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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机友

产业界

城市各类信息的共享、城市大数据的挖掘利

用等，是当前城市发展建设的重要议题。人工智

能技术如何更好地利用多元化的数据资源，为城

市管理和产业发展提供服务？在近日举办的

2018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两个新词走

进了人们的视野——数字孪生与无感支付，为这

个问题提供了两种具体应用场景。

数字孪生：建一座“虚拟城市”

“‘数字孪生’将成为未来智慧城市的一种发

展方向。”软通智慧总裁冯嵱告诉记者，“数字孪

生”是从虚拟制造、数字样机等技术发展而来，

是以数字化方式为物理对象创建的虚拟模型，

来模拟其显示环境中的行为，最早被用于工业

制造领域。而将其引入智慧城市建设，是基于

创新的数字孪生技术与全域数字化融合，将物

理城市精准映射到虚拟环境，形成数字城市；再

通过城市科学模拟与仿真系统对城市进行科学

预测，为城市管理者与企业提供有效的决策辅

助，助力城市的发展规划和运营管理、产业转型

与善政惠民。

概括而言，“孪生城市”就是将城市管理的各

种数据映射到网络虚拟空间的数字模型，是数化

万物与 AI技术的具体体现。

AI 算法为实现数字孪生提供了技术支持。

它以大数据为基础，通过智能搜索分析，进行自我

识别、自我判断，形成人们可见的自动驾驶、自动

监控、自动生产等。一方面，AI算法方面的突破，

让自动识别速度既快又准；另一个方面，5G 网络

的数据传输速度的极大提升，让人工智能和城市

的各种场景结合在了一起。比如运用到自动驾驶

领域，原本是汽车有一套独立的智能驾驶系统，道

路有一套独立的智能网联道路，运用数字孪生技

术将他们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了解决出行问题的

整体智慧方案。

冯嵱表示，目前软通智慧已经将大数据和 AI

技术运用到了城市的科学规划、产业分析、舆情监

测、精准扶贫、公共安全、交通出行、节能环保、文

化旅游、医疗养老、社区服务等诸多领域。他们以

城市为平台，提供综合的大数据应用和运营服务，

逐步覆盖了政府、产业、民生的方方面面，使城市

更加宜居和可持续发展。

与以往相比，孪生城市 AI 技术的运用将极

大提升城市各部门协调管理的自动化。比如，

生态环境网格化监测云平台护航智慧环保应

用，在降低政府投资风险、规范监管执法、实现

部门协调等方面实现了“全空间、全区域、全过

程”的动态化智能管控。通过这些 AI 技术的应

用，为政府优化产业结构提供决策依据和大数

据支撑。

无感支付：量身定制个性
化金融服务

如今移动支付、智能信贷、智能投顾已经走入

我们的生活。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整个社会在

朝着数字化、定制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一切

智能的应用一定是先有数据，数据足够大，智能才

能更好地发挥作用。随着数据量越来越大、数据

的维度越来越多，如何把包括大数据和机器学习

的 AI 技术应用到金融服务等垂直领域的实践之

中，渗透到业务发展的每一个环节？

凡普金科创始合伙人、爱钱进总裁杨帆表示，

未来金融将是“无感支付”。当你身处某一金融需

求场景之中，一套完善、合理、定制化的金融服务

方案便能够自动生成，大家只需简单的操作，就能

轻松获得最佳的金融服务方案，真正实现“当你需

要时，它就在那里”的无感体验。

在技术上，需要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用于风

控、建模等领域。杨帆告诉记者，他们的数据科学

家研制了一个 RNN 神经网络模型，通过机器自

动挖掘数据，进而找出一些特定的特征，然后再提

取这些特征为用户提供互联网金融的服务。在风

险识别的过程中，他们自主研发了 FinUp 云图风

控系统，以及自动建模机器人——水滴和春风，并

将这些 AI技术用于多项业务中。

“通常的建模过程，是由建模师针对这些数据

和样本的结果，去进行调优，非常费时，可能一个

模型从有数据，到最终模型建成，要消耗几个月的

时间。而通过自动建模机器人，可以把中间调优

的过程、特征搜索的过程，完全由机器来完成。随

着技术的不断迭代，我们建模的速度还在加快。”

杨帆说。

数字孪生、无感支付，让未来城市更智慧

本报记者 郭 科

近日，谷歌在 I/O开发者大会上展示了备受

争议的Duplex AI，它通过电话完成了饭馆、发廊

的预约，并没被对方“识破”。但过于干净的对话

环境，也引发了一些人对于视频真假的争论。

语音合成技术已经可以“以假乱真”？语音

交互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人和机器可以对答如

流？这段展示之后，围观者的惊喜、质疑、担忧

纷至沓来。

会打电话的会打电话的AIAI：：
即便为真即便为真，，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实习记者 崔 爽

“相对于触摸、按钮等操纵，语音交互直

接、方便、快捷。受惠于人工智能行业飞速发

展，语音和语义的识别已经愈发准确。”智能设

备厂商负责人赵明对科技日报记者表示。技

术进步为智能音箱的产品化提供了支撑。

智能音箱的基本功能是为与人类语言互

动、播放媒体音频和智能家居提供统一入口，

其中语言交互是核心功能。对于用户来说，

智能音箱可以用来查询天气、听音乐、进行一

些简单问答等。对于厂商来说，智能音箱意

义更大：在语音时代，它是重要的流量入口，

生产大量数据，并把用户牢牢稳固在自己的

生态链上。

从 2014 年亚马逊的智能音箱 Echo 面世，

这种智能家居产品在过去几年爆发式增长，

巨头纷纷入场，智能音箱发展史上的重要产

品不断出现：国外的谷歌 Home、苹果 Home-

Pod、微 软 Invoke，国 内 的 京 东 叮 咚 、联 想 音

箱、喜马拉雅小雅、阿里巴巴天猫精灵、小米

小爱同学等。据赵明介绍，全球智能音箱市

场规模在过去几年迅速增长，从 2015 年的 255

万台到 2017 年的 3000 万台。去年中国智能音

箱市场达到 176 万台的销量，销售额 4.9 亿元，

市场潜力明显。

技术加持 智能音箱爆发式增长

据赵明介绍，作为智能音箱领域的头部厂

商，亚马逊通过接入 Alexa语音助手以连接其他

硬件软件服务，在先发优势和技术壁垒下，已经

形成一定业务体系。亚马逊具有深厚的电商基

础，并在内容、硬件、平台、云计算、物流仓储等

领域布局，通过智能音箱整合软件、硬件、平台

及内容资源，进一步盘活电商资源。

“亚马逊 Alexa平台及云计算平台为打通多

个服务链条奠定了基础，在硬件操作、软件应用

及内容观看收听中的海量数据被有效收集并整

理，实现内容与服务的个性化。”赵明表示，亚马

逊在中文语音识别方面缺少布局，目前没有进

入中国市场，但其发展为中国市场提供了借鉴，

多数厂商以 Echo为对标，布局智能音箱。

但据赵明介绍，目前智能家居行业还处于

整体发展的中前期，行业标准尚未形成，巨头之

间难以统一的平台标准为智能家居的普及造成

了巨大困难。“目前的 AI水平较为有限，很多智

能家居实现了基本的 AI 功能，但都比较初级单

一，用户使用体验并不理想。”

此外，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王金桥表示，

中文语音交互存在更多特殊障碍：中文的方言

和口音种类过多，交流非常困难，语义鸿沟难以

跨越。“市面上的智能音箱都‘傻乎乎’的，只能

用来搜索和问答一些条条框框的问题，无法理

解逻辑、上下文关系等，大家买回家玩几天，新

鲜劲儿一过就闲置了。全国三百多家智能音箱

厂商，没有一家赚钱的。”王金桥说。

对标Echo 产品功能初级单一

谷歌演示 Duplex AI 的过程引发了真实与

否的争议：人们注意到，这些通话中的两位女性

员工都没有在电话上提到自己公司的名称，另外

这两个录音中也都没有环境噪音。不过谷歌并

没有对是否编辑过电话录音的问题发表评论。

对于 Duplex AI的表现，王金桥表示：“这只

是展示了一个效果，不能说机器通过了图灵测

试，也不代表理论上的突破。况且真实性没有

验证。如果是真实的，那确实是先进的自然语

言理解，这说明大家都在往自然语言处理的方

向努力。”

思必驰副总裁、语音交互科学家初敏表达

了类似的观点。“这个预约的过程难度不大，是

一个简单场景的人机交互。只是角色置换了一

下，不是我们常见的‘人问机器’，而是‘机器问

人’，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初敏说。

初敏表示，谷歌展示的“机器预约餐厅、发

廊”一定是可以实现的，没有被对方听出来说明

语音合成的效果不错，但整体来看，全程“没有

展现有挑战性的问题”——如多任务切换、跨场

景、噪音、上下文逻辑理解等。她同样表达了对

视频真实性的怀疑：“餐厅听起来应该是乱七八

糟的，但视频中没有背景噪音，所以不排除表演

的可能。”

水平有限 仍是简单场景的人机交互

自然语言处理是语音交互的核心技术，也

是三十年来几乎没有突破的痛点。通俗来说，

这项技术就是“让机器理解人”。据王金桥介

绍，自然语言处理的核心是理解，希望机器能理

解人的语言和目的。但每个人都是个性化的，

说话的轻重缓急、重音位置，看到夕阳西下时或

开心或伤感的个人感受，这些都是目前的机器

无法理解的。尤其是在中文语境下，常见的一

语双关、倒装、句式简化等，人有时候都理解不

了，对机器来说更是难上加难。

初敏表示，在语音交互背后，是语音识别、

自然语言理解、对话管理、自然语言生成等诸多

环节，各环节充分配合才能实现良好的交互效

果。“相比于谷歌展示的预约，我们已经可以处

理更复杂的交互，只是效果没那么好。”初敏说。

“机器的认知推理和理解是一个系统的处

理工程，是各种复杂算法的结合，不是单项技术

能解决的。”王金桥表示。目前比较可行的限定

场景下的自然语言处理，比如儿童陪伴、学科细

分的语料库，可以实现智能化交互。中国科学

院院士谭铁牛也在两院院士大会期间谈到人工

智能正处在从“不能用”到“可以用”的技术拐

点，距离“很好用”还有诸多瓶颈。“像‘那辆白车

是黑车’‘能穿多少是多少’一类的表述，机器无

法准确理解和翻译。”谭铁牛说。

语言交互是智能音箱的核心功能。智能音

箱的销量剧增，大量的语音交互会带来多样化

的数据样本，“目前研究界都在试图突破自然语

言处理的难关，虽然从事这项研究的人比以前

多很多，研究条件也很好，但理论的瓶颈、语言

理解的语义鸿沟问题，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

的。”王金桥说。

要想质变 需要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突破

灵隆科技 CEO 魏强也曾对媒体表示，目前

消费者普遍反馈智能音箱存在远场识别差、误

唤醒率高、连续对话功能不稳定和语义理解能

力差、音质不好等问题，看似火爆的智能音箱行

业正在面临创新能力弱、产品体验差、内容和技

能不足、用户认知度低等诸多挑战。

语言交互是智能音箱的
核心功能。智能音箱的销量
剧增，大量的语音交互会带来
多样化的数据样本，目前研究
界都在试图突破自然语言处
理的难关，虽然从事这项研究
的人比以前多很多，研究条件
也很好，但理论的瓶颈、语言
理解的语义鸿沟问题，不是一
时半会能解决的。

’’

’’

近日，位于上海张江的司羿智能对外发布消息，推出国内首款下

肢软体外骨骼 Easy Walk TMX1，该产品重量不到 3 千克，将使佩戴

者告别笨重和不舒适两大难题。

记者了解到，TMX1 没有刚性骨架，而是通过纺织物固定，穿戴

舒适，可以帮助卒中患者、脑外伤患者解决行走障碍问题，还能帮助

中风患者、阿尔茨海默氏症、多重硬化症、帕金森症患者。

司羿智能总经理尹刚刚介绍，目前国内外的外骨骼产品都为硬

性外骨骼，其定价较高，重量都在 12 千克以上。外骨骼机器人强制

人行走机械僵化运动形式，一般只能用于康复中心以固定式的步态

带动人体进行康复训练，而不能用于患者日常生活辅助。“TMX1 则

定位于帮助运动能力欠佳者，为其提供运动辅助。此外，人工智能算

法通过穿戴传感器数据，可识别出步态周期中需要助力的时间点，同

时能自适应各种行走模式，帮助患者实现坐、站、行走、上下楼梯等基

本功能，未来正常人都能携带该产品进行日常活动，或是郊游、登

山。”尹刚刚说。

据悉，司羿智能研发的另一款羿生软性康复机器人手套，已与上

海华山医院康复科开展密切临床应用合作。该康复机器人手套通过

仿生气动人工肌肉驱使手指关节活动，可使手指痉挛、麻痹、瘫痪等

症状得到极大的改善，有效帮助手的各项功能的康复，同时帮助作用

于脑部神经，促进运动康复。 （记者王春）

国内首款下肢软体外骨骼问世
造福腿脚不便者

据遇见人工智能报道，近日，日本研究人员通过一款叫“Imagi-

nary Soundscape”的网络应用程序，使用机器学习技术，为用户上传

的图片和最符合的音频配对。

在该项目页面中，用户上传一张图片，然后进入另外一个页面，

显示上传的图片的同时，就会播放出经过 AI 算法匹配后的背景音

乐。例如，上传日本的渔船木刻，系统会匹配波浪和水声；加载一幅

抽象的夜莺画作，人工智能会为之搭配一首有风铃和鸟叫的背景音

乐。更有意思的是，当用户上传的图片是一些稀奇古怪的元素时，系

统反馈的配音也会带来惊喜，比如将擎天柱与拖拉机的声音配对。

该系统是一个相对简单的AI算法的产物。它使用物体识别技术

识别出图片中的元素，然后将这些元素与超过 52000个声音文件的数

据集进行匹配。该系统的研究初衷是让音频与 Google街景视图中的

图像匹配。不过，该系统并不完美，比如模糊识别会造成错误，而声音

数据库尚不完整。但它仍是AI支持新型创意表达的绝佳示例。

日科学家研发全新交互技术
用人工智能给图像配乐

据 DeepTech 深科技报道，有匿名的美国官员向媒体透露，美国

军方十分看好 AI 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已启动多个 AI 军事项

目。其中一个鲜为人知的项目是，利用 AI 寻找核导弹发射器的位

置，并预测核导弹的发射。系统的侦测范围覆盖众多国家和地区，目

的是更好地保护美国免受潜在的核导弹袭击。

研发中的 AI系统将以远超人类的速度和准确度搜寻大量数据，

之后根据这些数据寻找导弹准备发射的迹象。一旦有所发现，美国

军方将收到早期预警，这增加了摧毁或拦截导弹的成功率，同时政府

也可以更早地开展外交手段，从根本上避免导弹发射。

目前这一项目还在起步阶段，不过导弹发射器追踪系统的早期

原型已经投入试验。除了军方手中的数据，研发人员还与商业公司

合作，以获得更多的数据和行为模式，其中包括看穿风暴和树林的雷

达数据。据熟悉计划的消息人士透露，该项目不过是 AI军事计划的

冰山一角。

五角大楼又一军事项目曝光
美军用AI预测核导弹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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