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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款看起来挺有文化的写稿机器

人上线了。它叫小柯，由中国科学报社和北

京大学科研团队共同研发。

小柯写的不是普通的稿子，而是中文科

学新闻。据介绍，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小

柯以英文论文摘要为基础，能够快速写出中

文科学新闻底稿，然后由专业人士和报社的

编辑进行把关和信息完善，帮助科学家以中

文方式快速获取全球高水平英文论文中的最

新科研进展。

目前小柯的作品已经上线。人工智能的

触角，也在伸向各个领域。

科技日报记者发现，7 月 5 日，小柯机器

人发出第一篇稿子，截至 8 月 22 日记者统计

时，小柯机器人共发稿 415 篇。初期更新时

间距论文发表时间间隔一个月左右，现在可

以做到当天或隔天更新，每天更新几篇到二

十几篇不等。所选论文来自生命科学等领

域，涉及《自然》《细胞》《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等期刊。

记者对照分析了小柯作品《单细胞测序

揭示冠状动脉疾病保护机制》及其英文原

文。新闻中，小柯先对论文主题、研究单位以

及发表期刊进行简单介绍，后接英文原文摘

要的翻译，大致反映原文内容；翻译时会对原

文进行适当的语句简化，同时在对专业词语

的翻译上也使用了如“血管平滑肌细胞”“保

护性纤维帽”等专业表述。

不过，这也不全是小柯的功劳，因为稿件

发出前，还有人工审校这一步骤。北京大学

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万小军团队负

责小柯的系统总体设计与联合技术攻关。

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目前机器翻译系统的

性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所使用的训练数

据，即平行语料。目前的平行语料多为新闻

语料，因此训练得到的机器翻译模型对于日

常新闻的翻译效果较好。但学术文献（比如

生物学术论文）与日常新闻在用词造句等方

面都有较大差别，机器翻译系统对于学术文

献翻译的效果并不理想。

这一次，他们通过融合领域知识进行语

句智能筛选，选择适合大众理解的语句，并基

于语句简化提升语句翻译质量。“英文学术论

文摘要适合专业科研人员阅读，但摘要中的

语句并不都适合写到科学新闻中面向大众传

播，因此需要结合编辑提供的先验知识，采用

计算机算法对语句进行筛选，保留适合进行

大众新闻传播的语句。”万小军说。

小柯：一个尽职的摘要翻译转写者

本报记者 张盖伦 实习生 陆 越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摘要翻译摘要翻译、、论文写作论文写作、、信息检索信息检索、、抄袭检测……抄袭检测……

人工智能延伸科学交流触角人工智能延伸科学交流触角

2019 年 7 月 24 日，《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

作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审议通过。会议指出，在青岛建

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旨在打造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拓展国际物流、现代贸易、双

向投资合作、商旅文化交流等领域合作，更好发挥青岛在

“一带一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和海上合作中的

作用，加强我国同上合组织国家互联互通，着力推动东西

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开放格局。

区位优势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以下简称

上合示范区）实施主体为山东省青岛市，位于国家经济技

术开发区——胶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处在青岛口岸“海、

陆、空、铁”综合交通网络的中心位置，交通便捷，距青岛主

城区约 25 公里，距胶东国际机场约 10 公里，距青岛港约

15公里，距上合示范区青岛多式联运中心约 10公里，距济

青高速铁路约 15公里。

胶东国际机场拥有 110 余条国内航线和 40 余条国际

航线，预计 2025 年旅客人数将达到 3500 万人次、货运量

50万吨。

青岛港 2018 年实现货物吞吐量 4.86 亿吨、集装箱吞

吐量近 1932万标箱。

上合示范区青岛多式联运中心已开通中亚、中蒙、中

欧等国内外班列 16条（6条国际班列、2条国际回程班列、7

条国内班列、1条“胶黄小运转”省内循环班列），初步构建

起“东接日韩亚太、西联中亚欧洲、南通南亚东盟、北达俄

罗斯蒙古”的国际物流大通道。

目标定位

发挥青岛作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主要节点和海

上合作战略支点城市的地理优势，以及青岛口岸海、陆、

空、铁综合交通网络中心位置的交通优势，深度融入“一带

一路”建设，推动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进一步加

强青岛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相关地区间的交流合作，拓

展上合城市朋友圈，把上合示范区建设成国际双边或多边

框架下地方经贸合作样板。

近期目标：围绕建设国际物流中心、现代贸易中心、双

向投资合作中心和商旅文化交流发展中心，打造上合组织

面向亚太市场的出海口，形成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相关

城市交流合作集聚的示范区。

中远期目标：把上合示范区建成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

国相关地区间双向投资贸易制度创新的试验区、企业创业

兴业的聚集区、“一带一路”地方经贸合作的先行区，打造

新时代对外开放新高地。

产业发展

重点发展国际物流、先进制造、生物制药、金融服务

等，构建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产业体

系，着力建成绿色低碳、信息智能、宜业宜居、具有全球竞

争力和影响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相关成果先行先试的

“一带一路”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园区。同时，引导青岛优质

企业走出去，在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建设一批境外加工装

配产业园区和贸易物流园区。

地址：中国·青岛·胶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一路上合

服务中心

电话：0532-85272601、85272622

邮箱：shsfq@qd.shandong.cn

欢迎来上合示范区共谋发展
（本文所有数据均由胶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提

供）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

研发小柯用了半年时间，万小军表示，和

一般写稿机器人相比，一个好的跨语言科技

新闻写稿机器人需要进行两次重要的信息转

换过程：一次是不同语言的转换，将英文文本

转换为中文文本；另一次是语言风格的转换，

将学术型文字表达转换为大众能够接受的通

俗文字表达。“这两次转换都具有较大的挑战

性，目前并没有完全解决。后续还需要进一

步积累数据，调整算法模型，才能取得更好的

效果。”万小军说。

接下来，团队还将继续优化小柯，让它写

出的科学新闻内容更丰富，表达更生动。

当然，翻译撰写科技新闻稿件，只是自然

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技术在学术交流中所能

大显身手的领域之一。

“基本上，只要人类交流和工作过程中涉及

到语言和文字的地方，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都有

可能发挥作用。”万小军说，在科研论文写作过

程中，可以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帮助推荐参

考文献，并自动生成 related work等章节的文

字；业界也有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自动编撰

图书的尝试。“我个人也接触到很多很有意思也

很有挑战的应用需求，但可惜的是不少需求都

无法基于目前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进行实现。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还需要进一步地发展和突

破，我相信在未来将有更多的用武之地。”

中国知网常务副总经理张宏伟长期关注

自然语言处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方面的应

用研究。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在数字出版

和知识服务的全链条中，你都能看到人工智

能和机器学习技术的身影。

人工智能可以对数字出版的选题策划、

协同撰稿、内容编审进行赋能。大数据标注

机器人则能对海量文献信息资源进行 OCR

文字识别，智能版面分析，知识元抽取，自动

分类，自动标引主题，自动生成摘要，自动翻

译，自动标注引用和参考文献。

人们熟悉的论文抄袭检测，同样需要智

能技术。它不是简单的语句重复检测，而是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不只能让机器人写稿

至于在学术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资料索

引，看似简单，也仍然具有技术含量。

张宏伟说，数字出版和数字图书馆的资

源类型非常丰富，有大量文本、图像和音视频

数据，且数据是非结构化的，若想对其进行深

度的挖掘利用，难度不小。

就拿常见的信息检索来说，首先得做到

结果要全，相关度要高；再进阶一步，能不能

用自然语言交互的方式检索；升级一下难度，

用智能问答的方式查找信息，能否直接给出

答案？“要让检索功能变得更贴心，计算机要

‘学会’阅读资料，总结、推理然后回答。它需

要把海量的数据资源变成自己可以理解的知

识库。”张宏伟说。

深度学习等统计方法严重依赖于大样本

数据，然而，现实世界中，很多实际问题仅仅

依靠统计方法是无法解决的，这就需要建立

专门的计算机能理解的知识库，实现真正的

人工智能。但构建知识库，本身是一项极其

艰难且耗时漫长的工作。毕竟，机器和人对

知识的理解方式大相径庭。

张宏伟说，像知网这样的机构正在致力于

深度整合全球知识信息资源，建设世界知识大

数据。也在让文本文献碎片化、网络化，依据

知识使用的场景，采用半自动知识抽取算法来

构建面向垂直领域的知识图谱。2019年知网

陆续推出了一些基于知识图谱的行业智慧应

用产品，如医疗领域的临床智能诊断，法律领

域的智能量刑判案等。

“不过，我们在这些领域刚刚起步。我个

人觉得，还是要少一点浮躁，踏踏实实做一些

基础性的工作。没有知识的支撑，就谈不上

‘智慧’。”在张宏伟看来，知识库和人工智

能，本身就是互相促进、相互赋能的关系。构

建知识库需要人工智能，而人工智能的发展，

也离不开知识库。怎么将人类的知识库转换

成计算机能理解的知识库是人工智能的核心

问题，面临许多困难，需要学术界和产业界共

同努力。

知识库是智慧社会的基础设施

要对文本内容（包括图片、公式、表格等）进行

语 义 索 引 ，“ 看 你 在 思 想 上 有 没 有 抄 袭 别

人”。如果存在不同语言之间的互抄，还需要

动用“机器翻译”。张宏伟表示，初级的语义

抄袭可以由机器揪出来，不过，如果足够有

“心机”，完全用自己的语言“洗”了别人的思

想，对人工智能的技术要求一下就提高了许

多。目前已有利用神经网络模型对文本内容

构建高维度语义索引等新技术出现，不管是

中文还是英文，一律映射到一个统一的语义

空间，实现真正基于内容理解的语义级全文

比对检索。

广广 告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