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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翟冬冬

◎本报记者 李 禾

虽然电视剧《狂飙》已经迎来了大结局，但热度仍然没有

丝毫减弱，有的网友利用剧中人物创作娱乐视频，也有的网

友剪辑其中精彩片段。不过，还有一些“较真”的网友，发现

《狂飙》中的一些人物对话，配音和嘴型对不上，于是便想通

过人工智能进行唇语识别，还原最初的剧本情节。

然而，AI读唇语并非只能被用于破译“隐藏剧情”。据

统计，我国听力残障人口超过 2054 万，除了主要的手语交

流外，读唇语也是他们重要的沟通方式。但人工解读唇语

容易受到个人经验、视觉感受能力、语言理解能力等因素

影响，在正确率方面差强人意，于是人们开始尝试利用 AI

技术来解读唇语。

比唇语专家更懂唇语

“所谓 AI读唇语，即人工智能唇语识别，其核心技术框

架为视觉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

副教授、网络与安全研究所所长闫怀志介绍道，具体而言，就

是利用机器视觉技术，将人脸从图像中连续识别出来，并提

取其中连续的口型变化特征，输入至唇语识别模型，辨识出

该人物口型对应的发音，进而输出可能性最大的表达语句。

“视觉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分别有着庞大的技术体系和

不同的技术路线，但究其本质，都是通过大量的唇语数据来

训练AI模型，力求文本输出的准确性。”闫怀志补充道。

近几年，不断有 AI巨头开始在唇语识别赛道上作出尝

试。谷歌旗下 Deep Mind公司就与英国牛津大学合作，研

发出了一款 AI 读唇语软件，通过让 AI 读唇语软件“收看”

数千小时的电视节目来训练其唇语识别能力。有意思的

是，在随机抽取 200个视频片段的读唇语测试中，AI读唇语

软件的准确率达到了 46.8%，而经过专业训练的人类读唇

语专家，准确率仅为 12.4%。

为何 AI 读唇语能够悄然兴起？闫怀志给出了自己的

分析：一是强烈的需求牵引，二是巨大的技术推动。从需

求牵引来说，唇语识别不仅可为部分残障人士提供方便，

更可以在公共安防等诸多领域发挥巨大作用；从技术推动

来说，由于 AI算法、算力以及数据瓶颈被不断突破，使得 AI

技术在唇语识别领域取得较大成功成为现实。

众多难题有待突破

不过，闫怀志也表示，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唇语识别技

术尚处于起步阶段，若想利用人工智能准确地识别唇语，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语言本身来看，人类语言具有较高的复杂性，在人类话

语所涉及的所有音标中，仅有30%左右是直接由人类嘴唇来控

制的，70%是难以通过肉眼，甚至是机器视觉区分的齿音、舌音

以及喉音。而且，不同人说话的语气、方言、连词、口音，乃至胡

须遮盖等因素，都会导致嘴型的细微变化，而恰恰是这种细微

变化，会严重影响人工智能对于唇语的识别和判断。

从技术层面来看，人工智能采集唇语的环境通常较为

复杂，若想精准识别难度很高。以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而

言，对于长句、复杂句式等的识别水平不尽如人意，更不用

说还存在着多场景识别、多人像唇语识别等问题。

闫怀志表示，只有解决了上述问题，AI 读唇语才能得

到突破性提升，迈向成熟发展阶段。

人类不同语种之间千差万别，AI能读懂每个语种的唇

语吗？

闫怀志介绍，此前较为成功的 AI读唇语系统大多仅限

于英语模型，这是因为多数 AI模型都是基于英语数据训练

而得。但是，从技术框架上来说，不同语种的训练模型是

基本一致的，或者说可以依赖于同一类技术手段来实现。

当然，为了适应不同语种的唇语识别，也需要作一些

适应性调整：一方面要选择对应语种的数据进行有针对性

的训练；另一方面，还需要对 AI模型进行调整，比如纳入时

间屏蔽、优化语言模型以及改进超参数等。

此外，同一语种也会有不同口型，即便口型类似，也可

能代表着完全不同的意思。因此，成熟的 AI读唇语系统需

要大量的唇语特征样本数据，并尽可能地覆盖多种应用场

景、多类型的说话人群，借此来提升训练后的唇语识别模

型的泛化能力，提高 AI读唇语对于不同口型和不同表意语

言的识别准确率。

亟须监管的技术双刃剑

尽管存在种种难题，但仍有越来越多的 AI企业开始涉

足并计划深耕人工智能唇语识别赛道。目前来看，各大 AI

巨头的选择不尽相同，具体可分为唇语数据、唇语视频识

别、唇语理解等。

闫怀志也表示，目前许多人工智能唇语识别技术领域

已实现初步突破，全链条集成前景可期，产业集群正在逐

步形成。

从应用场景来看，AI 读唇语在社会公益、公共安全等

领域都已开始崭露头角。从目前各大巨头的布局以及相

关技术的发展趋势来看，AI 读唇语预期可在身份识别、国

家安全、智慧系统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可以想

见，由于公益、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等领域巨大的潜在需求

的牵引，以及 AI 技术飞速发展的强力推动作用，在不久的

将来，AI 读唇语有望实现快速推广与深度普及，产业前景

十分可期。”闫怀志说。

例如，在安防安监领域，很多安监场景噪音较大或

仅有视频信号，无法准确捕捉声音，人工智能唇语识别

技术就能派上用场；在身份识别领域，可以利用 AI 读唇

语来实现口型支付密码输入，“动动嘴唇”就能实现身份

识别和支付交易；在公共安全领域，利用 AI 读唇语，可

以在各类视频中分析案件当事人的唇语信息，辅助案件

侦 查 工 作 ；在 智 慧 系 统 领 域 ，可 利 用 AI 读 唇 语 来 实 现

“无声胜有声”——只依靠口型来控制智能设备，比如智

能家电等。

当然，技术应用是把双刃剑。很多人担心，AI 读唇语

会使人们对话中的隐私内容遭到泄露，无论当事人是公开

发言、窃窃私语或是自言自语。“张张嘴”就被别人窃取聊

天内容，仔细想来确实可怕。

闫怀志表示，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AI读唇语导致

的隐私泄露，一方面可能是有人恶意进行唇语获取识别，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正常使用的 AI读唇语系统，但其中的存

储、使用等环节保护不当，导致相关数据被窃取或滥用，进

而对个人权益造成损害。而且，由于涉及到当事人的对话

内容，具有明显的方向性，这种隐私泄露的危害性可能要

比普通的个人信息泄露更为严重。

因此，闫怀志建议，应从隐私安全保护的角度，在管理

层面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严格规范和约束 AI读唇语

的应用场景、范围和目的，加大对技术恶意利用的监管和

惩戒力度。此外，还要在技术层面加强 AI读唇语系统的安

全保护体系建设，以技术手段提高系统的识别精准度，避

免技术滥用，切实保障用户对话的内容安全。

读唇语软件识别准确率远超人类读唇语软件识别准确率远超人类

““动动嘴皮子动动嘴皮子”，”，AIAI就能知道你在说啥就能知道你在说啥

◎本报记者 李 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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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4 日 ，由 中 国 特 种 设 备 检 测 研

究院园区智能检测监测科创团队牵头研

发的国际上首台原油储罐在油内检测机

器人“海豚号”在第二届特种设备检验检

测仪器装备国际博览会发布。据悉，原

油储罐每隔 4—6 年就要进行人工检测、

维修复原等检修工作。此次发布的“海

豚号”，可以在原油储罐不卸油的情况下

检测，实现精准开罐检修，避免无差别开

罐检修。

目前，在工业生产领域，传统的人工检

测存在工作效率低、劳动量大、检测工人不

足、检测环境恶劣等诸多问题，无论检测安

全性还是作业效率都有待提升。随着人工

智能技术的发展和成熟，以及物联网、云计

算和 5G 技术的普及，智能化的检测机器人

逐渐成为工业检测的重要手段之一，广泛

应用于各类不同领域。

广泛应用于各个行业

检测机器人是应用在工业生产过程中

的产品质量检测环节，以及产品使用过程

中的质量检测环节的机器人。随着科技不

断进步，各种设备自动化、智能化水平不断

提高，与传统检测设备相比，检测机器人利

用人工智能技术、人机交互技术等，可自动

感知、识别、分析、判断产品生产及使用过

程中的各种情况，帮助工作人员进行决策，

或者直接对出现的问题进行解决。

今年 1 月，工信部、教育部等十七部门

印发《“机器人+”应用行动实施方案》，提

出应深化重点领域“机器人+”应用，助力

智能建造。研制基础设施建设、巡检、操

作、维护、应急处置等机器人产品，推动企

业突破复杂环境下的运动、感知、作业等关

键技术。

在重庆、苏州等地，智能巡检机器狗

通过自身搭载的红外测温仪、气体监测系

统及巡检系统等，对电缆隧道内的电力设

备、变电站等进行巡检；为保障高速铁路

“零误差、零故障”运行，动车组智能检测

机器人利用深度学习和特征识别相融合

的图像算法，采用机器视觉等技术对动车

组进行全自动检测，由于在车下作业，不

受车顶接触网供电等限制，机检作业效率

是人检效率的 2.5 倍以上……随着各行各

业智能化转型，在电力、交通、医疗、能源

等领域，逐渐开始出现智能检测机器人的

身影。

据悉，在工厂、医院等工作任务较为明

确或已流程化的作业环境中，智能检测机

器人技术和产品的应用已经相对成熟。但

在对智能检测机器人有特定功能设计要求

的，或是作业环境较为复杂的领域，检测型

智能机器人的理论研究以及实际应用仍处

于起步阶段。

香港中文大学信息工程系教授邢国良

说，由于不同行业及不同检测任务的多样

性、复杂性，智能检测机器人还没有通用的

固定形态，但随着相关技术的不断创新与

发展，“我们很快就会看到高度可定制的、

模块化的检测机器人方案”。

人机协同才能更高效

对高空的高压电线进行检修等传统的

基础设施检测和维护，依赖人工作业，存在

作业量大、难度大、风险性高等问题。邢国

良认为，以智能检测机器人代替传统人力

进行基建检测，正成为基础设施运维的一

大发展趋势。

高速发展的智能检测机器人会不会完

全取代人类作业？事实上，人类在面对不

同任务时的熟练度、灵活性及多任务组织

管理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智能检测

机器人则适合在较为危险的环境中，执行

较为常规且耗时的工作任务。邢国良说，

更高效的检测任务应当由人机协同合作完

成。目前，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正在实际检

测工作中被不断实践及应用。

上海艾瑞市场咨询有限公司发布的

《2022年中国智能机器人行业研究报告》指

出，协作机器人的出现使得机器人与人可

共享工作空间，人机协作方式更进一步。

安全性是人机协作的前提，智能控制是安

全性的保障。智能技术的加持，不断推进

人机协作模式的演进，未来有望在兼顾成

本、产品、性能等因素的同时，实现人机的

深度共同作业。

业内人士认为，在传感器和机器学习

等创新技术的支持下，更加智能的检测机

器人应用将能帮助人们克服基建故障检修

等难题。这些技术的创新发展将在很大程

度上提高智能检测机器人作业时的自主

性，以及检测工作的整体安全性。

尤其在一些较为紧急的检测任务中，

智能检测机器人能够帮助人们在更短时

间内检测更广泛的区域。比如应用传感

器融合技术，智能检测机器人能将不同波

长的电磁波信号拼接在一起，提供由不同

信号检测出的、更全面的数据信息；无线

电波的反向散射技术，使智能检测机器人

在受到物体遮挡的情况下，仍可以完成检

测任务。

邢国良说：“在某些高度专业化、较为

依赖设备的行业，比如金属疲劳检测领域，

智能检测机器人能够做到更准确、更全面、

更高效。”

工业检修领域，智能机器人或将迎来“用工潮”

家电的智能功能备受消费者青睐。根据中国质量协会发布

的热水器、油烟机、空调、电视等多个家电产品的 2022 年用户满

意度监测报告，我国家电产品智能化不断升级，智能功能受到用

户认可。

根据此次报告的检测数据，电热水器产品智能化不断升级，智

能电热水器用户满意度水平高于非智能产品。其中，具有语音控

制、手机 App控制、自动杀菌等功能的产品用户满意度更高。在用

户对产品质量的评价中，智能功能的稳定性、使用方便性得分高于

其他产品质量指标。

燃气热水器产品的用户满意度创近五年来的最高水平，其智

能功能的稳定性和使用方便性得到用户认可。用户表示，最常用

的燃气热水器智能功能是智能调温功能、手机 App 控制和语音控

制等。用户对智能功能的稳定性、使用方便性的评价比上一年提

高了 2分。与电热水器相同，燃气热水器的智能功能优化，持续提

升了用户的使用体验，购买智能功能燃气热水器的用户满意度比

非智能的高。

对于油烟机产品来说，烟感应功能成为用户最满意的智能功

能。监测结果显示，智能油烟机的用户满意度比非智能油烟机高，

用户较常用的智能功能有烟感应、手势控制、温度感应、智能清洗

提醒等。

报告监测结果显示，具有视频通话功能的电视用户满意度得

分最高，其次是智能语音交互、智能推荐功能电视，用户满意度均

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用户推荐具有语音交互、视频通话等智能功

能电视的意愿也更加强烈。

此外，空调的智能化为用户带来更多便利、舒适。分别有

67.6%、51.8%、38.8%和 30.8%的用户经常使用空调的手机 App 控

制、自调节控温祛湿调风、自清洗和语音控制等智能功能。其中，

得分最高的智能体验指标是“智能功能的稳定性、使用方便性”，其

次是“操作简便舒适性”。

中国质量协会表示，目前手机移动端的视频功能不断增强，传

统的电视视频功能被分流得越来越多。发挥电视的大屏优势，进

一步优化、完善电视的语音交互、视频通话、与其他设备的互联互

通等智能功能，弥补交互、应用等短板，适应用户更多需求，是突破

目前电视行业困境的关键，智能功能不断完善应是电视场景创新

的核心。

家电产品不断升级

智能化更受消费者青睐

“您好！北京地铁‘数字 1号员工’！很高兴为您服务……”未

来，当你在首都机场线某站进站需要帮助时，打开北京地铁 App或

者小程序，即可享受到站内精准导航、规划最优路线、智能客服帮

助等服务。

2 月 26 日，记者从北京地铁创新技术研究院实验室获悉，“数

字 1号员工”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超大城市轨道交通系

统高效运输与安全服务关键技术”示范应用工程基于语音识别、知

识图谱、语义理解等技术打造的动态自学习智能客服。

“该项目的启动建设对于北京地铁的科技创新和管理创

新 具 有 里 程 碑 式 的 意 义 。”北 京 地 铁 技 术 创 新 研 究 院 院 长 魏

运介绍。

“数字 1号员工”有哪些功能？能为乘客带来哪些体验升级？

北京地铁公司技术创新研究院基础设施技术研究中心副主

任白文飞介绍：“围绕乘客核心诉求，建设站内导航、多元信息发

布、快速进站、智能召援交互、爱心预约等服务功能，北京地铁

‘数字 1 号员工’将实现乘客全时程交互精准服务，让乘客出行更

加便捷。”

比如，通过“数字 1号员工”乘客可享受快速进站、票务安检一

体化等服务，进一步缩短进站时间，提高出行效率。

据介绍，“数字 1号员工”的上岗，也将深入推动北京地铁服务

细节优化。比如依托智能客服中心平台，汇聚线上、线下服务，为

乘客提供更加精准化、个性化服务。

此外，“数字 1号员工”还可以及时提供预警信息。例如，当遇

到极端天气，该系统可接入气象数据，车站的智能检测设备可对站

外雨量和水位进行监测，遇到险情时，还能够自动启动相应设备，

解决现场突发情况，并且让乘客可以实时接收天气预警信息，避开

突发状况。

白文飞介绍：“为了全方位高质量推进此项工程，我们联合了

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等，牵头开展这项关键技术研发。面对首都

机场线全线即将迎来的应用示范，项目组依托北斗、EUHT（5G）、

空间数字化、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计划将该线路打造成

为全国首条全场景化的‘智慧地铁’示范线路。”

“数字员工”上岗

助力全场景化“智慧地铁”建设

◎本报记者 华 凌

在北京地铁创新技术研究院实验室内，研究人员模拟智慧调
度指挥和运营维护。 受访单位供图

可以想见，由于公益、公共安

全、国家安全等领域巨大的潜在需

求的牵引，以及 AI技术飞速发展

的强力推动作用，在不久的将来，

AI读唇语有望实现快速推广与深

度普及，产业前景十分可期。

闫怀志
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网
络与安全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