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灵奖获得者 Raj Reddy、机器学习之父汤姆·米歇尔、递归神

经网络之父于尔根·施密德胡伯……2019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日前透

露出长长的嘉宾名单，这几位世界级人工智能大咖迅速吸引了行业

人士的目光。记者了解到，相比去年，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论坛

版块将全面升级，展现出更聚焦、更全面的特点。除了隆重的开幕式

和两场高规格主论坛外，还将围绕前沿算法、类脑智能、AI 芯片、无

人驾驶、智能机器人、AI+5G、AI+教育、AI+医疗、AI+工业，以及投融

资等热门课题，推出 10 场主题论坛，同时还会有系列行业论坛和特

色活动。

算法和类脑智能一直都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课题。前不久，

“徐匡迪之问”直击我国人工智能缺乏核心算法的软肋。本次大会特

别设置“机器学习前沿算法主题论坛”，探讨算法更迭如何推动人工

智能落地跃迁等相关课题，邀请国内外科学家、行业专家和企业家共

议，寻找补短板的方法，攻克部分技术难关，推动我国人工智能算法

领域的突破和发展。

类脑智能是人工智能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方向之一。本次大会的

“类脑智能主题论坛”着重其前沿性、原创性、基础性等特征，在搭建

全球前沿研究交流平台的同时，还将发布全球类脑智能领域的突破

性成果，促进国际创新和政产学研战略的深度合作。

在技术落地方面，医疗已经成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最广泛的行

业之一，无论是诊断、治疗，还是早期预防、健康管理、康复疗养等医

疗健康各个场景，人工智能都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本次大会的主

题论坛之一“全球生命健康智能峰会”将着重探讨全球 AI+医疗行业

的发展趋势，解读相关政策法规，寻找行业瓶颈的突破口，推动行业

的发展和进步。

此外，AI芯片主题论坛直击人工智能的核心硬件，无人驾驶、智

能机器人、AI+5G等主题论坛面向不同应用场景，AI+教育、AI+工业

等主题论坛针对行业赋能和产业合作，而投融资主题论坛则侧重于

投资促进等热门领域，展现出广度和深度。

此次大会论坛还特别邀请来自全球的顶尖科学家、行业专家、

著名企业家、国际组织代表、国家和地区政府代表等嘉宾出席并发

表主题演讲。其中包括联合国工发组织总干事李勇、特斯拉 CEO

马斯克等。

沙场点兵
2019世界AI大会广发英雄帖

1949 年版的《三毛流浪记》是新中国成立后

第一部公映的国产电影，经过人工智能（AI）技术

的修复，其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映。据报道，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修复版的《三毛流浪

记》或将于国庆节再次上映。近些年，不少老电影

的修复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比如 2017年上映的

《新不了情》《英雄本色》，2018 年上映的《画魂》

等，吸引了众多怀旧的影迷走进影院。

数字电影出现的时间不过 10 年，在此之前，

绝大多数电影都是胶片所制，而胶片电影的保存

周期仅为 100 年。此外，很多年代久远的电影在

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面临着灰尘堆积、长霉

斑、未能妥善保管等问题，其保存面临着巨大的挑

战。因此，对老电影的修复更得提上日程。现在，

除了普通的人工修复技术外，老电影的修复有了

新玩法。

传统修复耗时又费力

老影视文件是人类的共同遗产，但遗憾的是，

疏忽、磨损以及技术过时导致的销毁，使音像遗产

不断流失。以电影为例，来自 65 个国家超过 130

家电影资料馆的数据统计，电影自诞生以后的平

均存活率只有 10%。

“老电影的修复工作基本上还是对电影进行

逐帧修复和合成，大量的人工操作参与到修复过

程中。在修复过程中，需要以昂贵的软件和硬件

作为基础，同时，还需要熟练的技术人员。这样高

昂的代价大大影响了老电影重新进入市场的速

度。”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丁友东在接受科技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了解，目前老电影修复技术分为物理修复

和数字修复两种，物理修复指的是对胶片本身进

行修理，根据胶片灰尘和污斑的不同性质，使用有

机溶剂、去尘器、超声波等方法处理，然后将胶片

扫描数字化。数字修复涉及到计算机图形图像处

理的相关算法。通常要经过粗修、精修和调色 3

个工序。

丁友东说，数字修复后可以继续数字文档保

存，也可以根据需要转录成胶片。

此 外 ，近 些 年 传 统 电 影 修 复 技 术 也 在 进

步，比如 2D 电影转为 3D，普通的 2K 技术转为

4K 等。

但总体而言，这些传统的修复过程并不容

易。一部影片大概有 12到 15万帧，而这一般需要

师傅一帧一帧进行修复，往往需要十多个人共同

完成，甚至还常常遇到返工的情况。丁友东说：

“这要求修复师们有极高的耐心，并且需要十分的

专注。”

人工智能逐渐占据修复主场

丁友东表示，目前 AI 已应用到各行各业，未

来影视修复的趋势是以 AI 技术驱动修复质量和

效率的提升，从慢条斯理的手工修复到采用新技

术后的快速修复。通过 AI机器学习技术，投入少

量的人力，就能批量完成去噪、去模糊、去划痕、去

闪烁等一系列修复动作。

记者了解到，目前除了传统电影修复机构开

始探索人工智能修复电影技术外，一些互联网企

业，如爱奇艺、优酷、百度等也发挥自身技术优势，

加入到老旧影视作品的修复中，成为老片修复的

新力量。

2006 年，以单机工作室模式修复一部 2 小时

的电影需要数十天甚至数百天的时间；而如今，通

过优酷的异构计算平台，修复一部经典电影到 4K

级只要 1小时。

而爱奇艺团队研发出的 ZoomAI技术也可实

现对老片修复、3D 动画片插帧等，一部 2 小时的

影片，目前利用 ZoomAI 处理只需要 12 小时即可

完成修复增强并上线，而此前人工修复需要 10人

团队近 20天的工作量。

此外，全球最著名的电影修复软件 MTI也推

出了基于 AI 的修复功能，如自动智能抖动修复、

自动智能全局和局部抗闪烁、自动智能划痕修复、

自动智能脏点修复等。

不过，电影修复不光考验技术，更考验审美能

力。在电影修复中，如果一味地将老电影变成现

代质感，反而失了其原汁原味，观众也看得别扭。

老电影修复的最高境界是“修旧如旧”，就是在提

高画质的基础上，保留住老电影本身的味道，如何

提高审美能力，是 AI在未来修复老电影方面发力

的主要方向。

“通过机器学习和大量的训练，AI 已经能够

完成诸如创作不同风格绘画作品的任务，但现

阶段审美力还远低于人类。对于电影作品中表

现出的人类审美和人生境界，在 AI 那里只是数

字化的机器语言，而修复正是属于电影画面和

声音的再创作，需要考虑较高的艺术性，实际应

用中 AI 只能高效和准确地完成 90%的修复工作

量，而剩余的 10%的‘修旧如旧’则需艺术家完

成。”丁友东表示。

留住原汁原味，AI修复老电影还需提升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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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小小的人工智能视觉芯片能做什么？

无人驾驶汽车主动识别并避让行人、摄像头实

时甄别在逃犯……这些影视作品中的情节，或

许不久将可通过基于嵌入式人工智能视觉芯片

的“解决方案”成为现实。

人 工 智 能 芯 片 被 视 为 未 来 人 工 智 能 时

代 的 战 略 制 高 点 。 在 视 觉 感 知 领 域 ，人 工

智 能 视 觉 芯 片 正 逐 步 应 用 于 智 能 手 机 、安

防 监 控 、自 动 驾 驶 、医 疗 成 像 和 智 能 制 造 等

领域。

纵观信息产业发展历程，从个人电脑时代

到移动互联网时代，承载高性能计算的芯片决

定新型计算平台的基础架构和发展生态，并掌

握着产业链最核心的话语权。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钹指出，传统硬件架构

难以满足人工智能时代深度学习的要求，新的

算法需要新的硬件来支撑。同时，芯片的结构

将越来越像“大脑”，类脑芯片、智能芯片等将是

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

“所谓视觉芯片，实际上是一种具有高速图

像采集和实时图像处理功能的片上集成系统芯

片。”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半导体超晶格国

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吴南健介绍说，在日前举

办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成果北京对接会

上，吴南健带领研究团队展示的新型视觉芯片

（Vision Chip）科研成果很是引人注目。

据介绍，这种视觉芯片集成高速图像传感

器和大规模并行图像处理电路，能够模仿人类

视觉系统视觉信息并行处理机制，解决现有视

觉图像系统中数据串行传输和串行处理的速度

限制瓶颈问题。

吴南健解释说，人工视觉的架构分两部分，

类似于人的眼睛和大脑。人的眼睛是一个典型

的图像传感器，能够摄取图像并且进行一些噪

音去除等初级图像处理；人的大脑神经元网络

是一个视觉图像处理系统，具有非常强的对所

摄取的视觉信息进行并行处理的能力。

AI视觉芯片与摄像头的关系是——芯片做

的是大脑，摄像头做的是眼睛。这里就存在一

个问题：大脑该如何控制眼睛？远望智库人工

智能事业部部长、图灵机器人首席战略官谭茗

洲解释道，传统的技术方法是定义一个通信控

制接口，但在视觉应用中这种做法会非常复

杂。人眼的成像是非常聚焦的，只看到关注的

东西。当 AI算法解决了“要看什么”的问题后，

前端成像就有了目标，可以把所有的资源都调

配到关注的对象上，做到“指哪打哪”，也就是取

出噪音的处理过程，可以更高效智能地处理视

觉信息。这种根据 AI 的需求来成像，能解决很

多以前解决不了的问题。

“通常以前处理的方式，是通过摄像头把

信息摄录，传到服务器或云端后，利用服务器

上的显卡进行运算，现在是将视觉芯片嵌入摄

像头，让其本身可以处理信息，做成专用芯片，

如果芯片大批量生产，在价格上会便宜非常

多，极大降低成本。这就是目前这项技术突破

的核心价值。”谭茗洲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指出。

可根据AI需求成像

在我们通常的印象中，一个视力正常的人

可以迅速且毫不费力地感知世界，甚至可以详

细生动地感知整个视觉场景；但其实这只是一

个错觉。

“人类生理视觉有着天然的局限，只有投射

到眼球中心视觉场景的中间部分，我们才能看

比人类视觉更具优势

“以我个人的观点，视觉系统芯片会成为必

然的趋势，就像手机和相机结合成就智能手机

一样，目前在技术上已突破填充率低、分辨率低

和信号干扰严重的难题，将科研成果转化并投

放市场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吴南健表示。

记者了解到，目前基于该技术的产成品已

经试用于一些创新企业，比如在工业产品的自

动化检测领域完全可以使用视觉系统芯片代替

人工检测；在智能监控领域，过去需要将视觉处

理芯片装在具有传感器技术的摄像头上，通过

把数据结构化、再压缩送到数据中心的复杂方

式完成数据传输和计算。

那么，视觉系统芯片如果在未来实现产业

化，其市场空间有多大？据推算，2018 年，图像

传感器的市场规模在 150亿美元左右，虽然其中

120亿美元发生在智能手机领域，但未来发展比

较快的 4 个领域是安防、国防、汽车、医疗，到

2021 年将会迎来 40 亿美元的市场空间，年增长

率约 10%—20%。

“视觉处理器的需求增长会更快，目前该市

场的整体规模（包括硬件、软件、服务）在 170 亿

美元至 180 亿美元，单从硬件来看也占到约 30

亿美元。如果视觉系统芯片可以覆盖 70亿美元

的市场规模，企业在这中间拿到 1%的话，其盈

利空间就已经很大了。”吴南健指出。

近年来，国内外一批新型人工智能企业，依

托人工智能领域技术和算法优势向芯片行业渗

透，加强人工智能芯片基础层研发。从市场格

局来看，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又相互依

存的产业生态。在前端，索尼是图像传感器市

场、生产和技术的领导者，紧随其后的三星和豪

威科技也保持着不错的竞争力；在后端，Mobil-

eye和英伟达（NVIDIA）是提供视觉处理芯片的

主要厂商，在国内该领域的公司有地平线等。

然而，截至目前，尚未有企业实现“图像传

感器+视觉处理器”集成式芯片的大规模量产。

不管是现在的创业企业，还是已经在市场上占

有一定份额的大企业，不是做图像传感器，就是

做后端的视觉处理器。正如吴南健所言，这将

给初创企业带来机会。

未来市场空间巨大

本报记者 华 凌 清楚。比起人眼来，嵌入视觉芯片的机器将具

备相当多的优势，因为可以传感更宽的频谱范

围、更高的清晰度、更宽的视角，其视力远不止

5.0，在夜间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如同 AlphaGo

战胜‘围棋天才’一样，在某些应用场景，其视觉

在准确性、客观性、稳定性等方面都要比人类视

觉更具优势。”谭茗洲指出。

吴南健介绍说，目前，国内外在人工视觉芯

片领域的研究主要是 CMOS图像传感器芯片技

术、并行图像处理技术和 CMOS 集成技术。在

CMOS 图像传感器领域，国际技术水平朝着高

分辨率、宽动态范围、高帧率、高智能化、宽波长

范围和三维成像的方向发展。人工视觉系统芯

片能够完成图像获取和初级（图像滤波）、中级

（特征提取）、高级（特征识别和不规则处理）3个

图像处理步骤。

“视觉芯片关键要解决运行效率和处理 3D

影像这两个问题。以往视觉芯片处理信号面临

的最大问题是因运算量太大导致处理信息速度

低，以及摄取的照片是把三维世界‘压缩’成二

维影像，在一张平面上已分不清物体距离远近、

立体空间形状、空间位置等，而人眼可把这个还

原。”谭茗洲表示。

记者了解到，新型人工智能视觉系统芯片，

是将高速 CMOS 图像传感器、并行信号处理单

元和输出电路集成于单一芯片内，实现实时视

觉芯片系统。将不同功能的技术集成在一个芯

片上有很多优势，实现图像获取和图像信息处

理每秒一千帧的系统速度，可广泛应用于高速

图像处理、快速图像识别解释、高速运动目标的

实时追踪等领域。

谭茗洲指出：“目前，中科院设计的新型

视觉系统芯片理念非常先进，仿照人类视网

膜神经元机制设计，感光对信号的处理方式，

拣取有用的信号进行处理，极大地减少了运

算的体量。”

“在过去一年中，儿童智能产品经历了从强势崛起到疯狂厮杀的

转变，大量低端、同质化产品的涌入让市场的价格及利润体系受到了

巨大冲击，市场亟待创新。”云知声副总裁康恒表示，2019年，标准化

机器人形态的产品将风光不再，行业将呈现出产品形态多样化、碎片

化的趋势，产品的教育属性开始趋于实质化。

在教育机器人这条赛道上，在过去一年中，行业经历了从强势崛

起到迅速衰落的转变，价格及利润体系受到了巨大冲击。未来将何

去何从？在云知声陪伴教育机器人“聪聪”发布现场，科技日报记者

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为何教育机器人市场衰落了？究其原因，康恒认为，市场的衰落

主要有 3 点原因，一是产品价值存疑，是娱乐、教育，还是大杂烩，标

签不明；二是产品同质化，行业门槛的降低吸引了众多入局者，市场

陷入了无序竞争；三是创新偏弱，不管是产品形态还是市场渠道都差

不多。

小先科技 CEO 张意指出，目前早教机器人大多只是简单功能的

堆积，缺少场景化的内容交互以及对产品的深度理解。未来，行业将

趋向注重兴趣培养的儿童启蒙、智能化场景的智慧应用、量身打造的

深度化定制等。

“为此，行业亟待创新。”康恒指出，教育机器人行业需要更专业、

更开放的 AI系统，以及更高价值的产品和内容变现模式。

行业趋冷？
教育机器人亟待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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