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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记忆中，有一个蹦跳着顶蘑菇的超级玛丽

吗？这个1985年“出生”，头戴红帽子、身穿蓝色背

带裤的管道工，万万想不到，自己有一天竟会被 AI

操控冒险历程。近日，来自多特蒙德大学、美国西南

大学等学校的六位研究者开发了一款AI，能自动“设

计”海量的超级马里奥关卡，试着让游戏由易入难，

让玩家“沉迷其中”。

那么AI是如何“幕后策划”游戏关卡的？中国

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兴军亮认为，这离不开

对抗生成网络。“设计一个AI关卡产生模型和一个

关卡判别模型，前者试图产生看起来更为真实的虚

拟关卡‘欺骗’后者，后者一直去判别前者是不是

‘真的’，两个模型不断博弈，最后生成的超级马里

奥关卡跟人类设置的关卡越来越像，以至于关卡判

别模型无法判别二者差异。最终学习的结果就是

生成无数个‘可玩性强’的超级马里奥关卡。”

面对砖块、乌龟、蘑菇等图形元素，AI要在每

一个关卡中把图形摆在不同位置，保证关卡从易到

难，利用游戏本身的关卡库组合生成更多的关卡。

“让生成的关卡跟人类设置的关卡很接近，同时达

到额外目标——让人越玩越上瘾，这既是游戏策划

AI的学习目的，也是游戏策划 AI的难点所在。”兴

军亮说，当然这位游戏策划师还不是很完美，比如

生成的一些关卡玩家可以轻松通过，没有太大难

度，而一些关卡特别难，人类根本就玩不了。

不可否认的是，AI游戏策划师的高产令人类

望尘莫及，AI 用算法自动生成关卡，很短时间内

设置 10000 个关卡都没问题，人类每设计一个游

戏关卡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去调试。

利用对抗生成网络去完成一些关于图像生成

的任务已经屡见不鲜，比如生成看起来很真实的虚

拟图片或人脸图像，去掉图像上的斑点、疤痕或者

人脸上的眼镜，把油画变成山水画，甚至将图片中

的男性人脸变成女性人脸等。但是，利用对抗生成

网络去完成基于游戏关卡而生成的新关卡，确实是

一件新鲜事，换句话说，算是一种“清奇”的思路。

“基于游戏关卡探索 AI 认知决策，可能是一

个新的研究探索方向。从机器学习角度，实际上

只是做了一个生成模型或学习算法，本质上还是

从已有数据产生新的数据，从已有关卡产生新的

关卡而已。也许是人工智能太火，才有人把它称

作游戏策划 AI。”兴军亮说，人类制造这类游戏策

划 AI 的难点是，怎么用模型去表示、学习和评估

游戏关卡的效果跟人类设计的关卡的相似度，同

时又极具可玩性。

AI为什么要当脍炙人口的超级马里奥游戏策

划师？兴军亮表示，超级马里奥的游戏元素非常简

单，AI开发者可能是想找个简单的游戏试试效果，

以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AI的认知决策能力。但即

便游戏策划AI在不断完善中可以做好简单的超级

马里奥游戏，也不一定能直接迁移到其他更有利于

验证AI的认知决策能力的复杂游戏中去。

假如AI游戏策划师设计的游戏关卡像人设计

的那样好玩，那么最耗时的一部分游戏策划工作就

有可能交给 AI来做。不过，AI的超级马里奥游戏

尚且设计得踉踉跄跄，估计这一天还有点遥远。

打网游算什么，AI都能策划游戏了

实习记者 唐 芳

在人工智能领域，“懂语言者得天下”是普遍

的共识。其中，可帮助人工智能识别人类语言的

自然语言处理（NLP）被誉为人工智能语言“皇冠

上的明珠”。

当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遇到“要你管

和不要你管”“掉地上和掉地下”“我一把把把把住

了”等中文“绕口令”，“小意思”“意思意思”等多义

词时，及“俺们那疙”“中不中”等方言时，该怎样“听

懂”这些“中文十级”语句呢？日前在成都举办的科

大讯飞未来科栈活动上，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能分词会断句 机器尚在努力

NLP 就是机器让计算机来理解和处理人类

自然语言的技术，它和计算机视觉、语音处理的区

别在于信息处理的类型。

“计算机视觉主要处理图像，语音技术处理声

音，而 NLP 主要是对文字的理解。”云浮科技的创

始人兼 CEO 张文斌说，在人工智能中，语音识别

是耳朵，语音合成是嘴巴，计算机视觉是眼睛，而

NLP 则负责将抽象的文字符号转化为计算机能

理解的语言。

“‘中文十级’的某些语句，人类去理解都有很大

难度，何况是计算机。”张文斌说，在口语和书写上，

汉字往往没有词与词之间的边界，即便机器能够准

确识别文字，但理解它的意思却很难；再比如各种五

花八门的地方口音和方言，也是“绊脚石”。

“自然语言处理一般从最小的语意单位‘词’

开始，即分词算法。这最简单，也最成熟。”张文斌

说，NLP 的算法分为语法级别、句子级别分析

等，其中分词就是将字词切开，让机器明白哪几个

字组成一个词，哪几个词组成一句话，从而理解整

句、整段的意思。但在“分词”实际的应用过程中，

仍有各种问题。

张文斌解释，首先是分词标准不确定、存在歧

义，及新词和实体词困扰等问题。如“乒乓球，拍

卖完了”和“乒乓球拍，卖完了”无论怎么切分都正

确，这就要依赖上下文语境。其次，每年都会涌现

出的网络词汇，“神马”“不明觉厉”“佛系”等原来

不存在的词也需要计算机理解。

听语气判关系 AI有新招

如何让机器读懂上下文语境，从而进一步了

解整段话的含义？

“我们会尝试利用听人类说话时的停顿信息，

作为一种分词算法的辅助。”讯飞翻译业务负责人

翟吉博说。

对于 AI工程师们来说，更重要的是深层次的

算法，如实体识别、属性抽取等。“就是把人名、地

名、机构名等实体识别出来后，再抽取实体之间的

关系，搞清楚不同实体在句子中的不同属性。”张

文斌说，五花八门的算法还有很多，比如情感分

析，分析文本里面蕴藏了什么样的情感，是正面、

负面还是中性的；文档摘要，把长文生成一两百字

简短的摘要等。而基于这些算法层，又可以做很

多 NLP的衍生应用，包括自动问答、机器翻译等。

那如何识别方言呢？在科大讯飞的新款翻译

机设备中，首次推出方言翻译功能，实现河南话、

东北话、粤语等方言互译，或将之翻译成外语。翟

吉博说，针对不同类型方言，机器采用不同翻译流

程——对同属北方方言区的河南话、东北话等，可

先翻译成普通话再翻译成外语；对于粤语等南方

语言，则建立独立的语料库，直接从粤语到外语进

行翻译。“考虑到方言中带有许多地方特色的说

法、语言、词汇，‘雄起’‘中不中’等也可以作为独

立的语料，由机器单独学习。”他说，人工智能的优

势是在自然语言处理方面能够不断从用户处积累

语料，学习新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不断完成自身数

据库和语料库的更新。

“中文十级”难题，AI怎样解读

陶玉祥 本报记者 盛 利

在国内，进入高铁站、在机场过安检、入住

宾馆或到单位签到时使用人脸识别系统已是很

普遍的事了。但奇怪的是，近来国外媒体时有

人脸识别系统患上“脸盲症”的报道。近日，英

国大都会警察局被曝其部署的人脸识别系统准

确率仅达到 2%。而美国民权组织在使用亚马

逊面部识别系统时，扫描所有 535位美国国会议

员的面部照片，结果其中 28 人竟被识别成了罪

犯。如此误差引起了人们的质疑，以及对警方

使用该系统的担忧。

人脸识别是AI技术发展较快、应用较多的一

个领域，国内警方的人脸识别系统屡屡精准识别

逃犯，国外警方的人脸识别准确率为何如此之

低？究竟是评价标准不同，还是技术上真有差别？

人脸识别突飞猛进人脸识别突飞猛进
更要看好更要看好““我们的脸我们的脸””

本报记者 李 禾

对于中外人脸识别效果的巨大差异，航天科

工智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系统总体部专家何东

昌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解释，首先是国外

的国情问题。“有些国家认为，人脸识别存在隐私

问题，甚至对视频监控技术的应用都有一定限

制。”例如在英国，面部识别和追踪技术就曾引发

巨大争议，英国各界甚至发起一项“请警方停止

用摄像头进行面部识别”的抗议活动。类似情况

在美国也有发生，如亚马逊公司利用云计算平

台、人工智能技术帮助警方使用人脸识别技术，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对此提出了抗议。

“国内人脸识别应用已相当广泛，并积累了

相当多的实战经验，在人脸图像采集、预处理以

及特征选取等方面的工程优化也做得很好。”何

东昌说，除国情外，在国际上我国的人脸识别技

术确实发展比较快。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组织的人脸识

别算法测试 FRVT 2018 结果显示，我国公司再

度摘得桂冠。该测试以评测标准的严谨性、一

致性和全面性著称。在测试中，我国的人脸识

别算法在千万分之一的误报下达到识别准确率

95.5%，成为当时全球业界在此项指标下的最好

水平。

清华大学媒体大数据认知计算研究中心主任

王生进教授说，当前人脸识别有三种应用模式：1∶

1人脸识别、1∶N人脸识别、M∶N动态布控。

1∶1 识别的本质是计算机对当前人脸与人

像数据库进行快速人脸比对，并得出是否匹配

的过程，“刷脸”登机、验票、支付都属此类；1∶N

是在海量的人像数据库中找出当前用户的人脸

数据并进行匹配，即从 N 个人脸中找出 1 个目

标；M∶N 是通过计算机对场景内所有人进行面

部识别，并与人像数据库进行动态人脸比对，能

应用于黑名单监控、VIP 客户管理系统、校园人

脸识别系统等多种场景。

“英国警局出现的情况，也未必是识别准确

率低。可能是在特定环境下，采集的图片不够

理想，或是 M∶N 的人脸识别，为达到更高的检

出率和检测速度，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准确

度。”何东昌说。

隐私忧虑或限制技术发展

在信息即价值的时代，个人隐私信息的商

业价值日益凸显。在人脸识别技术火爆的同

时，社会上出现了是否会侵犯隐私，人脸是否

能被“假冒”的担忧和质疑。对此，何东昌认

为，目前国内，从消费电子领域到安保、网络支

付、金融等领域都在逐步引入人脸识别，但新

技术有“双刃剑”属性，应防范其中潜藏的安全

隐患。

特别是在“刷脸”过程中，用户的姓名、性

别、年龄、职业，甚至用户在不同情境状态下的

情绪等大量信息都被采集并储存。这些信息如

果得不到妥善保管而被泄露，用户个人隐私就

处在“裸奔”状态。“因此，面对刷脸产生的个人

隐私问题，我们必须多角度共同保护。目前在

人脸识别技术领域，我国尚无相应的安全监管

机制，应及早未雨绸缪，预先防范。”何东昌说。

微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布拉德·史密斯也

在其博文中表示：“考虑到这项技术被滥用的可

能性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政府在人脸识别方面

的立法似乎显得尤为重要。”

“看好我们的脸”，公民应多一些戒备与防

范意识，企业多一些技术层面的保障措施，监

管也须及时跟进。业内人士也建议，政府应从

管理者角度，通过立法方式强化面部识别领域

保护“刷脸”信息需多管齐下

的监管力度，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相关行

业、企业应提升应用软件等载体及储存设备的

安全技术水平，提升网络安全意识，避免公民

隐私信息泄露或遭非法转卖；非必要的隐私数

据不应采集。当前，人脸识别技术的开发仍有

巨大拓展空间，国家有必要在数据共享和开放

上加大引导力度，促进技术发展。另一方面，

人脸识别技术在逐渐走向成熟，应用将越来越

多，识别技术的各类标准，特别是保护公民隐

私的标准应尽快出台；相关行业及企业需担负

起社会责任，主动积极地规范行业标准，自觉

维护采集、储存的公民隐私数据安全等。

目前，国内外人脸识别技术发展速度加快，
技术路径也比较多。何东昌介绍说，主流的人
脸识别技术基本上可归结为五类。

其中，基于模板匹配方法是将待处理的人脸
图像直接与数据库中所有模板进行匹配，选取匹
配最相似的模板图像作为待处理图像的分类。不
过，由于数据库中每个人的模板图片数量有限，不
可能涵盖现实中所有的复杂情况，简单的模板匹
配只利用了相关信息，对背景、光照、表情等非相
关信息非常敏感。因此，该方法只适用于理想条
件下的人脸识别，并不适合应用于实际场景。

基于几何特征的方法，即人的面部有形状和
大小都不相同的部件，如鼻子和嘴巴等。通过对
这些部件形状的对比、部件间位置的检测，从而实
现人脸识别。与基于模板匹配方法相似，形状、距
离等信息并不能表达出图像中的姿态、表情等非

线性因素，导致该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较低。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方法直接使用图像像

素点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入，通过模拟人脑神经
元工作机制，可学习到其他方法难以实现的隐
性人脸特征表示。而且神经网络拥有非线性激
活函数，使得网络对人脸图像中的非线性因素
和关系有一定的表达能力。

基于稀疏表示的人脸识别方法中，稀疏表
示用的“字典”直接由训练所用的全部图像构
成，无需经字典学习。

最后一种是基于深度学习的人脸识别方
法。其核心内容是逐层训练的网络结构，每层
使用的是自编码神经网络，自编码神经网络主
要包括对数据编码和解码两部分内容。通过编
码、解码实现对输入数据的无监督学习，辨识能
力随数据增长逐步提高。

人脸识别技术知多少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个国际研究团队日前利用人工

智能技术，实现通过观察眼球运动来判断性格。

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和南澳大利亚大学

等机构的研究人员使用了最先进的机器学习算法，用来证明性格和

眼球运动之间的关系。他们跟踪调查了 42 名受试对象在日常生活

中的眼球运动情况，并随后使用调查问卷来评估这些人的性格特征。

结果发现，眼球运动能显示一个人是否善于交际、小心谨慎或充

满好奇心，而算法软件能够可靠地识别出“大五人格”中的 4种：神经

质、外向性、宜人性和尽责性。“大五人格理论”指的是心理学家发现

有五种特质可以涵盖人格描述的所有方面，分别是外向性、宜人性、

尽责性、神经质和开放性。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研究跟踪评估的是受试对象在日常生活中

的视觉运动，而不是在实验室中严格受控下的视觉运动，因此提供的

结果更加接近实际。研究报告发表在新一期瑞士《人类神经科学前

沿》杂志上。 （据新华社）

用人工智能观察眼球运动
可判断人类性格

据国外媒体报道，由马斯克创办的非盈利性人工智能组织

Open AI近日展示了一项新的研究成果：让机械手像人手一样精准

地操纵物体。

这套名为 Dactyl的机械手系统能够按照指令要求，轻松完成转

动立方体的动作，像人手“盘核桃”一样灵活。它之所以能实现如此

复杂精妙的指尖操作，和 Open AI使用的强化学习算法有关系。他

们让机器在虚拟环境中自我学习，在训练过程中增加大量随机事件，

让 AI在这个过程中自己领悟出完成任务的诀窍。首先，他们会教导

机械手按照指令，将六面立方体中的正确颜色翻转出来；然后开始改

变周围环境的灯光，以及立方体的颜色、重量和纹理等；甚至还会改

变训练过程中的重力环境因素。这种虚拟环境的训练模式不会耗费

现实世界的时间。目前 Dactyl 已积累了大约 100 年的训练经验，但

这个过程只相当于现实世界中的 50小时。

Open AI用强化学习算法
教会机械手“盘核桃”

一般认为，大脑对可视目标的识别过程分为两部分：视觉属性和

语义属性，即目标“像什么”和“是什么”。过去，人们对这两部分一般

是分开研究的。据新智元报道，近日，剑桥大学研究人员利用计算机

视觉的标准深度神经网络AlexNet，可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并探寻它

们之间的信息交互和映射关系。该研究最近发表在《科学报告》上。

研究团队使用新方法研究大脑对目标的识别过程，该方法结合了

深度神经网络与吸引子网络语义模型。与之前的大多数研究相比，这一

识别技术既考虑了视觉信息，也考虑了关于被识别目标的概念知识。

新技术已经在 16 名志愿者的神经影像数据上进行了测试。与

传统的深度神经网络视觉模型相比，新方法能够识别与视觉和语义

处理相关的不同脑区。“这项研究最关键的发现是，通过考虑物体的

视觉和语义属性，可以更好地模拟物体识别过程中的大脑活动，这可

以通过计算建模的方法捕获。”研究人员表示。

剑桥构建“视觉语义大脑”
兼顾视觉信息和语义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