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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事

近日，在关于国际禁毒日的一篇报道中，出现

了“AI戒毒瘾”的说法。但文章着墨不多，只说北

京的强制性戒毒所已将人工智能运用于戒毒领

域，大数据交互信息为提升戒毒人员的心理健康

提供了科技支撑。

AI和戒毒怎么扯上关系了？其实，更准确来

说，是用 AI来进行毒瘾渴求度评估。为北京提供

这项服务的，是成立不到两年的望里科技，他们希

望用技术手段探索和学习人类的内心与大脑。人

说出口的话可以经过修饰，但是脑电反应等生理

信号却很忠实。他们要做的，是破译这些复杂信

号构筑成的密码。

毒瘾评估，只是人工智能与心理认知结合的

多项可能应用中的一种。

从生理信号中找规律

毒瘾评估，就是要了解成瘾者在想什么。要

炼成“读心术”，可以从脑电等生理信号中的特异

性标记中找答案。

传统的毒瘾评估主要靠询问。

2015 年，江苏禁毒网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详

尽描述了强制隔离诊断评估实践中的主要困难。

比如戒毒人员矫治积极性不高，诊断评估体系标

准化程度较低，各家评估的内容、方法和标准千差

万别，而实际操作中许多测评指标更是难以客观

量化。

“戒毒人员未必对你讲真话，你不清楚他究竟

处在怎样的状态，怎么进行诊断和矫正？”望里科

技 CEO 李岱介绍，他们采用的方法，是采集戒毒

人员那些没法撒谎的数据——脑电、心率和皮电

信号，用生物指标辅助或替代主观询问。

具体来说，每名戒毒者的数据采集时间约为

15 分钟。他们会戴上虚拟现实头盔，进入一个有

吸毒诱惑的场景，比如纸醉金迷的 KTV，比如有

同伴拿着吸食冰毒的器具在旁怂恿。

给烟瘾者一杯水，他可能内心毫无波动；但给

烟瘾者一支烟，他大脑特定区域的活动可能会显

著增高。你是否渴望，是否享受，程度如何，都可

以从生理信号中一窥端倪。

听起来简单，但采集到的数据会非常多。“和

心电图一样，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波形。”

Peter 是望里科技在硅谷的技术人员。他告

诉科技日报记者，靠人从这些数据中找规律很难，

但机器学习擅长的，恰恰就是从大量数据中提取

客观指标，找到规律。

据望里科技介绍，基于生理大数据的人工智

能毒瘾渴求评估系统已在全国各省、市强制隔离

戒毒所对冰毒戒毒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评估施

测。目前已有 1000 多名甲基苯丙胺（冰毒）成瘾

者和 600 多名正常对照组，以此为基础自建的机

器学习分类模型已具有较好的预测效果，对戒毒

人员毒瘾渴求状态有 87%的判断准确率。

系统会为戒毒者的毒瘾渴求度打分。100 分

代表着极度渴求，这意味着，如果戒毒者暴露在毒

品环境中，他有极高概率想吸。

这些分数，都是给强制戒毒所提供的参考性

数据。

打开精神科领域的“黑匣子”

要做到准确评估，需要数据，但更需要的是具

有信度和效度的数据，于是，它也就需要一个合

理、严谨但又不复杂的实验设计。

李岱强调，他们是个跨学科的科研团队。懂

心理认知，也懂人工智能，是团队的一大优势。将

脑科学、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结合在一起，“背后

是大量的研发和试错”。

除了做毒瘾渴求度评估，他们也在用类似的

方法，做焦虑情绪评估与干预系统，做抑郁辅助诊

断系统等。

“精神科领域像是个黑匣子。”李岱坦言。大

部分生理疾病都有客观生物指标，但心理疾病则

主要依赖主观量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李静教授

在之前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对将人工智能引

入精神科领域给予了肯定：“人们常说‘邮差的腿、

精神科大夫的嘴’，意思是大夫是靠嘴挣钱的。所

以，我们也需要一些客观的生物学指标，这样一项

人工智能技术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Peter 说，人工智能进入心理疾病诊断领域

是顺理成章，在治疗方面，它也能进一步发挥

作用。

对精神科大夫来说，给病人开什么药，常常

靠的是经验。不同医生有自己习惯性的药物组

合，但同样的药物，放在患有同样疾病的不同人

身上，疗效就是不一样。所以医生往往需要试

药。患者服用某种药物一段时间之后，可能需

要再度去往医院，由医生评估要不要换药，怎么

换。但这个评估，同样也靠的是医生问、患者

答，类似疾病的诊疗过程缺乏客观的、具有特异

性敏感性的公认指标。

李岱说，行业从业者都知道传统诊断和治疗

手段的局限性，因此，业内人士也渴望新技术。

Peter 表示，用强化学习的方法，是可以让人

工智能找到最优治疗方案的。

这个道理和训练机器下围棋、打游戏一样。

在围棋中，机器的最终目标是取胜；在治疗方案的

选择中，机器的最终目标是改善病人精神状态。

经过训练，假以时日，机器能够帮忙，让最优治疗

方案“浮出水面”。

“我们无意做替代者，只想给这个传统行业带

来一些新东西，用技术手段辅助医生问诊。”李岱

说，人工智能是对医生的解放，他们可以把更多精

力放在治疗方案的拟定上。

毒瘾评估？用AI翻译“不说谎”的生理信号

本报记者 张盖伦

近日，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出品了一

个“暗黑版AI”，再次将人工智能的黑箱隐忧这

个经久不衰的话题送上热门。据报道，实验室

的三人团队联手创造了一个叫诺曼（Norman）

的人工智能，与希区柯克经典电影《惊魂记》中

的变态旅馆老板诺曼·贝兹同名。

名如其人。诺曼会以负面想法来理解它看

到的图片。例如，一张在一般AI看来只是“树

枝上的一群鸟”的普通图片，在诺曼眼中却是

“一名男子触电致死”。

团队希望通过诺曼的表现提醒世人：用来

教导或训练机器学习算法的数据，会对AI的行

为造成显著影响。AI会成为什么样，有时人类

可能束手无策。

实
习
记
者

崔

爽
诺曼们从哪来？答案首先藏在数据里。

“人工智能识别出的结果不是凭空而

来，是大量训练的结果。如果要训练 AI 某

一方面的能力，比如下棋，就需要收集、清

洗、标记大量数据供机器学习。如果用于

训练的数据不够多，就会造成 AI 学习的不

充分，导致其识别结果的失误。”中科院自

动化研究所研究员王金桥对科技日报记者

表示。数据本身的分布特性，如偏差甚至

偏见，也会被机器“有样学样”。针对诺曼

的表现，创造它的实验室也指出，“当人们

谈论人工智能算法存在偏差和不公平时，

罪魁祸首往往不是算法本身，而是带有偏

差、偏见的数据。因为当前的深度学习方

法依赖大量的训练样本，网络识别的特性

是由样本本身的特性所决定。尽管在训练

模型时使用同样的方法，但使用了

错误或正确的数据集，就会

在图像中看到非常不

一样的东西”。

另 外 是 算 法 本

身的影响。“这可能

是 无 法 完 全 避 免

的，由深度学习算

法本身的缺陷决

定，它存在内在

对抗性。”王金

桥表示，目前

最流行的神经

网络不同于人

脑的生物计算，

模 型 由 数 据 驱

动，和人类的认知不

具有一致性。基于深度

学习的框架,必须通过当前训

练数据拟合到目标函数。在这个

框架之下，如果机器要识别狗，它会通过

狗的眼睛、鼻子、耳朵等局部特征进行可

视化识别，而这些可视化特征却能给想利

用深度学习漏洞的人机会，后者可以通过

伪造数据来欺骗机器。

除了人训练机器的数据本身有偏差以

外，机器通过对抗性神经网络合成的数据

也可能有问题。由于机器不可能“见过”所

有东西（比如识别桌子，机器不可能学习所

有长短宽窄各异的桌子），人也不可能标记

所有数据。如果研究者输入一个随机的噪

音，机器可以向任何方向学习。这是一把

双刃剑，机器也可能合成一些有问题的数

据，学习时间长了，机器就

“跑偏”了。

TA们的偏见就是人类的偏见

1942年，阿西莫夫在短篇小说《环舞》中首次提出著名的机器人三

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因不作为使人类受到伤害；除非违背第

一定律，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除非违背第一及第二定律，机器

人必须保护自己。半个多世纪过去，人工智能在大数据的加持

下迎来爆发式发展。某些专用型人工智能把人类智能甩

在身后，人们开始担忧，机器伤害人类的那一天是不

是不远了。

因此有一种看法很主流——人类训练有意

识、有自我觉知的人工智能是不明智的。开个脑

洞，机器一旦发展出自我意识，要反向攻击人类，

场面或许失控。

前段时间，据路透社报道，韩国科学技术院的人工

智能研发中心正在研发适用于作战指挥、目标追踪和无

人水下交通等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希望在今年年底前研发

出基于人工智能的导弹、潜艇和四轴飞行器。此事引发学术

界的巨大震动，抗议纷至沓来，并最终以院长保证无意于

“杀 手 机 器 人 ”的 研 发 并

重申人类尊严和伦理收

场 。 在 美 国 ，以“ 不 作

恶”为纲的谷歌也因与

国防部的合作协议涉

及“Maven 项目”被推

上 风 口 浪 尖 ，反 对

者普遍认为，识别

结 果 完 全 有 可 能

被 用 于 军 事 用

途 ，比 如 说 精

准 打 击 。 谷

歌 最 终 表

示 终 结 协

议。

相 较 于

舆论环境的忧

心 忡 忡 ，研 究 者 对

“技术向善”普遍乐观。他

们认为把 AI 和“杀人机器”联

系在一起，近乎“捧杀”，夸大 AI

能力之余，也引发不明真相的公众恐慌，无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

环境。

“很多人提到 AI 总是一惊一乍，把 AI 说成超人。我相信人

工智能是能解决问题的，但大家的期待也要在合理范围内。人

和机器各有优势，技术会服务于特定场景，但也不需要把 AI 捧上

天。”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思必驰北京研发院院长初敏博

士忍不住“抱怨”了一下。看来“我们需要怎样的 AI”这一题，大

家都还没有答案。

作恶还是向善，是人类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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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机友

不少科学家以“garbage in, garbage out”来形容“数据和人工智

能的关系”。中科视拓（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CEO 刘昕说：“对机器学

习而言，进什么就出什么。监督学习就是让模型拟合标签，比如训练

者把帅哥都标记成‘渣男’，那么机器看到刘德华，就会认为他是……”谈

到诺曼引发的讨论，刘昕表示：“不需要担心，人类本身就有各种歧视和偏

数据的均衡或可减少“跑偏”

见，用人类生产的数据训练 AI，再批判 AI不够正直良善，这么说有点危

言耸听。”

偏见、刻板印象、歧视都是人类社会的痼疾，有些流于表面，有些深

入社会肌理，无法轻易剥离。在这样的语境中产生的数据，携带着大量

复杂、难以界定、泥沙俱下的观点。如果研究者没有意识到或着手处理

这一问题，机器学习的偏见几乎无解。真正的“公正算法”或许是不存

在的。

据有关媒体报道，在谷歌研究自然语言处理的科学家 Daphne

Luong 表示，正确地校准标签对机器学习来说非常关键，有些数据集

其实并不平衡，像维基百科上的数据，“他”（He）出现的次数远比

“她”（She）要多。

王金桥也着重强调了“数据的均衡”。就算对人来说，不同人秉持

着不同的价值观，但多听多看多受教育可以让人向良好的方向改进。

机器学习也是如此。“训练机器时，要注重数据的均衡，给它更多可靠的

数据。研究团队成员具有多元的学术背景（如吸纳更多社会学、心理学

等领域学者加入）、性别、年龄、价值观，也可以帮助机器学习更加均衡，

减少机器出现偏见、谬误甚至失控的可能。”王金桥说。

“机器学习的模型本身也要有一定的防攻击能力，从技术上防止本

身结构设计的漏洞被攻击，研究者可以使用各种数据攻击机器，训练机

器的反攻击能力。”王金桥说。

人工智能现在有多牛？近日，在主题为“聚焦人工智能，畅享

美好未来”的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第四场全球软件产

业发展高峰论坛上，科大讯飞、京东和阿里巴巴的人工智能技术

相关负责人，分享了 AI 应用落地场景的最新成果。

AI速记员：识别22种方言才稀罕

软博会现场的环形屏幕上，演讲者的发言内容实时显示为字

幕。科大讯飞副总裁李世鹏在演讲中表示，这正是科大讯飞的听

见系统在做实时速记和翻译。

听见系统是一位既“老实”也“不老实”的 AI 速记员。记者在

现场看到，它会将演讲者口语中出现的“嗯”“啊”“这个”“那个”

等语助词如实照写，而不是过滤掉；偶尔会将同音的“攻击”写成

“公积”，大致是没“听懂”演讲者的原意。

“科大讯飞输入法不仅可以实时识别普通话和英语，还能识

别我国 22 种方言。”李世鹏介绍，通过该应用，科大讯飞俘获大批

不会说普通话和英语的“银发”用户群。

他还表示，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有两个新的落地场景。学

习英语口语时，学习者可能无法确定自己的发音是否标准，一

款自动语言考试打分系统可以帮助解决这个烦恼。此外，学生

们的作业和试卷，成为人工智能分析学生知识薄弱点和长处的

“密卷”，老师们可以“对症下药”帮学生答疑解惑，进行有效的

个性化教育。

AI客服：带有情感的回答好温柔

“AI 正在重构零售业的服务体验。”京东 AI 研究院副院长梅

涛说，在未来的购物环境里，消费者可以在任意时间点、任意空间

买到他想要的东西。

接着，他播放了几段视频进行演示。比如不用脱衣也能换装

试衣魔镜，客户站在“镜子”前在线“试衣试妆”。好不好看？魔

镜自带打分系统，通过这种方式，推荐客户适合的服饰、配饰和产

品。另一段视频中，顾客走进一家智慧门店，随即“画像”被捕

捉。梅涛介绍，店员走来时，已经知道你是不是会员、偏好哪类商

品，从而提供精准个性化服务。

京东智能客服已服务上亿客户，“她们”的回复可以说是礼

貌、周到和温柔。你很有可能已经与情感智能 AI 客服接洽过，还

私下感叹这位“小姐姐”性格好好。“因为‘她’能感知用户情绪，

回答问题时还带着情感和同理心。”梅涛说。

AI+万物：正走入我们的生活

人工智能带来大融合时代，一方面与物联网、混合现实、3D

打印、机器人等技术结合；另一方面与城市、农业、工业、工业互

联网、汽车制造、智能家居等垂直领域融合，在物理世界和实体经

济中体现巨大价值。

人工智能能养猪？阿里巴巴副总裁李松介绍：“通过图像识

别技术，可以实现对上百万头猪的百分之百行为监控和识别。”此

外，他表示现在的人工智能结合遥感数据、气象数据，还可以大范

围地解决农业种植业病虫害的问题。

“从城市大脑到工业大脑，再到我们去年年底跟首都机场合

作的航空大脑，也都是产业 AI 融合的方式。”李松说，比如城市大

脑可以做到在火车站或者公共场合辨别可能的犯罪嫌疑人。还

可以 20 秒为单位自动判定高峰期车辆的刮蹭和碰瓷，让巡逻交

警 5 分钟处理冲突。

在他看来，智能化产品将给中国制造业带来极大升级机会。

比如汽车是未来十年最重要的物联网和智能化产品，大量应用大

数据、智能算法推荐技术与移动互联网场景相联动。如果在“淘

票票”上购买一张电影票，上车可以直接导航去电影院，同时推荐

附近餐馆。最新一代的智能联网车上追加了人脸识别功能，驾驶

座上坐的如果不是车主就会预警。

淘宝的天猫精灵智能音箱已经在北京一些养老社区应用，老

人行动不便时“动动嘴”，可以启动房间里的窗帘、电视机，把空

调开到恰当的温度。同样，这种应用将来或许可以在酒店或者家

中使用，成为“懒人”福音。

智能硬件大家族中也有“清新派”。一款“自动跟随行李箱”

让女士在旅行中变得自由自在，它实际上是将智能驾驶识别技术

“下移”到行李箱中。“能直播的烤箱”自动以秒计时将烘焙过程

晒到朋友圈。

欢迎来到AI唤醒的世界
——智能应用落地场景新观察

实习记者 唐 芳

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