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殊的软硬件设置对模型进行调整和处理，让

AI 在测试中表现出色，但这些性能在现实世界

中却无法施展。”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员尚

坤指出。

在智能手机领域，我们谈及手机的使用体验

时一般都不免会涉及手机的性能表现，这些性能

通常会用跑分成绩来表现。然而，我们常常会遇

到一款手机的跑分成绩处于排行榜领先水平，但

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却出现动画掉帧、页面滑动

卡顿、应用假死等的现象。全球顶级评测网站

AnandTech的一篇报道曾对这种现象提出质疑，

指出某品牌手机跑分时启动了“性能模式”，而在

平时的使用中“性能模式”很少被调用开启。这

种处理方式虽然能够获得高跑分，但是不能模拟

用户真实的使用情景，这让基准测试不具有参考

意义。

尚坤认为，针对上述问题，改进基准的方法主

要有：一种是增加更多的数据集，让基准变得更

难。用没有见过的数据测试，这样才能判断AI模

型是否能够避免过拟合。研究人员可创建一个动

态数据收集和基准测试平台，针对每个任务，通过

众包的方式，提交他们认为人工智能模型会错误

分类的数据，成功欺骗到模型的样例被加入基准

测试中。如果动态地收集数据增加标注，同时迭

代式的训练模型，而不是使用传统的静态方式，AI

模型应该可以实现更实质性的进化。

尚坤说，另一种是缩小实验室内数据和现实

场景之间的差距。基线测试无论分数多高，还

是要用实际场景下的数据来检验，所以通过对

数据集进行更贴近真实场景的增强和扩容使

得基准测试更加接近真实场景。如 ImageN-

et-C 数据集，可根据 16 种不同的实际破坏程度

对原有的数据集进行扩充，可以更好模拟实际数

据处理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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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智能

盲文AI实时翻译算法是本

软件的核心技术之一，可以实时

生成海量盲文数字资源。其运

行逻辑是首先将中文、英文等文

字编码格式统一转换为 Uni-

code格式，然后选择盲文类型，

再调用盲文 AI实时翻译算法，

就可以输出国家通用盲文、现行

盲文、全拼盲文、双拼盲文。

杨文珍
之江实验室类人感知研究中心研究
专家

◎洪恒飞 周立超 本报记者 江 耘

情报所

◎本报记者 付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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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湖 十 景 位 于 浙 江 省 杭 州 市 西 湖 区 境

内……”近日，在浙江杭州举行的之江实验室专

场开放活动上，视障志愿者陆林松通过现场展示

的智能盲文阅读机，准确读出了自己触摸到的盲

文内容。

他所体验的盲文阅读机，是由之江实验室科

研团队联合多家机构共同研发的集视、触、听等

多类型感知为一体的盲文数字化智能设备，与之

一并展出的还有盲文教学机及英语机，涵盖盲人

学习、阅读、公共服务等三大核心应用场景。

“这三款盲文机搭载了团队全球首创的密集

点阵电磁驱动毫牛级精准触觉再现技术，以及国

内领先的盲文数字资源 AI 实时生成技术、视听

触同步感知技术。”之江实验室类人感知研究中

心研究专家杨文珍介绍道，团队盲文数字化科研

工作始于 2011 年，经过 4 轮技术攻关和更新迭

代，产品性能日益完善，已经在全国 21个省份地

区试点推广。

视障群体受困于数字鸿沟

一套盲文读物相比同样内容的普通读物，价

格可贵数倍乃至更多。记者现场看到，一本盲文

版的小学语文教材，不但纸张宽大，厚度也堪比

一本字典。

“盲文图书制作工序复杂、出版周期很长、信

息承载量少、且易磨损不耐用。”之江实验室类人

感知研究中心工程专员陶文韬说，纸质盲文书依

然是国内盲人学习知识和获取信息的主要工具，

盲文数字化设备普及率非常低。

相 关 统 计 显 示 ，我 国 视 障 人 士 人 数 达 到

1700 多万，其中 800 多万为全盲，占世界失明人

口的 20%，每年会出现新盲人大约 45 万。由于

多方面原因，我国视障群体不会盲文的现象较为

普遍，盲文师资同样短缺。

2017 年，财政部、中国残联等多部门联合启

动“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工程”，促成 1000 台盲文

电脑和盲文电子显示器被配置到全国 100 所盲

人教育机构，但仍难以满足我国广大视障群体的

巨大需求。

“在知识爆炸且快速迭代的信息时代，盲文数

字资源严重缺乏，视障群体的数字鸿沟问题越显

突出。”杨文珍表示，目前将人工智能技术用于盲

文信息无障碍产品的还很少。结合我国视障群体

的国情，团队应用自研的柔性界面触觉计量测试

技术、视触融合感知技术以及盲文AI实时翻译算

法等，专门研制了三款功能各有侧重的产品。

杨文珍介绍，团队提出了一种视觉、听觉和

触觉同步刺激的数字化盲文学习方法，能够提高

视障人士的盲文学习效率，设计了一种多感知信

息匹配 AI算法，能够输出文字、声音和盲文点位

相同内容的信息，为视障人士无障碍学习盲文提

供条件。

智能系统提高翻译准确率

“盲文AI实时翻译算法是本软件的核心技术

之一，可以实时生成海量盲文数字资源。”杨文珍

介绍说，其运行逻辑是首先将中文、英文等文字编

码格式统一转换为 Unicode格式，然后选择盲文

类型，再调用盲文 AI实时翻译算法，就可以输出

国家通用盲文、现行盲文、全拼盲文、双拼盲文。

汉盲翻译是把汉字源文本自动转化为对应

的盲文文本，目前存在多音字混淆、未登录词不

能增加、不符合盲文分词连写规则等问题。记者

了解到，该团队构建了一个基于逆向最大匹配分

词算法的汉盲翻译系统，能够较好地识别多音

字，自主添加未登录词，得到较正确的分词连写

结果，有效提高汉盲翻译的准确率。针对英盲翻

译 ，团 队 设 计 了 盲 文 形 符 Unicode 码 到 盲 文

ASCII码和盲文点序的转换算法。

“该系统通过智能分词和翻译程序将文字输

出为盲文点序，最后按照输入字符串的先后顺

序，合并盲文点序，就实现了盲文数字化。”杨文

珍说，团队还研发设计了一套适合盲人摸读的自

然人机交互程序，在盲文机上实现目录识别、书

签存储和文本阅读等功能，构成完整的文件管理

系统，便于盲人自主操作。

将U盘连接设备，通过简易的按键操作，盲人

即可快速上手使用……通过科研人员演示操作，

记者注意到，智能盲文阅读机各项模块分工明确：

视觉显示模块显示普通文字和盲文，语音模块则

播报普通文字，盲文显示装置呈现盲文点字。

据介绍，该团队研发的这三款产品目前已应

用于全民阅读工程、乡村文化礼堂、融合教育、图

书馆、城市书屋等场合，得到中国盲人协会、中国

盲文图书馆、北京市盲人学校等单位或个人的良

好反馈。

“数字时代，除了文字信息，图像信息对于盲

人来说也是很难理解和感知的。”杨文珍表示，团

队接下来将研发数字图像触觉二维图形触觉智

能感知设备，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准确地生成

点阵式触觉图像，将图像信息以触觉获取方式传

递给盲人，以期建立视障人士与数字空间的触觉

通道，促进数字鸿沟问题的解决。

实时生成海量数字盲文，AI帮视障人士无障碍阅读

近日，在 2022智源大会开幕式上，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以下简

称智源研究院）发布了天演团队最新科研成果高精度智能线虫天宝 1.0。

画面中，一条“秀丽隐杆线虫”（以下简称秀丽线虫）正在蠕动前行，就像真

的一样。这一幕，让屏幕前的很多观众瞪大了眼睛。

智源研究院生命模拟研究中心负责人马雷介绍，通过计算秀丽线虫

神经电动力学信号，将其传到肌肉模型，通过肌肉模型不断地传导到前面

与环境互动的部分，然后通过线虫的肌肉和水流环境的互动，就可以实现

蠕动前行。

“现在，它只是初步表现出类似生物线虫的趋利（食物）避害（毒物）能

力，下一阶段将逐步实现拐弯、避障、觅食等复杂智能行为。”马雷说。

据了解，作为一种无毒害、可独立生存的最小模式动物，秀丽线虫结

构简单却功能完备：仅约 1 毫米体长、302 个神经元，却足以完成感知、逃

逸、觅食、交配等一系列通用智能行为。

这只透明小生物，是科学研究界的“常客”，近 20年来 3次诺贝尔奖都

与它有关。它是“最简单的生命智能体”，也是通过生物神经机理模拟实

现通用人工智能的最小载体。

2020 年 10 月，《自然》子刊发表了一篇关于神经元的论文，媒体在报

道时使用的标题是“19个神经元控制了一辆自动驾驶汽车”。

“这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生物神经元计算的巨大潜力。”马雷

说，之所以要做高精度的秀丽线虫神经元模型，是因为生物神经元表征生

物智能性，精细化程度越高，意味着智能水平也越高，通过实现更高精度

的秀丽线虫神经系统，可帮助深挖生物智能更多潜力。

“从事智能生命的模拟，可以说是一个长远但是又充满希望的工程。”

智能研究院院长黄铁军说。

目前，高精度秀丽线虫模型已突破了神经系统与肌肉动力学结合的

关键技术，有望推动生物神经元精细模拟进入新领域。“我们的目的是通

过构建生命智能模型挖掘生物智能机制机理，启发和探索新一代人工智

能。”黄铁军强调。

这是目前生物精度最高的仿真秀丽线虫。马雷介绍，他和团队已

完成了秀丽线虫全部 302 个神经元及其连接关系的精细建模，对其中

106 个感知和运动神经元进行了高精度建模，整体精细程度达到国际

最高水平；神经元结构模拟采用多舱室模型，单神经元舱室最多 2313

个，神经元生理模拟支持 14 种离子通道，实现了亚细胞级别的精细突

触位点连接。

“环境是智能的摇篮。”马雷说，极致的环境模拟对于数字智能生命研

究至关重要。环境变了，对应的生命体的结构、行为、智慧，复杂程度都大

不一样。

为此，团队还实现了仿真秀丽线虫与仿真环境的全闭环模拟，训练出

由高精度神经系统控制的、与环境实时交互的仿真秀丽线虫，使其能够像

真实线虫一样嗅探并控制身体蠕动到感兴趣的目标。

“高精度智能线虫的诞生，也许只是向生命智能迈出的第一步，却代

表了一种计算智能生命的诞生。”黄铁军说。

黄铁军表示，未来，天演团队还将致力实现多个神经系统规模的

生命数字孪生，从果蝇、斑马鱼、小鼠、直至最高智慧的人类大脑，沿

着模式动物的神经系统规模进化路线，把生命模拟的规模做得越来

越大。

“当然，规模大仅仅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精细，要贴近生物，逼

近生物，才能重新认识生物智能机理，打造从生命智能到通用人工智

能的可行性路径，从而对新一代人工智能真正起到支撑作用。”黄铁

军说。

高精度智能线虫诞生

可蠕动前行

受新冠疫情影响中断两年线下活动后，今年汉诺威工博会恢复线
下举行。氢能飞机、外骨骼技术、智能机械臂等科技前沿产品格外引
人注目。图为近日在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一款智能机器人与观
众互动。该智能机器人可感知一定空间范围内人的手势，并作出相同
的手势。 新华社记者 任鹏飞摄

“镜像”人机

近日，有媒体报道，目前部分人工智能沉迷

刷榜，在基准测试时高分通过，表现优异，但实际

应用中却还会犯一些非常基础的错误。这种沉

迷刷榜，忽略实用性质的行为造成了部分 AI 模

型“高分低能”的现象。那么，对于 AI发展而言，

基准测试是否必要？在实际应用中，基准测试哪

些问题有待改进完善呢？

AI模型应该如何衡量其性能？

“目前 AI模型能力的高低取决于数据，因为

AI 的本质是学习数据，输出算法模型。为了公

平衡量 AI能力，很多机构、企业甚至科学家会收

集、设计不同的数据集，其中一部分喂给 AI 训

练，得到 AI 模型，另外一部分数据用于考核 AI

模型的能力，这就是基准测试。”近日，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教授吴家骥接受科技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吴家骥介绍说，机器学习越来越多地用于各

种实际应用场景，例如图像和语音识别、自动驾

驶汽车、医学诊断等。因此，了解其在实践中的

行为和性能变得非常重要。其鲁棒性和不确定

性的高质量估计对于许多功能至关重要，尤其是

在深度学习领域。为掌握模型的行为，研究人员

要根据目标任务的基线来衡量其性能。

2010年，基于ImageNet数据集的计算机视觉

竞赛的推出，激发了深度学习领域一场算法与数

据的革命。从此，基准测试成为衡量AI模型性能

的一个重要手段。微软公司的计算机科学家马塞

洛·里贝罗表示，基准测试应该是从业者工具箱中

的一个工具，人们用基准来代替对于模型的理解，

通过基准数据集来测试“模型的行为”。

例如，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GLUE 科研人

员让 AI 模型在包含上千个句子的数据集上训

练，并在 9 个任务上进行测试，来判断一个句子

是否符合语法，并分析情感，或者判断两个句子

之间是否是逻辑蕴涵等，一度难倒了 AI 模型。

随后，科研人员提高了基准测试难度，一些任务

要求 AI 模型不仅能够处理句子，还要处理来自

维基百科或新闻网站的段落后回答阅读理解问

题。仅经过 1年的发展，AI模型的性能从不到 70

分轻松达到 90分，超越了人类。

吴家骥表示：“科学研究要有科学问题、方法、

计算、试验对比等要素。因此在进行科学研究，包

括人工智能的科研中，也必须有计算与试验对比，

也就是说AI算法的能力应该是可测量的，目的是

验证研究方法的可行性、有效性。因此，基准测试

很有必要，这样才可以公平验证AI算法能力的高

低好坏，避免各说各话，‘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AI模型哪家好，基准测试来说话

有人说，高分是 AI 模型的兴奋剂。于是，

有的人工智能为了取得好成绩而频频刷榜。

微软公司 2020 年发布报告指出，包括微软、

谷歌和亚马逊在内的各种 sota 模型包含诸多隐

含错误，比如把句子里的“what's”改成“what is”，

模型的输出结果就会截然不同，而在此前，从没

有人意识到这些曾被评价还不错的商业模型竟

会在应用中如此糟糕。显然，这样训练出的 AI

模型就像一个只会考试、成绩优异的学生，可以

成功通过科学家设置的各种基准测试，却不懂为

什么。

“为了获得好成绩，研究人员可能会使用

算法最终服务实践，而非刷榜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Cleanlab 实验室的研究

指出，常用的 10个作为基准的数据集中，有超过

3%的标注是错误的，基于这些基准跑分的结果

则无参考意义。

“如果说，基准测试堪称人工智能领域的‘科

举制’，那么，‘唯分数论’输赢，是不可能训练出

真正的好模型。要打破此种现象，一方面需要采

用更全面的评估方法，另一方面可以考虑把问题

分而治之，比如用多个 AI模型解决复杂问题，把

复杂问题转化为简单确定的问题。简单且经过

优化的基线模型往往优于更复杂的方法。谷歌

的研究人员为常见的 AI任务引入了不确定性基

线库，来更好评估 AI 应用的稳健性和处理复杂

不确定性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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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

虽然行业正在改变对于基准的态度，但目前

基准测试研究仍然是一个小众研究。谷歌在一

份研究中采访了工业界和学术界的 53位 AI从业

者，其中许多人指出，改进数据集不如设计模型

更有成就感。

谭茗洲表示，AI 应用基准研究是构建国内

统一大市场的内在需要，当前 AI 已经在国计民

生的各类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更需要设立标准

对 AI 模型进行全面有效的评估，片面追求和采

用高分 AI 模型，可能会让模型在复杂极端场景

下出现“智障”行为，并且可能由于训练和推理性

能的低效，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经济损失和环境

破坏。

谭茗洲强调，AI 应用基准研究关乎国家战

略。针对重要领域，建立我国自己的AI基准测试

标准、AI数据集、AI模型评估标准等迫在眉睫。

据了解，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 DvcLab 也在

AI 基准测试这个领域进行了前瞻性研究，特别

是针对 AI应用基准测试中数据集的整体质量与

动态扩展两个关键问题，正在开发可在线协作的

数据标注与 AI 模型研发托管项目，并计划今年

陆续开源，正在为构建国家 AI 基准评估标准体

系进行积极探索。

应用广泛，需尽快建立国家标准

解决解决AIAI““高分低能高分低能””
需要升级的是考核机制需要升级的是考核机制

目前部分人工智

能沉迷刷榜，在基准

测试时高分通过，表

现优异，但实际应用

中却还会犯一些非常

基础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