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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墙”展现创新者奋进脚步
墙上镶嵌着10块高端AI芯片来自七家国内外企业，六家是中国本土企业

在 2019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所有展项

中， 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树立在展馆中心

的一面“芯片墙”，墙上镶嵌着国内外七家

知名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的十块高端人工智

能（AI）芯片，其中六家是中国本土企业。这

面芯片墙， 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原创技术追

赶国际高端水平的努力与希望。

凸显特色，打造竞争优势

此次登上芯片墙的十款产品， 分别来

自高通 、华为 、紫光展锐 、平头哥 、依图科

技、寒武纪、地平线七家公司，涵盖智能手

机、5G 通信、物联网、智能驾驶、智能家居、

AI 云端训练、边缘推理等众多领域。 其中，

“麒麟 980? 芯片被华为新一代旗舰手机

P30 使用， 地平线公司无人驾驶汽车使用

了“征程?系列芯片，依图科技的人脸识别

计算网络则是基于它的“求索?芯片。 核心

芯片支撑核心应用，核心算力对接算法，许

多 AI 领军企业正通过大举开展芯片研发

的方式，构建行业闭环，打造竞争优势。

据芯片专家介绍，这十款芯片中，四款

采用了目前最先进的 7 纳米工艺技术———

除高通“骁龙 855?之外，其余三款都来自

华为，分别是“麒麟 810?“麒麟 981?“昇腾

910?。 此外，华为“昇腾 310?采用 12 纳米

工艺，寒武纪“思元 270?、依图“求索?芯片

则是 16 纳米工艺， 也都站在当前 AI 芯片

设计的顶尖水平之上。

在芯片架构方面， 这些产品也展现了

突出的创新特色。 平头哥的“玄铁 910?是

全球第一款采用 RISC-V 架构的 64 位 AI

处理器内核；华为“麒麟 810?是首款采用

自研 “达芬奇架构 ?的芯片 ；寒武纪 “思元

270?则基于自主研发的 MLUv02 指令集。

弥补短板，抓“AI+芯片”机遇

算力 、算法 、数据———这是公认的 AI

发展三大要素，其中，承载“算力?最重要的

载体就是芯片，但短板和瓶颈也在于此。不

同于个人电脑、服务器、移动终端等传统芯

片应用市场，AI 对于算力的需求呈现出高

度的多样化特征，这使得 AI 时代的芯片市

场格局有可能出现重大洗牌。 “新造芯势

力?可以通过“AI+芯片?的路径，把握这一

难得的崛起机会。

华为常务董事汪涛昨天表示， 全球对

AI 算力的需求， 正以每年 10 倍的惊人速

度递增，算力不足已成为 AI 发展的最大瓶

颈。 当下的主流芯片架构， 很难同时满足

AI 对于芯片性能、功耗、成本方面的需求，

为此，华为正积极打造“昇腾?和“鲲鹏?两

大 AI 芯片平台。 同时，积极丰富自身的 AI

芯片生态，打造行业联盟和开发者社区。借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舞台， 华为与上海市合

作启动了 AI 芯片生态创新中心的建设。

而据依图科技创始人林晨曦介绍， 依托

上海完整的集成电路 （IC） 产业链 ， “求

索? 芯片的设计和制造全部在国内完成。 这

是全球首款基于深度学习的云端定制芯片，

专为视觉推理计算打造， 计算能效比是目前

高端图形计算芯片 （GPU） 的 5 倍。 在本次

大会开幕式上， 科技部宣布， 将依托依图公

司建设 “视觉计算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

创新平台?， 助力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与人工

智能的结合。

乘势而上，做大上海优势

上海正在打造人工智能发展高地，同时，

经过此前多年的努力与积累， 上海集成电路

产业在国内拥有显著优势。 随着集成电路与

AI 协同发展的态势越来越突出，上海也决心

乘势而上，在两大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

业上形成发展合力。

据介绍， 目前上海是国内集成电路产业

链最完善、产业集中度最高、综合技术能力最

强的地区之一， 产业销售规模约占全国的四

分之一， 集成电路从业人员达 17 万余人，占

全国的 40%。 虽然对标国际，上海集成电路

产业仍存在企业规模偏小、 人才和技术储备

不足等问题，但产业主管部门表示，上海围绕

人工智能、5G、物联网等新兴领域需求，以开

放合作的姿态， 不断推进集成电路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进一步加强统筹布局，优化完善产

业生态，聚焦资源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

争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集成电路产业

高地之一。

■本报首席记者 张懿

“麒麟 980” 芯片被华为新一代旗舰手机 P30 使用。 本报记者 袁婧摄

不仅辅助诊疗，更要重构健康生态
人工智能如何进一步驱动医疗健康产业变革

人工智能 （AI） 技术发展给医疗健康

产业带来新的契机———AI 有着多维度 、

多模式的赋能方案， 不仅可以赋能诊疗的

全流程， 还能赋能药品及医疗器械的全价

值链， 赋能整个医疗生态圈。 昨天举行的

2019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健康峰会现场 ，

与会专家学者等围绕 “AI+医疗? 发展趋

势， 共同探讨 AI 如何进一步驱动健康产

业变革。

按照国家部署 ， 上海正充分发挥医

疗资源丰富 、 医学研究能力较强 、 医用

场景数据较多的优势 ， 加快利用人工智

能探索医疗服务新模式 ， 建立快速精准

的医疗体系。

当下， 智能医疗已取得多点突破， 全

市 20 多家三甲医院引入了 AI 辅助诊断，

一批 AI 疾病筛查产品进入医院落地环节。

基于 AI 的多疾病智能筛查系统持续增加

应用。 医疗应用场景加速建设， 复旦大学

附属肿瘤医院、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入选

全市首批人工智能试点应用场景建设， 利

用 AI 进行临床诊疗创新性研究。

磁共振耗时有望减少 70%

做一次磁共振扫描， 不少人都感觉痛

苦：其一，躺进“洞?里超过 15 分钟，多少会

有些类似于“幽闭恐惧?的心理障碍；其二，

还要忍受较大噪音。

未来，AI 可能会改变这一状态。

联影医疗技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薛敏介绍了正在尝试的技术改

进，以 AI 为切口，从源头赋能全医疗环节。

以磁共振为例，AI 赋能设备后， 扫描时间

可能减少 70%，若是 CT 图像智能重建，辐

射剂量降低高达 85%，低剂量下噪音降低

65%，低密度分辨能力则将提升 160%。

此外，AI 还能实现 “智能后处理?，使

用“智能渲染引擎?超高清真实还原，基于

物理方法模拟光学传播过程， 助力影像诊

断和手术计划。

多位专家提出， 围绕核心医疗生态体

系，AI 将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提质增效、降

本增益、模式创新，

推动医疗体系各方

的变革和提升。

AI 辅助临床诊断已落地

就在上周，中山医院“智能门诊?诊室

内的 AI 医生“小豹?上岗了，这也是全国首

家“脑疾病智能诊疗门诊?。据介绍，“小豹?

系统由中山医院联合复旦大学类脑研究团

队等自主研发 ， 目前诊断特异性已达

95%，随着“机器深度学习?研究推进，诊断

特异性还将提高。

“AI 医生?集合深度摄像头、智能化认

知评估、语言评估，以及影像处理模块等。

它可以自动获取分析病人行走时的步态特

征、读取病人面部表情和语音，分析言语复

述情况， 从而判断病人是否存在脑功能障

碍，同时还能对影像结果进行智能化判读。

专家介绍，在 AI 医生的帮助下，通过

智能化定量神经系统功能评估及辅助检查

解读， 医生可缩短评估时间和减少个体间

的评估差异， 在疾病早期起到积极预防并

建立个体化诊疗方案的作用。

AI 家庭医生让慢病管理更有效

论坛上，众多嘉宾提出，人口老龄化背景

下，医疗需求持续攀升、医保支付压力增大、

医疗资源不均衡等问题突出。而以 AI 为代表

的新技术手段的融入， 为医疗体系改革及健

康发展注入新活力，医疗行业呈现出智慧化、

线上化、数据驱动的特征。

日本经济产业省医疗产业司政策规划处

处长川口东胜透露，受制于人口老龄化、就医

需求旺盛等国情， 日本数年前就已开展医疗

人工智能的探索，完善制定涉及研究开发、临

床试验、认证审查、制造品控和流通售后等各

环节的一系列规则。 他介绍说，未来五年内，

日本将加大投入，建立“人工智能医院?体制。

而在上海，AI 技术被进一步运用到了家

庭医生项目。据悉，项目通过智能音箱与患者

对话， 能形成语音电子病历反馈给社区服务

中心及家庭医生，帮助实现随访、用药提醒、

处方推送等功能，实现更高效的慢病管理。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上海加速智能汽车商业应用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在 2019 世界

人工智能大会采访中记者发现， 经过近

年来的不懈努力， 上海企业研发的智能

汽车进展迅速，正在大步迈向商业应用。

洋山四期码头 2.3 公里的岸线上 ，

以及数十公里的集装箱转运动线上， 上

汽 5G 智能重卡与港区其他智能化设备

一起 ， 在复杂的作业环境下 “完美协

作?， 15 秒内完成货物装卸， 并迅速开

启自动驾驶， 自主规划最优路线， 精准

运输到指定地点。

在此次大会的展台上， 洋山港-东

海大桥-临港物流园区 “集装箱智能转

运沙盘模型?， 逼真还原了 “全球首次

5G+AI 智能化港区作业? 场景。

上汽集团副总工程师郝景贤告诉记

者， 该技术系上汽集团联合上港集团、

中国移动等单位， 综合应用激光雷达、

机器视觉、 高精地图、 5G-V2X 车联通

讯等不同技术， 打通技术间的壁垒， 并

运用 5G 特有的高宽带、 低延时， 为大

量数据的采集、 分析及安全运行提供保

障， 进而实现在特定场景下的 L4 级别

自动驾驶、 厘米级误差定位及与港机设

备的交互工作。

根据上汽方面提供的时刻表， 上述

技术预计在今年年内实现全过程的示范

运行， 并在 2024 年底实现在特定条件

下的 L4 自动驾驶； 而这也是全球首个

在实际港口实现智能驾驶和智慧港口集

装箱转运的解决方案案例。

右图：无人驾驶技术展区的智能汽车。

本报记者 袁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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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9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演讲中 ，

“机器学习之父?、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

学院院长汤姆·米切尔对于世界的判断令人印

象深刻。他认为，人工智能（AI）正在进一步加速

世界的发展趋势，尤其在感知领域，现在计算机

已能达到甚至超过人类的感知水平。

而在私底下， 米切尔更愿意讨论 “AI+教

育?， 这是他多年研究的场景。 他认为， 未来

五到十年， AI 将显著促进教育现代化， 帮助

培养孩子学习的能力， 即思维模式、 学习能力

和学习方法。

AI 有助于探索大规模因材施教

目前，人工智能已在全世界范围引起重视，

被认为是科技创新的下一个“超级风口?。 2017

年，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

确到 2030 年我国人工智能“三步走?战略目标。

AI 是一种通识工具，落到每一个场景都会

产生深刻影响。米切尔坦言，他对教育领域一直

很感兴趣，“我编写过教材， 始终认为教育是职

业生涯中的重要一环，最近开始深度关注 AI 在

教育领域的应用，因为时机比较成熟了。 ?

从确保数据挖掘公平性的新方法， 到提高

速度同时降低能源成本的 AI 新硬件的出现，AI

在教育领域的每一次“化学反应?都让他感到欣

喜，“想象一下，未来数百万儿童会接受 AI 导师

的单独教学，可以根据自己需求进行定制。 ?

他认为， 一个人在有限时间内只能积累有

限的资源和经验，但 AI 可以积累海量的经验和

数据，通过机器学习的方式更好进行教育工作。

此前，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李永智在大会上

指出，“是否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是新教

育理念、体系、内容和技术选择的根本原则。 对

此，米切尔深以为然，AI 赋能教育，应形成理念

上的引领，从而指导 AI 真正走进学校，与教学

深度融合，进一步探索大规模因材施教，为每个

学生提供最适合最快乐的教育。

米切尔相信，未来五到十年，将是 AI 显著

改善教育方式的时代。

恋上中国创业企业“有趣的灵魂”

去年，米切尔的身份忽然变了。他宣布加入

扎根上海的本土独角兽企业乂学教育 “松鼠

AI?品牌，而此前，他拒绝了大量 AI 领域国际顶

尖企业抛出的橄榄枝。

说到学者和企业高管两种截然不同的身

份，米切尔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事实上，在卡内基梅

隆大学计算机学院的 200 多名教师中，至少有 15 位每周会

花一天时间为公司工作，这代表一种新的趋势，通过在校外

企业工作的机会，教师不仅能继续为学术作出贡献，而且会

获得更多经验，对未来的“赛道?有更加透彻的思考。

作为国际顶级专家， 为何选择加入一个仍处于创业期

的中国企业？米切尔的答案很特别，“我看中的是松鼠 AI 在

‘人工智能+教育’上的发展理念，这是一家有着‘有趣的灵

魂’的企业。?他透露，此前他与全球不少教育类企业有过接

洽，对于如何用个性化教育的理念、机器学习的方式去影响

这个行业，不少企业还没有完全想明白。

他坦言，加入松鼠 AI 的过程可谓“神奇?。此前，在一场

全球人工智能教育大会上， 米切尔与松鼠 AI 联合创始人、

首席科学家崔炜同台演讲，在当晚的冷餐会上，两人捧着酒

杯聊了数小时。 去年，松鼠 AI 创始人栗浩洋来“动员?米切

尔加入公司，原本只约了一个小时，最后两个人从下午聊到

天黑，整整聊了 9 小时。 也正是这次聊天，让米切尔最终选

择来到中国。

据悉， 目前基于双方共同理念所开发的 MCM 思想能

力方法系统， 可以检测出人的思维模式、 学习能力和学习

方法， 并通过知识图谱加信息论来构建孩子上述三方面的

能力。 在米切尔看来， 这种能力培养在东西方教育中是相

通的。

米切尔最后强调，AI 未来发展需要的是双赢， 各国在

未来的 AI 发展规划中要加强合作、推动合作。

■本报记者 徐晶卉

在 2019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 众多新奇展品接连

亮相。 图为工作人员正在演示一款智能扫路机。

本报记者 袁婧摄

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