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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智能

“都说数据是人工智能（AI）时代的石油，我

们的工作就是把原油炼成汽油。”

“我们就像一个‘幼教’，教 AI 更好地认识

数据。”

……

聊起数据标注师这份职业，“90 后”李宇龙显

得格外兴奋。虽然从业仅 4 年，但他已经是一名

资深的数据标注师。

数据标注师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而出现的

新职业。人工智能练习认知需要大量经过标注的

数据，数据标注工作最早由 AI 工程师完成，随着

人工智能所需数据量的不断增加，数据标注逐渐

独立成为新的工种。

“数据标注有时候就像玩游戏。”李宇龙最近

正做一个自动驾驶的数据标注项目，工作内容是

对照一张 2D 街景照片，在相应的 3D 点云图上框

选打点。

“你看，把汽车框起来，都打成白色的点，就代

表这是一个障碍物。”随着鼠标快速滑动，屏幕上

的点云图不断翻转，一个个针尖大的数据点被标

注在图中不同物体上——蓝色是路面、绿色是绿

植、红色是路沿、白色是障碍物。

李宇龙说，像这样一张普通的点云图，大约要

标注 18万个点，一个熟练的数据标注师只用半个

多小时就能完成，“这样算下来，一天标 200 万个

点不成问题”。

李宇龙原本在一家印制电路板的外资企业工

作，偶然机会下接触了数据标注行业，便投身其

中。他说，与传统产业相比，这份职业有种“科幻

感”：传统行业的原料、产品都看得见、摸得着，而

数据标注师只需要一台电脑、一根网线，原料是数

据，产品也是数据。

然而，这份“科幻”的职业却实实在在地改变

着现实生活。自动驾驶、人脸支付、智慧医疗、智

能家居……人工智能正在给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

便利，这背后都有着数据标注师的功劳。

“虽然我们从事的是人工智能领域最基础的

工作，却经常能体会到价值感。”李宇龙说，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他和同事做了一个医疗项目，是在肺

部 CT 片上标注病灶数据，以提高人工智能对病

毒的识别能力。“平常医生看一张 CT 片需要几分

钟，如果用改进后的人工智能算法作为辅助，几秒

钟就能初步判断一张 CT上是否存在疑似病毒。”

从事数据标注需要每天对着电脑，不免让人

觉得枯燥。但李宇龙却说，数据标注为他打开了

更大的世界，因为经常接触不同的项目，每个项目

涉及的领域也不同，会经常带来新鲜感。

“更重要的是，这会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行业。”

李宇龙说，随着人工智能进入越来越多的行业领

域，对数据标注的需求会更多、要求也会更高，数

据标注行业的前景无限。

如今，仅李宇龙所在的百度（山西）人工智能

基础数据产业基地，就有 35 家数据标注企业、

2300 多名数据标注师。百度智能云数据众包则

拥有超过 5 万名线下采集员，超过 2000 万名众包

互联网用户。

“每当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回答数据标注师

的时候，对方的脸上总是写满了问号。”李宇龙说，

期待有越来越多人了解这个行业，“希望有一天，

大家提起数据标注师，就像提起教师、医生一样。”

一天在屏幕上标 200万个点

数据标注师：我们就像AI的“幼儿教师”
新华社记者 马晓媛 梁晓飞

新华社讯（记者齐中熙）记者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获悉，近

日，由中铁十八局集团等单位参建的广西南宁轨道交通 5 号线全自

动地铁车辆基地建成并投入使用。这是广西首个无人驾驶轨道交通

车辆基地。

据中铁建北部湾公司南宁地铁 5 号线指挥长李小平介绍，该基

地总建筑面积 15.03 万平方米，共铺设轨道 51 条。基地主要运用智

能化、信息化、生态化等新技术，实现列车无人驾驶和车站机电设备

的节能运行，大幅降低系统整体能耗和人力成本，提升运转效率。

李小平说，作为轨道交通的“神经中枢”，全自动驾驶作业综合管

理系统全面提升了该基地的人工智能化水平，对推动广西轨道交通

向智能化、生态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带动作用。

广西首个无人驾驶

轨道交通车辆基地建成

围棋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前，世界冠军时越九段每盘棋之后，最困

扰的是如何找出输赢的关键。

“常常一盘棋不知道输在哪，或者是在哪个地方走错了，我如何

能够去找出自己的问题所在，这个是 AI出来之前我一直很有困扰的

地方，有时候赢棋也不知道怎么赢的。”时越说。

自2006年在全国围棋甲级联赛首秀起，到如今正在进行的2020新

赛季，时越在围甲留下了293战182胜的战绩。“我肯定希望能够下得更

长久一点，”时越说，“希望能够去探知这个棋盘里面更多的东西。”

人工智能的出现让时越的探知过程中，在棋盘上发现了更多的

可能。

“很多招法以前大家认为是很必然的一种想法，现在思路打开

了，很多招法不像以前的固有定式，不是说这个局部下完一定要把它

定型。现在 AI就是很多招法是按这个全局（的考虑）来的，在一个局

部下没有一个固定的招。这个是一个认识上的提升。”

如果以目数来算，时越认为棋手们比人工智能时代之前，实力普

遍“能长个三四目棋”。“比如说现在的我和以前的我下，现在可能布

局就会便宜不少。以前的招法以现在的认识来看，就有局限性了。

现在大家肯定都涨棋了，自己的棋理能够涨，就是对棋的理解能够提

升一个台阶。”

日本围棋大师藤泽秀行曾言：“棋道一百 我只知七”。在人工智

能时代到来之后，大家意识到这并不完全是谦辞，时越甚至认为人对

围棋的认知还到不了百分之七。

当如今的 AI能让先甚至让两子击败人类顶尖高手，每一步棋都

能通过 AI的精确计算反应在胜率的变化上，是否意味着人工智能已

能找到对弈中的最优解？

时越认为还远远达不到，“围棋的变化太多了。电脑其实只是比

我们强，但是他远远到不了说把围棋里面的所有变化都给解析出来

的。AI的训练和算法越多，可能水平越高，但距离围棋上帝、绝对真

理还是很遥远的。”

“比如比赛中盘，不可能用 AI把所有变化都去算清，布局可能大

家都差不多，主要是拼中盘，中盘的战斗力是实打实的个人水平，比

的就是大家各自对棋的不同理解。”

这位曾经的中国围棋第一人已年近 30，他对围棋的理解，也已

经从比赛胜负延伸至生活之中。

“万物都是有联系的，我是觉得围棋能够指导我的生活。比如，

可能见到某一个棋形或者某一个局面下的一手棋，结合到生活中会

有感触，互相印证。围棋没有绝对的正解，你会觉得这个时候，这步

棋当前是合适的。在生活中遇到一些事，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处

理方式？围棋中很多种局面下的不同的选择，就能映射出这个人在

生活中的样子或者他的一种风格。”

“一些围棋爱好者他不希望出现有一个标准答案式的东西，我认为

这步就是最好的，你不要跟我讲AI怎么下，我第一步喜欢下天元，虽然你

告诉我胜率跌了，但无所谓，我也不在乎。其实这个状态也挺好。”

时越：

棋手与AI正在“教学相长”

新华社记者 王浩宇 王镜宇

近年来，随着技术日益进步，天文学研究中

产生了海量数据。天文学家要想从郭守敬望远

镜、“中国天眼”FAST、LSST大型综合巡天望远镜

等遍布世界的大型望远镜捕获的海量数据中找

出有价值的信息以资研究，无异于大海捞针。

如何高效地处理这些数据，已成为现代天

文学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由于人工智能在海

量数据分析和处理方面所具有的突出优势，它

也很自然地走入了天文学家的视野。

日前，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丽江天文观

测站龙潜研究员与云南大学中国西南天文研究

所宇宙学研究组尔欣中教授团队合作，利用人

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方法，发现了 38 个新的强引

力透镜候选体，为研究天体物理学问题提供了

新的可靠的“宇宙探针”候选体。英国《皇家天

文学会月刊》发表了这项研究成果。

本报记者 赵汉斌 通讯员 陈 艳

随着下一代大规模测光巡天项目的开展，

人们期待发现数以万计的强引力透镜系统。但

如何在海量天体图像中快速地找到强引力透镜

候选体？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给人类

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以 2009年发射升空的世界首个用于探测太

阳系外类地行星的飞行器开普勒太空望远镜为

例，仅在起初 3 年半的任务期内，就监控了超过

15 万个恒星系统，同时也产生了海量数据。这

些数据通常要经由计算机处理，但当计算机识

别出一定的信号时，又必须依靠人类分析，判断

其是否是行星轨道所产生的，这项巨大的筛查

工作单靠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科学

家或科学小组，是无法有效完成的。

“如此大的数据量，人工分析在很多时候已

经达不到所需要的速度。借助人工智能的优

势，我们可以极大地提升对数据的分析速率。”

龙潜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人工智能展现出来

的效率和准确性远高于传统方法。

龙潜研究员长期从事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方面

的研究。近期，他与尔欣中教授团队合作，构建并

训练了一个卷积神经网络，用来寻找强引力透镜

系统。他们把这个网络应用到欧洲南方天文台

2.6米巡天望远镜（VST）千平方度巡天数据，并找

到了38个新的强引力透镜候选体。此次构建的神

经网络，也可应用于其他大型望远镜的巡天数据。

“在这项工作中，我们用计算机分别模拟了

强引力透镜图像和非强引力透镜图像，从而来

训练计算机。我们发现，在准备训练计算机的

图像时，非强引力透镜图像比强引力透镜更加

重要。”尔欣中说，开始的分析中，他们使用简单

的规则星系图像作为非强引力透镜训练样本，

发现结果正确率非常低。只有把各种可能的非

引力透镜图像都考虑进来之后，才能得到比较

好的结果。

“这就像在教电脑认识什么是狗的时候，还

要告诉它猫、羊、牛等都不是狗。而如果你只告

诉它猫不是狗，电脑有非常大的概率把羊、牛认

成狗。”龙潜说，目前利用机器学习来对天文学中

各种天体分类已经非常普遍，最简单的是把恒星

和星系分开，或者把不同行态的星系进行分类，

以及利用星系的多重颜色来估计星系的距离等。

天文观测产生海量数据
用机器学习给天体分类已十分普遍

人眼看强引力透镜系统的图像，最快就是

每秒钟看一张图。而计算机每秒钟可以识别

成千上万张图片。

龙潜研究员和尔欣中教授团队此番训练的

每秒可识别上万张照片
新型神经网络便于实时修改、训练和测试

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可以充分利用 GPU 进行并

行加速，通过装备更多或更强的 GPU，系统可以

根据实际需要极大提升搜索速度和效率。

“这个神经网络的训练，主要使用模拟数

据，只使用了很少的人工标注数据，由于模拟数

据可以任意生成，因此多样性远大于人工标注

数据，进一步根据数据的特点调节训练参数和

训练算法，使神经网络的泛化能力得到了极大

的提高。”龙潜说，此外，研究人员使用新型科学

计算语言 Julia 完全自定义网络结构，由于 Julia

语言兼具速度和灵活性，使得神经网络在 CPU

和 GPU 上都有良好的性能，并且可以任意切

换，因此非常有利于研究人员实时修改、训练和

测试。

“我们还通过对引力透镜数据的研究，定制

了有针对性的小型网络，有效地抑制了过拟合

现象，同时实验证明该网络具有与大型网络相

似的准确率。相比大型网络，小型网络在普通

计算机终端就可以训练和测试，不需要依赖大

型 GPU 集群，这为天文工作者使用和改进网络

提供了便利。”龙潜说。

目前，随着技术与装备水平快速发展，人

工智能在天文学上的应用还会越来越多。“我

们计划对一些变源的多波段光变曲线来进行

机器的快速分类，这样在实施大样本巡天的

时候，电脑可以自动对所发现的变源进行筛

选，并对我们感兴趣的天体做出提示，以便进

一步开展后续研究工作。”尔欣中说，正因为

人工智能的帮助，天文研究者得以从耗时单

调的数据筛查分析中解脱出来，当人力“大海

捞针”难以招架之日，正是人工智能大显身手

之时。

延伸阅读延伸阅读

帮天文学家帮天文学家““大海捞针大海捞针””
人工智能有了新办法人工智能有了新办法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未来科技城举办2020生命健康未来
峰会暨中国（杭州）数字·健康小镇开园仪式。

小镇重点布局基于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技术赋能的生命健康
产业，规划面积 3.2平方公里，此次开园的小镇启动区块共 10栋建
筑，包含小镇客厅、企业研发总部、成果转化区、商业配套等。

图为在中国（杭州）数字·健康小镇的成果转化区，嘉宾在了解一
套染色体人工智能诊断系统。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数字·健康小镇开园

27岁的白莹莹是初中学历，她从来没有想过，

工作会和“高大上”的人工智能沾上边儿。在陕西省

榆林市清涧县城一栋办公楼的大平面，白莹莹坐在

电脑前，鼠标“咔哒”几下，一个选项标注完成。曾有

人问她做什么工作，她回答“我是机器人的老师”。

其实，白莹莹是“机器人饲养员”，又名人工智

能训练师，这是一个“国家认定”的新职业。

白莹莹的家在清涧县双庙河乡安家畔村，作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她和丈夫曾经去煤矿打过工，

卖过菜……她也很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生活。

2019年 12月，清涧县从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协调

引进“AI豆计划”人工智能产业扶贫孵化项目，成

立了县政府直属国有企业——清涧县爱豆科技有

限公司，并开始招兵买马。

白莹莹一直认为“高大上”的人工智能“无所

不知”。上班后才知道，人工智能之所以“聪明”是

因为背后有许多像她这样的“老师”在手把手地训

练它。比如，人工智能进行垃圾分类，用手机扫一

扫某种垃圾，软件就能自动识别并帮助人们进行

分类。其实，这背后是“机器人饲养员”们对玻璃、

塑料、纸袋、调料罐等各类垃圾的图片进行分类标

注后，人工智能垃圾分类模型才能不断提升识别

的准确率，做好垃圾分类。

工作 8 个多月，白莹莹平均每月收入 2000 多

元，最高一个月还拿到了 3700 元。其实，在清涧

县爱豆科技有限公司的 113 名员工中，像白莹莹

一样的困难群众有 65人，他们因从事人工智能数

据标注工作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同时，这一新

兴产业还吸引了不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工作。

清涧县爱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鱼涛说，人

工智能数据标注工作做得好、做得多就赚得多。

目前公司员工的平均月薪超过了 3000 元。“他们

可能并不懂人工智能，但他们知道，人工智能可以

帮他们实现梦想。”

山村里的他们，成了“机器人饲养员”

延伸阅读相关链接

新华社记者 梁爱平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近日，由英国华威大学的大卫·阿姆斯特朗

（David Armstrong）领导的研究团队开发了一项

新的机器学习算法，可以从 NASA 的旧数据中

识别出系外行星——即太阳系外的行星。该团

队已通过这一工具对一批潜在行星进行了识

别，并从这些天体中确认出了 50 个新的行星。

该研究的论文发表在《皇家天文学会月刊》上。

天文学家有 2 种方法可以用来探测系外行

星。一种是径向速度方法，它用来监测恒星是否

有行星引力引起的小反运动。第二种是更敏感

的技术，也是凌日系外行星巡天卫星和开普勒

采用的技术，它主要依靠宿主星的亮度变化。

如果一个恒星系的平面对准正确，从我们的角度

看，它的行星就会在恒星前面过境。通过监测这

些亮度的变化，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推断出系外

行星的存在。问题是，第二种方法产生了大量恒

星的亮度数据，其中许多恒星不会有可见的系外

行星。这就需要计算机分析和人工相结合，才能

确定候选星并确认它们的存在。

论文作者在摘要中写道：“我们的模型只要

短短几秒就能对数千个肉眼看不见的候选行星

进行识别，确认其是否真的是行星。”考虑到许

多天文学数据库的规模都大得惊人，该方法有

望大大提高人们探索世界的效率。

这一算法的原理是将真假行星区分开来。

阿姆斯特朗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现在不仅能

说哪些候选行星‘更可能’是行星，而是可以用

确切的数据说明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如果候选

天体是‘假行星’的可能性小于 1％，就可以被确

认为是真正的行星。”

研究人员并不是随便打开一个开关，就能

让人工智能通过数据筛选来发现行星。他们必

须用已确认的系外行星和假阳性的数据来训练

神经网络，这样它才能在新的数据中识别出那

些明显的迹象。华威大学确认的 50颗系外行星

中，从海王星大小的气体巨行星到比地球还小

的岩石世界，无所不包。而使用传统方法确认

较小的行星存在一定困难，这也说明了人工智

能在确认较小行星方面的潜力。

根据新的研究，在所有确认的系外行星中，大

约有三分之一是用单一的分析方法确认的，这并

不理想。科学家们说，即使现有的技术能够发现

所有可观测到的系外行星，我们也应该有更多的

选择。他们希望新的机器学习系统在检测更多行

星的过程中不断发展，成为系外行星探索过程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

AI从旧数据中识别出50颗新行星

研究人员利用人

工智能的深度学习方

法，发现了 38个新的

强引力透镜候选体，为

研究天体物理学问题

提供了新的“宇宙探

针”候选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