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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界

新鲜事

本报记者 雍 黎 通讯员 苏 旸

重型卡车也可以进行个性化定制。近日，重

庆两江新区企业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汽红岩”）加快智能化、数字化转型，

推出 C2B 个性智能定制化平台——“蜘蛛智选”，

在国内重型卡车生产企业中率先实现个性智能的

“数字化造车”，帮助用户实现“所见即所得”，买到

符合自己要求的梦想卡车。

让前端用户有了选择的自由度

据了解，“蜘蛛智选”是基于互联网和云计算

技术，为用户打造定制化产品和服务的平台，用户

只需在该平台上勾选运行工况、运输货物等条件，

或是自由选择动力总成，外观颜色，驾驶室内饰风

格、智能系统，仅需几分钟内，就能创造符合自己

实际需求的车辆配置。

“以前对于卡车的定制是传统订单系统，而现

在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了系统的外接，让前端用

户有了选择的自由度。”上汽红岩市场部副总监

蒋建华介绍，通过大数据，系统能够帮助用户结合

实际运输工况或个性化舒适性需求进行合理化选

购卡车。凭借该平台，原本只出现在旗舰车型上

的顶级配置也能够根据需求，出现在用户自定义

的车型上。

“要在重型卡车生产上实现定制并不容易。”

蒋建华说，相比轿车更多体现舒适性的定制，重型

卡车的定制更要考虑车辆的经济性、承载性、动力

性等，相对更为复杂。通过智能化升级，从用户下

单到交付，他们已经提升了 30%左右的速度，21天

左右即可实现交付。

而这仅是上汽红岩 C2B 模式的第一步。随

着 C2B 模式的不断发展，“蜘蛛智选”的功能也将

拓展至汽车服务领域，从汽车资讯、用户社交到选

车、品车、下订单、买车，再到后续的车辆维护、保

养，都能在该平台上实现。

智能改造机器人上岗效率更高

之所以能够实现卡车的定制，这与上汽红岩

的生产线智能升级离不开。

上汽红岩国六驾驶室焊装生产线改造项目核

心业务——自动化驾驶室地板及总成线已于近日

正式投入使用，并进入量产阶段。

据了解，国六驾驶室焊装生产线改造项目自

2018 年 3 月份启动，2019 年 1 月完成改造后，达成

老生产线兼容国六新产品、焊装驾驶室产能提升

两个主要目的。整条生产线投入机器人 25台，除

人工上料检查外，所有的装配、焊接、转运过程全

部由机器人自动完成。

“自动化改造可大幅度减少人工提升产能，该

条线单班可减少工人 24 人，产能可由 JPH10.8 提

升至 JPH15，这即是说，以前，该条线一个小时能

焊接装配 10.8 台驾驶室，而现在一个小时可以焊

接装配 15 台驾驶室。”上汽红岩驾驶室生产部总

监罗琪霖介绍，机器人的使用不仅提升了生产效

率，而且使装配、焊接的精准度大大提高，品质更

有保证。

虽 说 现 今 汽 车 制 造 业 已 不 乏 机 器 人 的 身

影，但在重卡领域使用整条机器人生产线企业

并不多。

“智能制造是现在制造业升级发展的重要主

攻方向，我们在政府和集团的支持下积极探索，进

行智能改造升级。”上汽红岩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上汽红岩将逐步实现其他装配区域全自动

化的改造，全面推进 2019 年国六新产品研发、制

造在数字化、智能化方面的落地实施。

据了解，两江新区汽车产业正在飞速发展，现

已完成了 8 家车企 370 万台整车、100 万台变速

箱、450 万台发动机、5000 亿元产值的产能布局，

集聚了长安汽车、长安福特、北京现代、上汽通用

五菱、力帆、上汽红岩等知名整车厂以及一批国内

外知名零部件企业，预计到 2020 年，将形成豪华

车、中高级车、小型车、SUV 和专用车搭配合理的

产品结构。

21天，个性化定制重型卡车到手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近日发布新闻公报说，研究人员最新开发出

一款人工智能软件，可预测卵巢癌患者的生存率及其对治疗方案的

反应，比使用传统方法更准确。

这款人工智能软件由帝国理工学院和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研

究人员合作开发。测试中，他们让软件识别 364 名卵巢癌患者的组

织样本和计算机断层扫描数据，软件会基于肿瘤的 4 个特征来评估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并打分。

研究人员将软件的评估结果与传统的血检结果以及医生当前用

来评估病患生存率的打分体系进行对比，结果发现，软件在预测患者

生存率方面的准确度可达到传统方法的 4 倍。此外，软件给出的评

分还与化疗反应、手术效果相关，说明这一指标有助医生更好地预测

患者对治疗方案的反应。

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上。论文通讯作

者、帝国理工学院教授埃里克·阿博亚盖说，这项技术可让医护人员

获取更详细和准确的患者信息，进而为患者提供更好且更有针对性

的治疗方案。

接下来，研究团队计划扩大研究规模，以验证这款软件在预测治

疗效果方面的准确度。 （据新华社）

人工智能助力卵巢癌诊断

新一轮人工智能浪潮风起云涌之类的说

法，近几年已是老生常谈。

为何称其为浪潮？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更新

迭代，并向日益丰富的应用场景渗透，此为表现

之一。另一不可忽略的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国

家和地区将人工智能上升为发展战略，并将其

视作促进经济繁荣、社会福祉、国家安全的重要

筹码。

近日，美国国家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由总

统特朗普签署的《美国人工智能倡议》（Ameri-

can AI Initiative）。该举措为这轮人工智能浪

潮添了新注脚。

特朗普在发表 2019 年国情咨文演讲时，就

强调了对未来尖端产业进行投资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未来尖端产业中怎能少得了人工智能。

美国白宫官网发布消息称，作为人工智能

技术的先驱和领跑者，美国已经从该技术中大

大获益。然而，随着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创新

的节奏加快，美国不能高枕无忧地认为其领先

地位可以得到保证。

特朗普于近日签署的《美国人工智能倡议》

将多管齐下来巩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

地位，包括 5个关键方面：

第一，对人工智能研发资金的投入。引导

联邦机构在对科研任务进行资助时，将人工智

能放在优先位置，关注对人工智能领域高回报、

基础性的研发。

第二，释放人工智能资源。引导联邦机构

为人工智能专家、科研人员和产业提供更多数

据、模型、计算资源。

第三，设置人工智能管理标准。联邦机构

将出台指南，指导人工智能在不同技术和工业

领域的发展和应用。号召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

研究院（NIST）牵头形成相关标准，以发展可

靠、有活力、可信赖、安全、便捷的人工智能系

统。

第四，发展人工智能人才队伍。呼吁联邦

机构优先设立奖励和训练项目，使工人通过多

种途径获得人工智能相关技能。

第五，参与国际合作，保护美国的人工智

能优势。促进形成支持人工智能研发的国际

环境和向美国人工智能产业开放的市场。保

证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与美国的价值观和利

益一致。

美国：多管齐下保证领先地位

英国政府于 2018 年 4 月公布《产业战略：人

工智能部门协议》。在该协议中，英国政府和行

业共允诺对人工智能领域给予 95亿英镑的资金

支持。

《产业战略：人工智能部门协议》提出了

英国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总体

策略。

其中包括：通过在研发、技能和管理创新方

面的投入，使英国成为人工智能和数据驱动创

新领域的全球中心；支持各行各业通过应用人

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技术来提高生产力；设立数

据伦理和创新中心，使英国在安全和符合伦理

地应用数据方面处于领先，增强英国网络安全

能力；通过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以及计算

机教学等领域的投入，帮助人们发展获得岗位

所需技能。

《产业战略：人工智能部门协议》强调了产

业战略的 5 个基础因素：创意、人才、基础设施、

商业环境、场所。

例如，在基础设施方面，投入超过 10亿英镑

来使英国拥有 5G 移动网络和全光纤宽带等世

界一流的数字基础设施。

英国：力争成为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日本在 2016 年初发布《第五期科技基本计

划（2016—2020）》，提出在全世界率先建成“超

智能社会”。而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是

支撑该愿景的关键技术。

2017年3月，日本发布《人工智能技术战略》。

该战略指出了日本人工智能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各个领域对数据驱动的人

工智能进行应用；第二阶段是，实现对人工智能

和数据进行跨领域地公共应用；第三阶段是，通

过连接不同领域来构建人工智能生态系统。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时间分界点大概为

2020 年，而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分界点预期

在 2025年到 2030年之间。

《人工智能技术战略》还从解决日本社会问

题、发展日本经济等角度出发，提出了应该优先

发展的领域，包括社会生产力领域，健康、医疗

和福利领域，交通领域和信息安全领域。

在社会生产力领域，《人工智能技术战略》

提出要通过对生产系统的自动化和优化，对服

务行业效率的提升和优化，以及对商品与服务

需求的对接，来实现用户驱动的高端定制。

在健康、医疗和福利领域，《人工智能技术战

略》提出要通过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使日

本成为医疗保健和社会福利领域的技术领头羊。

此外，《人工智能技术战略》还提出了发展

人工智能高端人才队伍、增强对数据的维护、支

持人工智能创业企业、增进对人工智能的理解

等应对策略。

日本：有所侧重地发展人工智能

美国从资金、数据、人才等 5个方面入手，调

动联邦资源，向人工智能领域倾斜，说明美国确

实发现发展人工智能的必要性，开始去重点关

注这一技术。

除了美国，中国、英国、日本、加拿大等多个国

家也纷纷出台政策，支持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这

再次表明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发展成熟。

人工智能技术在六十多年前就已萌芽，然

而早些年缺乏硬件和数据支撑。如今，硬件的

发展已经可以满足需求，互联网的发展产生了

海量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已具备成熟的条

件。因此，在看到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巨大发

展机遇后，各国开始重点在该领域发力。

目前来看，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领域的竞

争日益激烈。

美国的优势在于，很早就开始发展人工智

能，技术的积累比较早。所以从知识产权的角

度来看，大部分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专利集中

在美国人手里。

而中国的短板是发展人工智能比较晚。这

意味着，中国经常需要在美国人开发的基础技

术之上，进一步进行研发，所以很多人工智能基

础专利难以回避。

中国的优势在于，拥有庞大的数据资源。因

为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十分发达，积累了大量数据，

而数据量越大，则越有利于人工智能的应用。相

比之下，美国和欧洲在个人信息方面有严格的法

律保护，因此对于数据的应用会出现很多阻碍。

总体而言，美国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拥有

优势，而中国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拥有优势。

日本也积累了很多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技术，

欧洲的优势则在于聚集了大量创新型企业。

（刘翰伦 北京人工智能专利产业创新中心
总经理）

这些国家都在这些国家都在““押注押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
本报记者 刘园园

延伸阅读专家点评

此外，该协议还致力于解决公共和私营领

域数据共享所面临的障碍。其中包括，探索数

据共享框架，建立数据信任机制使多方在共享

数据时明确各自的权利和责任，从而保护敏感

信息，使数据的获得更为便捷，并保证各环节可

问责。

近日，新华社联合搜狗公司在京发布全新升级的站立式 AI合成

主播并推出全球首个 AI合成女主播。

对于新推出的 AI合成女主播，项目负责人齐慧杰表示，基于 AI

合成主播更加成熟的技术，结合近期的报道实践，AI 合成女主播的

定制周期大大压缩，播报效果和稳定性显著提升。据介绍，AI 合成

女主播即将在全国两会报道中正式上岗。

此外，被命名为“新小浩”的男性站立式 AI 合成主播，仍然以新

华社主播邱浩为原型，在声音和图像两大引擎上有了较大的优化和

突破。在声音方面，采用领先的波形建模技术生成音频，极大提升了

合成音频的表现力和真实度，使声音更具情感。在图像方面，通过模

型优化及多风格数据的使用，实现更加逼真的表情合成、肢体动作与

语义的恰当匹配以及更加自然的唇动效果。 （据新华社）

AI主播再进化 站立式合成主播亮相

自动化驾驶室地板及总成线正在工作中 受访者提供

据新芒报道，近日麻省理工研发出一款用于记录卡路里 AI 产

品，Coco Nutritionist，简称 Coco。简单来说，使用 Coco，可以快速轻

松地记录用户摄入的食物食谱，并生成卡路里。使用方面，用户只需

说出他们吃了什么，AI就会自动记录营养成分。即通过语音方式说

出你吃了什么，AI会自动语义分析，生成食谱和详细文本信息，这时

需要你配合编辑吃的食物和数量。

然后系统和数据库进行比对，通过另一套 AI分析出各个食物的

营养成分和卡路里。营养数据可视化，生成图标信息，可以一目了然

的掌握和控制管理自己的营养和饮食。

综合说来，看似简单易用的产品，综合了语音识别，图像识别，食物

成分解析，数据可视化等技术。如果把这个产品定义为个人的基于人工

智能的数字助理，也正合适，它可以指导用户走上健康饮食的道路。

AI分析食物成分帮你燃烧卡路里

中国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有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