权

上的布局可折射出企业对知识产权的态度。在

这些方面，国内外都有一些很好的“榜样性”企

业值得学习。

例如 IBM 在 2016年申请了 8088项专利，其

中 2700 多项专利与人工智能与认知计算相关。

英特尔近来对人工智能芯片的关注越来越多，

对人工智能芯片的知识产权布局也比较完整。

国内也有一些做得比较好的企业。刘翰伦

介绍，国内一家机器人领域的创业企业非常重

视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布局，不但在国内申请很

多专利，同时也在国外市场加紧布局。除此之

外，这家企业还非常关注人工智能领域其他专

利的动向，研究其他专利与自己的专利的关系

等等。

“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前期投入，虽然会产生

一定成本，但是换来的是市场竞争力。”刘翰伦

认为，人工智能企业不能仅仅将精力集中在技

术或产品研发上，应对知识产权布局有基本的

认知。而且这种认知不应仅仅是企业法务部门

的事，从企业的管理层到研发人员都应提高相

关意识。

除了尽量提高知识产权的质量，重视在海外

市场知识产权布局以外，专业人士提醒国内人工

智能企业重视应用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手段。

美国飞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姚克实在接受

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非常重视以商业秘密的形式保护自己的知识产

权，例如某项技术由于保密的需要并未公开申

请专利，但可以通过与合作伙伴签约，允许对方

使用该项技术的同时对其保密。

而姚克实在中国观察到的情况是，技术员

工的离职常常会带走企业的技术秘密，甚至对

企业造成巨大损失，原因是企业没有就商业秘

密与员工签订必要的协议。

“这就需要企业尽早建立关于商业秘密的

系统规范，并在企业内部执行。这样在遭受侵

权时，不会毫无防备。”刘翰伦说。

应构建立体化知识产权版图

经过约一个世纪的摸索和尝试，人类科学家才把化学史上的伟

大科学成就——元素周期表整理成当前的形式。现在，美国斯坦福

大学的物理学家开发出一种人工智能程序，只用几个小时就“重新发

现”了元素周期表。

“我们想知道人工智能是否‘智慧’到能独立发现元素周期表。”

项目负责人、斯坦福大学张首晟教授在一份新闻公报中说，“我们的

团队证明了这一点。”

张首晟等人在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报告说，他们基

于谷歌公司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开发出的人工智能程序 Atom2Vec，能

通过分析一个在线数据库中的多种化合物，学会区分不同的原子，整

个学习过程没有人类的干涉。

张首晟解释说，一个词语的特性可从它周围出现的其他单词得

出。例如，单词“国王”经常和“王后”出现在一起，而“男人”经常和“女

人”出现在一起。他们把这个想法应用到原子上，给人工智能程序输

入已知的化合物名称，包括氯化钠、氯化钾和水等。

通过对这些化合物名称的分析，人工智能程序发现，钾和钠有着

类似性质，都可以与卤族元素结合成化合物。“就像‘国王’和‘王后’

很类似一样，钾和钠也是类似的，”张首晟说。 （据新华社）

斯坦福开发AI程序
“重新发现”元素周期表

“闲聊是一回事，真正能通过‘对话’解决

问题是另一回事。”6 月 27 日，智能一点首席运

营官郑俊成表示，团队发布的“萝卜塔智能交

互推荐系统”将人工智能对人类的理解思路从

语义理解更深一步地转化为意图理解，并通过

意图在数据库中获得更契合的产品信息用于

推荐。

要让 AI 剔除无效信息、避开讽刺性语言、直

击问询重点，循循善诱地让人掏钱付账，是如何做

到的？

从单个领域建模和算法入手

“萝卜塔要解决的是垂直行业的售前导购问

题。”胡云华表示，用萝卜塔系统装配的机器人要

在细分领域做到精深，而不是一下子解决所有品

类的咨询问题。

目前，各大电商都推出了自己的 AI 客服，例

如阿里小蜜、京东 JIMI等，但由于“翻来覆去就那

几句话”“很难提供有效帮助”等用户常抱怨的原

因，实际效果不佳。胡云华表示，因此智能一点选

择从一个专业领域来构建“萝卜塔”，让它先就解

决一类实际问题获得经验。

“研发人员主要集中于问题建模和算法优

化 开 展 工 作 。”智 能 一 点 首 席 技 术 官 莫 瑜 表

示，团队首先选择了咨询需求大的母婴领域，

专门构建了该领域的知识图谱，将与不同商品

的关联内容构建为有机整体，而非零散的词，

进一步提高了算法的效率和准确性。在研发

过 程 中 ，团 队 还 构 建 了 AI 训 练 的 完 整 闭 环 反

馈 ，了 解 特 定 用 户 的 喜 好 ，通 过 情 感 、趣 味 的

表达，最终做到投其所好，让 AI 给出精准而讨

喜的回答。

基于用户画像，懂得提问和推荐

“萝卜塔”选择的智能交互实现方案与常规方

案并不相同。郑俊成表示，一般的技术解决方案

基于语义相似度，“萝卜塔”则是进行意图识别。

为此，智能一点团队将很多不同的问题、不同表达

方式但意义相似的话做了高度抽象。“过去要几千

条知识库才能完成响应客户咨询任务，现在只需

200条即可。”郑俊成说。

胡云华介绍，萝卜塔所提供的技术方案是金

字塔型，底层是大家都通用的技术，基于问答的聊

天机器人，在其上构建了“任务机器人”，它是多

轮、主被动结合，懂得给提问者提问，具有意图分

析能力，问题覆盖率也大幅提升。顶端是“推荐机

器人”，它通过历史对话和行为数据，对用户进行

精准画像。

俗话说“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根“萝卜”却能

够通过进一步地训练挪进不同的“坑”中。目前，

从母婴行业“出道”的“萝卜塔”已经通过训练可以

担任珠宝、食品等行业的客服。

AI金牌客服“养成术”

本报记者 张佳星

AI把黑白照片上色成彩色已不是新鲜事，能给视频上色的却不多

见。据量子位报道，谷歌研发了一款“涂色机器人”，会自动给黑白视

频上色。研究人员从彩色视频里截取某一帧作参考，再把所有帧都变

成黑白，他们开发的AI仅仅依靠参考帧的颜色，便可以还原整段视频

的色彩。并且，AI可以自动识别出视频中的人和物体等不同元素。

据介绍，这是一个自我监督的物体追踪模型，研究人员给神经网

络提供的是大量无标记视频数据。模型要学会预测黑白视频中物体

的颜色，最关键的步骤是物体跟踪。从结果上看，该神经网络已然

“自学成才”了。

谷歌有个“涂色机器人”
能自动给黑白视频上色

中国申请的人工智能专利数量妥妥位居第一。

“但国内人工智能企业在知识产权布局上

整体依然偏弱。”刘翰伦说。

刘翰伦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虽然中国机构

或企业申请的人工智能专利数量已处于领先，

但从人工智能知识产权所划分的基础层、技术

层和应用层三个层面来看，中国的人工智能专

利主要集中在应用层，少数位于技术层，基础层

专利凤毛麟角。

这一方面是由于跟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相比，国内在人工智能领域起步较晚，掌握的核

心基础专利自然较少；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内人

工智能企业比较偏向于人工智能应用端的开

发，专利申请自然也向应用层倾斜。

“国内企业往往在一开始比较重视国内市

场，容易忽视在国际市场上的知识产权布局。”

据刘翰伦观察，国内很多人工智能企业的专利

90%以上集中在国内，如果企业的产品只面向国

内市场问题不大，一旦想要走出国门，就会面临

非常大的知识产权风险。

刘翰伦举例说，国内某家著名互联网公司

近年来业务不断向人工智能领域倾斜，虽然目

前该公司即将进入 IPO 阶段，但是迟迟不宣布

它会进入美国市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

知识产权布局上积累不足，一旦进入美国，会面

临严重的知识产权风险。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知识产权做知识产权做““护身盔甲护身盔甲””
才能贏得人工智能未来才能贏得人工智能未来

据遇见人工智能报道，有科学家创造了一个关于沙拉和早餐食

物的预测算法，将于近期在 IEEE 计算机视觉和模式识别会议上发

表。这种机器学习算法是在人们准备沙拉和早餐食品的数小时视频

中受到训练的。现在，当系统识别到有人开始做沙拉时，它可以预测

各种沙拉食谱接下来的制作步骤。

这种算法背后，凝结了科学家设想的一个未来场景：智能家居设

备可以识别你在做什么，并自动介入帮助。但这并不意味着机器已

经发展到了将人的意图识别为有意识的实体的能力。相反，这种机

器学习算法只是学会了根据一个人已经做过的事来预测一个过程的

下一步，而目前，只限于做早餐或沙拉。

人工智能“入侵”厨房
未来能和你一起做早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