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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抡大锤换皮带轮的时代可能真要被它终结了。”作为首个使用

新设备的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辽河油田分公司（以下简称

辽河油田）采油作业一区新九站员工李福贺，近日接受科技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用这套新装置来换皮带轮，就像换盘根一样轻松。”据

了解，该装置获得了“2018年度国家质量管理成果奖”和国家级实用

新型专利。

为了保障抽油机的电动机能够连续高效运转，电动机轴承每半

年至少需要进行一次润滑保养，而保养操作必须将皮带链拔下来才

能完成。传统拔皮带轮方式完全依靠人工“抡大锤”，每次至少需要

2—3 个工人一起配合，近一个小时左右才能完成，操作过程中还存

在着损坏皮带轮和伤人的安全风险。

针对这个情况，辽河油田曙光采油厂技能专家柳转阳的创新工

作室开始研发抽油机电机高效拔轮装置。经过反复试验和调试后，

这套装置成功应用在辽河油田。现在，只需一名工人用 3 分钟左右

时间就可以安全高效完成皮带更换操作。

柳转阳介绍，他们研发的新型装置，是将电动机壳体与皮带轮的

缝隙之间的单点受力改变为多个皮带轮槽同时受力，底部受力部位

与一侧受力点垂直固定连接，这样就可以保证拔轮装置受力时，始终

保持与电机轴心在一条直线上，避免了拔轮过程中危险事故的发

生。同时，绷带式卡瓦可以将拔轮装置固定在皮带轮上，保证一个人

能够独立完成操作。截至目前，他们已加工了 140余套新型装置，采

油站覆盖率达到 100%。 （记者郝晓明）

油田应用新装置
不用再“抡大锤”换皮带轮

狂战士的身体、精致的五官、灵动的眼神，还有与真人

无异的动作和表情，在这个万物开始萌芽的季节里，著名导

演詹姆斯·卡梅隆用计算机动画（CG）打造的电影《阿丽塔：

战斗天使》（以下简称《阿丽塔》）中的女主阿丽塔也开始燃

爆电影界，在无数热爱暴力美学的人们心里扎根发芽。

为打造出心中完美的“战斗天使”，卡梅隆这次启用了

全球顶尖特效公司维塔工作室,并将电影制作中的“动作捕

捉”升级到“表演捕捉”。

那么，什么是“动作捕捉”及“表演捕捉”？CG特效在我

们日常生活中有着哪些体现？CG技术在新时期是否会与

AI有着更多技术方面的融合？

“《阿丽塔》运用了‘表演捕捉’技术，并在人

物形象上将效果发挥到了电影界有史以来的巅

峰。这项技术对 CG 人物的构建堪称颠覆性影

响。”杭州相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相芯科

技）市场总监秦飞表示。

他 指 出 ，在 构 建 CG 人 物 时 ，应 用 的 传 统

技术为“动作捕捉”。人或动物等真实演员穿

着 专 业 的 设 备 ，在 膝 盖 等 运 动 的 关 键 部 位 设

置追踪器，通过捕捉这些点在空间中的位置，

来 还 原 真 实 演 员 的 动 作 。 另 一 方 面 ，多 个 摄

像 机 也 会 从 多 个 角 度 同 步 捕 捉 动 作 ，将 这 些

动作渲染至相应的虚拟形象身上。除阿凡达

外，其他运用该技术的著名角色还包括《猩球

崛 起》中 的 猩 猩 之 王 凯 撒 、《指 环 王》系 列 中

的古鲁姆等。

“表演捕捉，就是在传统的‘动作捕捉’的基

础上，增加了‘表情捕捉’。”秦飞进一步解释，真

实演员表演时要“全副武装”，脸上也做好密密

麻麻的特征点标记，再戴上特制头盔。表演时，

多台摄像机多角度进行同步拍摄，将捕捉到的

数据和制作好的虚拟人物骨骼、皮肤等交融在

一起，形成角色的 CG 模型。

秦飞从专业的角度还原了《阿丽塔》主角的

拍摄过程，首先让阿丽塔扮演者罗莎佩戴设备

按照剧情演一遍，电脑会捕捉到表情和动作的

基本数据；再让罗莎做一项“压力测试”，测试出

肌肉在最大拉伸情况下的极值数据，作为阿丽

塔这个 CG 人物表达各种情绪时动态的算法基

础；最后通过人为调整，使阿丽塔不仅在动作、

表情上更像人，连瞳孔的细微变化也更接近于

真实。相传有一场“阿丽塔吃橘子被酸到”的

戏，特效公司共做了 2000 多种动态效果供导演

挑选。

与普通表演不同，进行“表演捕捉”时演员

要穿戴密密麻麻的连线设备、承受较大的心理

压力，面对着绿幕，甚至很多镜头都是无实物

表演。那么，能否不借助真人表演来呈现 CG

人物的动作和表情呢？

“目前来说，要达到阿丽塔那样的级别，真人

表演是必须的。现有技术虽然可以不需要真人

驱动就让虚拟人物动起来，但电影还要虚拟人

物从整体形象到表情、动作、肢体等都像人，并

在不同的场景中有不同的反应，这涉及到大量

的数据积累及算法优化。”秦飞强调。

真人表演乃CG必需？

如此诱人的特效只能在电影院里欣赏吗？

“电影是工业级的应用，非常讲究精准化，阿

丽塔之所以能如此引人关注，是因为她跨过了‘恐

怖谷效应’，让虚拟人物无限接近于真人，这需要

技术、算法、设备的持续优化升级，并投入大量的

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秦飞表示，电影《阿丽塔》

专属的特效制作团队就超过 800 人，渲染电影启

用了 3万台电脑，渲染总时长达到 4.32亿小时，制

作成本 1.7亿美元，合计耗资 11.5亿人民币。

“但是，既然有‘工业级’技术，自然也有‘民用

级’技术。所谓‘民用级’，追求的就是让普通大众

也能玩转 CG 特效。”秦飞告诉记者，去年底，相芯

科技与浙江大学合作成立了“智能图形计算联合

实验室”，就是旨在进一步打破传统图形软件只有

专业用户才能使用的技术壁垒，让更多普通人也

能体验好莱坞特效。

“聚焦于人脸的 CG 特效，其核心技术包括人

脸检测、人脸跟踪、人脸重建、深度学习、表情动画

等。用普通手机拍摄或输入一张照片，就能生成相

应的虚拟形象，并可实时驱动这一虚拟形象。目

前，基于这些技术，我们已经拥有了美颜美型、智能

贴纸、情绪识别、背景分割、3D动画表情Animoji等

一系列成熟的产品，应用于短视频、直播、社交、游

戏、智能家居、广告营销、新零售、医疗、在线教育等

各个领域。”秦飞说。

“3D 动画表情其实就是《阿丽塔》表情捕捉的

简化版，通过检测人的眼睛、鼻子、嘴巴等特征，用

麦兜、佩奇等将用户的表情展现出来。”秦飞表示，

智能美颜也是CG特效的一种，技术原理也是通过

捕捉用户脸上的特征点在线条、颜色上进行修改。

普通大众也能玩CG特效？

随着技术的日益成熟，CG 的应用将会越来

越广。在 AI 热潮不断攀升的今天，CG 是否也会

上升到另一个高度？

“电影层面，《阿丽塔》的出现可能会引发更多

电影人、特效公司投入到这个领域，而要不断升级

特效，与AI融合是必不可少的。”在秦飞看来，AI是

机器对人类的学习和理解，CG则将AI学习和理解

的东西再还原出来，两者相辅相成、相互成就。

“在民用层面，AI 与 CG 的结合也必不可少，

至于是否会快速发展，能否在更多领域得到广泛

应用，还要看市场的需求有多大以及是否有更多

的人才、资本等涌入其中，不断优化技术的应用。”

秦飞说。

早在 2000 年初，相芯科技的创始团队就开始

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发表了多项与脸部建模相

关的技术，目前已经服务了 400多家国内外客户。

脸部 AI 建模究竟是怎样炼成的？“为了让民

众在日常生活中有着更便捷的体验，我们的脸部

建模技术只依赖于最简单的输入：单张照片，通过

目前主流的深度学习技术，可全自动生成人脸的

完整三维模型。”秦飞表示。

可想而知，二维上升为三维的过程必然困难

重重。“三维物体的重建与二维的视觉分析任务有

着较大差异。”秦飞指出，三维重建相较于二维图

片的特征物理分析、识别，还有空间位置的数据需

求和表达，这对于深度神经网络提出了新的要求；

其次，视觉分析任务侧重点在于“分析”，而三维建

模的侧重点在于“展现”，两者的最终目标有较大

的差异，需要针对性地设计具体算法；最后，AI算

法非常依赖于数据，但三维数据的获取难度远远

大于图片数据：二维照片互联网上数以亿计，但是

三维雕塑的数字模型却很难找到。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相芯科技的研究团队采

用深度传感器采集了很多人的多视角图像，通过

几何处理得到了这些人的三维人脸模型，并配合

适当的拟合优化策略将这些数据扩充到了更大的

范围和尺度；设计了一系列神经网络架构，科学表

达上述复杂三维数据，有了“骨架”和积累的数据

“血肉”，就可以做到全自动生成三维人脸。

“为了适配民用技术的特点，我们在‘展现’

上进一步作出突破，提出‘风格化数字形象’技

术，可以从单张照片生成有本人特征，同时又有

某种艺术风格的三维形象。想象一下，冰雪奇

缘里的公主风格加上用户本身的形象特征，是

不是就可以圆了用户在真实生活中不能实现的

公主梦。”秦飞说。

人脸AI建模怎样“炼成”？

吕苏娟 实习记者 于紫月

PC PORTABLE 台灯有一个郁金香外形的灯罩，并将其机械组件隐匿在时髦简约的底座中。

其光源可根据需求选择向下汇聚或者向外漫射。便携、小巧、防水，使其在室内室外都可以使用。

通过 USB充足电后，它可以持续 10小时之久。

这款台灯可充电也很简约便携

备受瞩目的混动超跑阿斯顿马丁 Valkyrie 详细参数已经正式揭晓。这辆超跑有着强劲的动力，被

外媒称为“可以合法上路的世界最强跑车”。其搭载了 6.5 升 V12 发动机，综合最高功率可达 865 千瓦，

峰值扭矩可达 900焦耳，发动机最高转速可达 11100转/分钟。

可合法上路的世界最强跑车

不只存在于电影不只存在于电影《《阿丽塔阿丽塔》》

CGCG技术技术，，你也可以玩你也可以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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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数码相机中的感光元器件，平板探测器是数字化放射

摄影（DR）设备中最核心的组件，直接影响拍片的清晰度、图像获

取速度等。近日，记者从上海奕瑞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奕瑞光电子）获悉，由该公司牵头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

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非拼接式大面积低剂量闪烁体平板探测器”

项目正式启动。

项目计划投资 1085 万元，将于 2021 年 9 月完成，拟打造全球首

款非拼接式大尺寸高性能氧化物平板探测器，填补国际空白。项目

围绕迁移率 10倍于传统非晶硅的氧化物晶体管对低剂量、高帧率成

像的影响机制及长期稳定性控制原理的科学问题，面向工业及医用

领域，凝练氧化物背板工艺、电路设计、背板与光电二级管集成工艺、

低噪声成像电子技术等核心技术。

奕瑞光电子主要负责项目核心关键部件——非拼接式大面积低

剂量闪烁体平板探测器的开发。“探测器采用了世界领先的氧化物技

术，具有噪声低、高速动态的特点。”奕瑞光电子高级副总经理方志强

博士介绍，如研发成功，将对高端影像治疗 X 射线机、工业 X 射线智

能检测装备研发领域的大规模应用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在平板探

测器关键部件开发的基础上，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负责探测

器在移动式医学 C型臂 X射线机上的示范应用，公安部第一研究所、

重庆日联科技有限公司负责探测器在工业领域的示范应用。

“没有关键零部件，再好的仪器设备仍然只是一个空壳。非拼接

式大面积低剂量闪烁体平板探测器项目是国家关键零部件和关键器

件需要补齐的短板。”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总体专家组副组长欧阳劲松表示，平板探测器不光用于医疗器械中

人体的检测，还将在安检、天然气管道输送、飞机、军舰研发等领域发

挥重要作用。

当前，全球平板探测器生产厂家不到 20家，其中，通过自主研发

掌握核心技术并达成稳定量产的不到 10 家。奕瑞光电子是一家专

注于影像设备核心部件数字化 X线探测器研发及生产的民营高科技

公司，也是目前全球极少数几家同时掌握非晶硅、CMOS、氧化物半

导体三种技术路线的探测器公司之一。

“奕瑞光电子每年研发投入均占营业收入 15%左右，这一投入比

例高于业界平均水平的 3 倍。”奕瑞光电子曹红光董事长介绍，目前

在数字 X 光探测器领域，奕瑞光电子共获得超过百项知识产权登记

和授权，另有超过 100项专利正在申请中，其中大多数为发明专利。

（侯树文 记者王春）

打造DR核心组件
补齐我国仪器设备短板

新型抽油机电机高效拔轮装置 柳转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