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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国首个 AI 社区食堂亮相上海。熟

练制餐的机械臂，“一秒识价”的自动结算系

统，24 小时开工的智能小吃机……走进这间占

地约 130 平方米的 AI 社区食堂，目之所及就是

满满的高科技元素。它不仅为周边社区居民提

供了新奇的体验，也切切实实地满足了他们的

餐饮需求。

记者了解到，这家 AI 社区食堂是上海智慧

城市的示范点之一，由上海熙香艺享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熙香）打造。从智慧配餐

1.0，到人工智能化 2.0，再到完全无人化的物联

网智能餐饮 3.0，餐饮行业正随着 AI 的进化一

步步前行。

AI社区食堂搭载全自动智能烹饪设备和数

据化精细运营系统。走进无人面档区，只需要把

碗放在取面位，窗口里一整套设备就迅速开始运

转，从取原料小麦粉和矿泉水，到压制出面条只

需要 8 至 10 秒，随后机械臂会进行取面、煮面并

加汤，实现自动出餐，高峰期三个汤篓全部打开，

平均每碗面只需要 1到 2分钟便可以取到。

在档口一旁还配有多种浇头可供选择，顾客

拿好需要的餐品后，将餐盘放在 AI 识别智能结

算台，屏幕上会自动显示每道菜品的价格，配套

的银联商务收银设备同时支持多种支付方式，可

实现现金、刷卡、扫码、刷脸、数字人民币等多种

支付方式的结算，结算过程省时省力，优化了就

餐体验。

除了无人面档区外，这间 AI 社区食堂还提

供了自助中餐、网订柜取，以及智慧小吃机等

不同的功能区。明亮的烹饪间里，机械臂将净

菜放入智能烹饪系统，自动进行煎、烤、蒸、煮，

素菜、小炒类一般 5 到 8 分钟出锅，全程不见油

烟。据介绍，这套智能烹饪设备，无明火、零排

放，数字模拟中餐炒、煎、蒸、煮、炸等动作，一

道菜对应一道程序，程序 7 天可追溯，保证生产

环节的安全。

自 2013 年开始探索标准化的智能中餐烹

饪，熙香经过多年研究，如今已经形成了具有核

心技术的标准化中餐无人烹饪体系。该体系将

具有 AI要素的软件系统、硬件设备串联起来，厨

师多年的烹饪经验、传统餐厅后厨的复杂作业都

交给机器，繁琐复杂的中餐制作向标准化生产迈

出了重要一步。

“AI 社区食堂内的数字化烹饪可以模拟中

餐八大菜系，自动分菜、自动打包。”熙香 CEO 李

明介绍，AI 社区食堂的烹饪系统则能根据算法

精准控制油盐摄入，调节菜品的温度和湿度，同

时提供菜品的营养分析，为老年人、白领等不同

的人群提供参考。

从和面到出餐只要两分钟

AI社区食堂为周边居民生活提供了诸多便

利，其中老年群体的占比较高。记者了解到，该

AI食堂所在的虹桥街道是一个深度老龄化的社

区，截至 2020 年年底，社区户籍老年人口 19201

人，占总户籍人口的 38.4%，其中百岁老人 9 人，

孤寡老人 137 人，独居老人 1131 人，社区老龄化

呈现“程度深、高龄化、独居多”的特点。

“AI 社区食堂的定位就是以服务社区老年

人为主，同时兼顾社区居民。”李明介绍，与传统

服务员不同，AI 社区食堂的服务人员很重要的

一项工作是在前厅对老人做一些引导性的工作，

例如对于初次进入食堂用餐的老人们进行一些

选餐、用餐的指导，在他们排队等待，情绪焦躁时

进行安抚。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中山居民区党总支

书记马琍对于 AI 食堂里的热闹景象感到十分

欣慰。“现在的老人实际上对生活品质都是有

要求的，比如这个 AI 智能食堂，我们一开始以

为老年人的接受度不一定会很高，没想到这里

都成网红打卡地了。”马琍说，“以前常在报纸

上，在电视里看到有关人工智能的报道，没想

到这些高科技没有抛弃老年人，自动化的烹

结账付款可使用政府助老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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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介绍，熙香 3年前开始做第一代智能小

吃机，如今已经做到第五代了，做到第四代才有

让其进入市场的打算。此前都是不断地做样机，

不断地验证，不断地否定、优化再改进。“没有先

行者，只能靠自己不断摸索。”

2020 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上海市医

院、药企、政府机构加班加点，各单位食堂却因存

在聚集风险无法正常供餐，街面店铺也几乎全部

打烊，熙香则通过“在线云食堂”为他们提供后备

“军粮”。

与此同时，熙香了解到疫情期间孤老、高龄

独居老人用餐难的问题，联合长宁区部分街道开

通了绿色通道，为“刚需老人”以每餐 12 元的成

本价提供送餐到家的餐食服务。为了有效防控

疫情，继而推出了“无触智能取餐柜”，落地在企

业办公楼宇，员工可根据需求错峰取餐用餐，取

餐柜的保温功能则可以保证员工随时能吃到热

乎饭。

以 AI+物联网技术为核心，赋能传统中餐后

厨，以智能化终端基础设施为基础，立足于数字

产业化，餐饮行业逐渐探索出了符合上海“新基

建”下的社区餐饮新模式。

李明介绍，不同于传统外卖餐饮，在其最新

3.0 版本的全自动无人微厨中，除了拥有人工智

能分析与运算能力的主厨设备，研发人员还将工

业机械臂改造为可进行食材搬运与打包的厨工，

做到了彻底的无人化，全程可追溯，目前该系

统已获准开发全程无需店员参与的无人便当

店项目。“该 3.0 版本的全自动无人微厨，也是上

海首个获得餐饮证照的 AI 智能厨房，标志着无

人微厨正式进入市场化运营。”

虹桥社区 AI食堂的成功落地同时也是政企

合作的重要成果。首先由虹桥街道主动跨前，解

决场地选址、电力保障等难题，随后熙香提供门

店设计图纸，长宁区市场监管局深入研究新模

式、新业态的市场准入，根据 AI社区食堂的实际

生产、出餐、用餐、清理、排污等环节，逐条研究指

导，最终予以颁发食品经营许可证。据悉，上海

市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初步规划在全市推广

100 个 AI 社区食堂。“目前，熙香也正在跟园区、

写字楼、养老机构进行积极沟通，初步计划到今

年年底推出 10至 20个 AI食堂。”李明说。

上海将建100个AI社区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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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亮的烹饪间里，机械臂将净菜放入智能烹饪系统，

自动进行煎烤蒸煮，素菜、小炒类一般 5 到 8 分钟出锅，

全程不见油烟。无明火、零排放，数字模拟中餐炒、煎、

蒸、煮、炸等动作，一道菜对应一道程序，程序 7 天可追

溯，保证生产环节的安全。

在长达 7年的时间里，

由院士领衔、上千名科研人

员共同参与的 57支研究团

队，完成了超过10万个诊疗

因子的建设和标注，覆盖了

1万多种疾病。

1万多种

饪，方便快捷的支付方式，小小的食堂也能让

他们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

不仅是方便、健康、营养，AI 社区食堂还与

养老系统联动为老年群体提供了用餐优惠。银

联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总监韩军燕介绍，在

AI 社区食堂用餐，老人可用政府给予的助老补

贴在支付时进行直接减免。在后台，银联给食堂

也提供了包括用户积分、对账以及综合管理在内

的各方面相关服务。

“进来一看就觉得非常好，20 元可以实现四

菜一汤，老年卡的优惠可以满 20 元减免 3 元，回

去的时候把晚餐都已经带好了，对居家养老起了

很大推动作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的居民

表示。

上海市虹桥社区 AI 食堂店长唐龙云介绍，

在食堂使用敬老卡是非常方便的，目前已经运营

了 1 个月，平均每天需供应 350 份到 400 份。据

悉，AI 社区食堂一期投入在 130 万元左右，二期

投入将近 70万元，届时可以进一步节省人力，同

时供应外卖，营业额有望翻番。

图说智能

科技日报讯 （洪恒飞 丁露汀 记者江耘）集成了 4 台硬件设备并搭

载团队自主设计的物联网软件，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查看果园果树生

长、气象、农事活动和安防信息……近日，在宁波奉化县溪口镇新建村，浙

江省农业科学院研发的果园数字管家落地发布。

“果园数字管家配置的 4 台监控/监测设备，分别是负责果树、农事、

气象、安保的 4 位分管家。目前全省已有 200 余台分管家投入应用，首

台全能版的果园数字管家已经在奉化县新建村水蜜桃基地应用了 3 个

多月。”浙江省农科院数字农业研究所农业智能系统研究室主任张小斌

介绍说。

现代果园管理需要对全年农事生产进行档案记录，人为操作难以确

保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记者了解到，“农事管家”装有 400万像素的监

控球机，可旋转捕捉田间农事活动的图像，对半径 50 米范围内的人物姿

态、操作行为予以识别，通过深度学习判断农事活动类别。截至 8月 1日，

该设备在奉化区共监测到农事活动图像信息 16800多条。

此外，果树管家配有 1600 万超高清像素，能够对果园核心栽植区域

进行全天候定时拍摄图像保存，减少巡园工作量，形成果树生长记录。张

小斌表示，果树管家目前会自动判别桃树不同花期时间，经后台算法分

析，有助于提升对桃子成熟期、最佳采摘期预测的准确性。

“安保管家同样具有人物侦测功能，可捕捉半径 50米内的人员来往，

发现偷盗行为及时报警。值得一提的是，果园数字管家均采用光伏电池，

连续极端阴雨天气下，各分管家可至少续航 3—4 天，其中气象管家可续

航 14天。”张小斌说，果园数字管家接下来将在杭州、舟山试推广，团队将

对相关功能进行升级优化。

雇佣数字管家

果园管理迈向精细化

科技日报讯 （记者陈曦）8 月 16 日，天津市民张先生发现，在天津市

华苑路两侧停车，没有工作人员前来计费了，车停入车位后，道路泊位侧

方咪表识别桩亮起了红灯。张先生离开驶出停车道路后，ETC 自动结算

停车费用。

为了提升停车场收费效率，解决拥堵难题，天津市交通运输部门在

拥堵点位尝试 ETC 支付，利用智能化技术打造天津市智慧停车样板工

程——华苑路侧智能停车项目，8 月 16 日起正式上线。

据介绍，此项目由天津中环系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实施，采用最

先进高位视频人工智能技术、智慧大数据平台、智慧 App等进行智慧运营

管理，实现了城市中心一类区域停车“快停快走”的功能，使车主可以安

心、便捷停车，同时提升了高效智能化管理水平。项目通过将每个道路泊

位侧方咪表识别桩和 ETC 设备相结合，准确识别泊位占用状态、停放时

间和车辆身份，并将数据及时上传至云平台，当车辆离场时，云平台通过

与 ETC 系统对接自动缴费，收费透明化、便捷化，实现了“科学使用、智能

管理、无感支付”，极大提高了停车效率。

中环系统公司运营中心总经理翁玉波介绍，该项目利用 ETC 电子围

栏技术，通过天津停车监管 App，实现停车场数据普查、地图标点等基础

信息采集工作，提高了停车场运营数据、车位使用率、车流量等实时监控

能力，大大提升停车场的智能化和信息化程度，全面提升城市交通服务品

质和环境秩序。

据悉，天津市还在医大总医院、天津站、市规划展览馆、古文化街等

11 个点位开通试点停车场，覆盖交通枢纽、医院、商业区、文化旅游景点

等重点民生领域。目前这些点位均已接入 ETC 系统，开通 ETC 支付功

能，各项目运行效果良好。下一步，交通运输部门将继续积极拓展 ETC

的应用范围，加大与 ETC系统契合应用场景建设。

应用高位视频人工智能技术

天津ETC停车实现“快停快走”

近日，湖南省长沙市第一医院门诊智慧药房正式投入使用。据介绍，
智慧药房引进药品自动存储发放管理系统，药方经药师审核后，系统开始
自动配药，药品由机械臂取出，并通过传输通道送到取药窗口，提高了药
品配发的效率与准确率，缩短了患者取药等候时间。同时，智慧药房还配
备麻醉药品智能化管理系统等，进一步促进药品安全和药事管理效率的
全面提升。图为在长沙市第一医院门诊智慧药房，机械臂将药品取出。

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摄

药房“新同事”上岗

优质的医疗资源历来是稀缺资源。如今，借

助人工智能和互联网，一名初出茅庐的医生在确

定病因、对症下药时，也能得到数位院士专家的

指点，让身处偏远地区的患者同样享受到优质医

疗服务。

这得益于近 7 年来，大专家.COM 不断研发

的一套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整合诊疗智能

决策支持系统——“医生云”。据悉，大专家.

COM 是一个由中国两院院士及多名国家级学

科带头人共同发起构建的医学服务平台。

“云指导”提升基层诊疗水平

在黑龙江省大庆市的一家医院里，一位年轻

医生正在认真研究患者的情况。该患者一个月

来反复腹痛、大便出血。经初步检查，医生做出

慢性结肠炎的判断。

但慢性结肠炎的病因和病变各不相同，能否

进一步锁定目标，医生不禁皱起了眉头。为此，

他打开一个软件，并上传了患者的相关资料。很

快，软件给出了诊断意见：除了慢性结肠炎，不排

除有溃疡性结肠炎的可能性。接着，软件又给出

了诊断思路、指标特征和治疗思路。

这款帮助医生做出诊断的软件，就是“医生

云”。在国家提倡分级诊疗、缓解看病难的背景

下，提升基层医院医生的医疗水平，成为医疗领

域专家关注的话题。大专家.COM 正是由此出

发，以“让医生成长不再难”为己任，以中国工程

院院士钟南山、樊代明为首的百位院士专家共建

的 MedBrain 研究团队，吹响了中国基层医疗水

平提升的集结号。

从2014年开始，院士专家团队根据疾病基础

特征、遗传指标、未病管理、慢病管理、内科诊疗、

外科诊疗、医药研究等领域，分别从事了不同疾病

的诊疗模型构建。他们毫无保留地向诊疗模型贡

献了多年来的诊疗案例、数据和经验。在长达 7

年的时间里，由院士领衔、上千名科研人员共同参

与的57支研究团队，完成了超过10万个诊疗因子

的建设和标注，覆盖了1万多种疾病。

“AI+医疗”破解分级诊疗难题

从面向医生培训，到基层、到院士的多级病

例诊断体系，大专家.COM 利用诊疗模型的构

建，尝试了一系列服务。最新完成的整合诊疗智

能决策支持系统“医生云”，是诊疗模型从信息

化、知识化向智能化的转变，也是其落地应用的

关键一步。

在“医生云”上，基层医生仅需输入患者基

本 信 息 及 症 状 、指 标 等 数 据 ，系 统 即 可 基 于

MedBrain 给出诊断思路、治疗方案、医学要点

和知识疑点在内的诊疗建议。对于基层医生来

说，“医生云”上 57 支院士专家团队不仅能协助

进行诊疗决定，还能从中汲取院士专家的智

慧，不断提升自身水平。对患者来说，人工智

能赋能医疗诊断，意味着更精准的诊断和更有

效的治疗。

当系统智能问询遇到无法解答的疑难杂症

时，系统就会进入智能分级教育模式，通过医

联体内部各级医生和 MedBrain 院士专家团队

的分级连接，将疑难杂症直接送到各位院士专

家手里。这意味着，一位远在偏远地区的患

者，也能得到来自北上广的三甲医院科室主任

的直接诊断。

据悉，目前“医生云”已申报发明专利 100

余 项 、PCT 国 际 专 利 8 项 和 商 业 秘 密 保 护 12

项，并于 2020 年列入上海市新基建重大项目。

“医生云”还将进一步完善诊疗模型，让疑难杂

症无处遁形。

缓解看病难，院士经验为基层医生“云赋能”

AIAI食堂中的无人面档区食堂中的无人面档区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实现完全无人化的物联网智能餐饮实现完全无人化的物联网智能餐饮

没有烟火气的没有烟火气的AIAI食堂走进社区食堂走进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