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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息马云”“AI女团”亮相云端峰会
■本报记者 祝越

202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现

场， 微软小冰、 百度小度 、 小米小爱 、 B

站泠鸢 4 位虚拟歌手领唱主题曲， “AI 女

团” 的亮相不仅向现场和云端观众展现 AI

的发展和魅力 ， 也让各方对 AI 应用有了

更多认识。

本次大会 ， 主办方与 AI 企业共同努

力， 打破了过去世界级论坛的距离感， 全

球嘉宾通过全息视频方式一一亮相， 不再

受到时空限制。

虚拟偶像献唱

掌握多种风格，AI谱新章

202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云端峰会开启

创新之举———首支由人工智能作曲并合唱

的 MV 问世。 微软小冰、 百度小度、 小米

小爱、 B 站泠鸢 4 位虚拟歌手领唱主题曲

《智能家园》， 微软小冰还是作曲者。 大家

听到的每一个音符、 每一句歌词都来自于

AI 的创意和演绎。

据微软透露 ， 微软小冰已能创作旋

律、 编曲及写歌词， 实现端到端一体化产

品的落地。 在受到一段文字描述或一张图

片启发时， 微软小冰将创作出一首独一无

二的音乐曲目， 并根据其风格和节奏自动

完成配器选择、 编曲及歌词创作。

小冰的创作在云端进行， 一首 3 分钟

左右的完整歌曲， 其创作时间在 2 分钟之

内。 目前， 小冰已掌握流行、 民谣和古风

等多种风格的音乐创作。

“歌手” 的训练也离不开 AI 的功劳，

从声音录制、 光影营造、 场景制作、 动作

捕捉、 表情精修、 合成渲染， 各个环节相

互配合才最终成就了完整的表演。

而本次大会的开场国风视频也让人眼

前一亮， 神农氏尝百草、 牛郎织女鹊桥相

会、 伏羲探寻命运等中国神话， 代表了古

时候人类的渴望， 如今正由现代科技一一

实现。 这个创意， 来自幻维数码团队的 90

后成员 ， 中国神话的概念为 AI 的硬科技

主题披上了浪漫外衣。

全息视频

天涯咫尺，同台交流

身在云南的马云如何 “亮相” 云端峰

会 ？ 原来是利用了全息影像技术 。 这样 ，

很多无法来到现场的嘉宾也能身临其境地

进行演讲。 这也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第一

次将全息影像应用于会场活动。 该技术以

玻璃为介质成像， 整体架构可升降， 实现

了虚拟嘉宾和现场嘉宾同台的逼真效果。

商汤科技为大会提供了“AI 背景助手”

解决方案， 可以在演讲视频中准确检测出

人物和背景，将其分离成不同图层，并把视

频背景替换成大会的主视觉或虚拟会堂 ，

从而让所有演讲者的视频画面风格统一 ，

展现更强的科技感和专业性。 而其背后是

大量的算法训练， 可以对视频中的人物进

行准确、快速识别和分析。 相对人工抠像，

AI 可以大大节省处理时间，提升效率。

虚拟云会场

提升远程参会体验感

定制自己的虚拟形象和服装颜色，

并进入指定会议室在线选座， 体验专

享观赏视角， 点赞、 鼓掌， 尽可通

过虚拟角色实时交互 ， 还可以在

会场中通过虚拟形象私聊……此

次大会首创 “虚拟云会场”， 该

项目由第一财经与 SMG 技术运

营中心联合开发， 定向受邀用

户获得邀请码后可选择参与，

高度还原现场体验。

高仿真的效果来自业

界 首 次 在 Unity 引 擎

webGL 端实现的流文件实

时播放 。 捕捉光影 、 虚

拟场景环绕直播、 虚拟

建模舞台互动 、 全

息投影等， 多项

技术融合 ， 带

来新鲜、 有趣

的 云 嘉 宾 体

验。 云嘉宾的

探索是 AI 构

建现实关系延

展到虚拟空间

的开始 ， 迭代

升级后也将 有

更大规模的商业

化空间。

八大“镇馆之宝”添彩虚拟AI家园
■本报记者 祝越

随着 202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 一

个漂浮于 “云” 上的 3D 虚拟 AI 家园悄悄

“开门迎客”。 点击 “智联世界 共同家园”

H5 页面， 一个半球状 “3D 家园” 跃然出

现在手机屏幕上。 选择 “进入家园”， “AI

半球” 由远而近， 202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的云展览就全景式展现在眼前。 该展览通

过连续多天 24 小时内容输出， 观众足不出

户就能在线畅览 AI 新科技。

作为大会的云展览平台，AI家园宛若一

座迷你城市，从大众最关心的医疗、教育、交

通等领域， 到未来数字工厂等应用场景，人

工智能与生产生活碰撞出的科技火花在这

里一一展现。其中，最吸引眼球的就是被称

为八大“镇馆之宝”的人工智能新科技。

微软硅石项目

一片薄薄的 7.5 平方厘米的玻璃片 ，

看起来和普通的玻璃差不多， 可它竟能储

存多达 75.8G 的数据 ， 位于 “AI 先导区 ”

的微软硅石项目， 使得在玻璃中存储大量

数据成为现实。

华为Atlas900训练集群

近三年来， 人工智能新技术加速落地、

赋能百业， 背后离不开的就是数据和算力

两大基础设施 。 在基础技术展区 ， 华为

Atlas900 训练集群由数千颗昇腾 910AI 处

理器集成， 其算力相当于 50 万台计算机，

代表了当今全球算力的巅峰。 通过强大的

算力， Atlas900 可以帮助研究人员从事预

测天气、 勘探石油、 探索生命奥秘、 加速

自动驾驶商用进程等工作。

优必选Walker机器人

让机器人更像人类， 科技工作者在运

动和思维层面都在不断寻求突破。 教育展

区的优必选 Walker 机器人， 具备 36 个高

性能伺服关节， 以及力觉、 视觉、 听觉和

平衡等全方位的感知系统， 在全身运动控

制、 复杂地形灵活行走、 自平衡、 手眼协

调、 视觉识别、 智能安全交互等方面实现

了突破， 如今的机器人已越来越像人类了。

达闼科技“智能方舱医院”

在医疗展区，达闼科技打造的全国首个

“智能方舱医院”解决方案集中亮相。 疫情期

间，有 30多台智能机器人在武汉方舱医院发

挥作用，承担了清洁、消毒、安保等工作。

ABB Yumi双臂机器人

工业板块的 ABB Yumi 双臂机器人 ，

经过五年人机协作的成长， 这次以生物科

技、 基因检测、 制药、 物流、 医院全链条

的智慧医疗解决方案形式重磅亮相。

硅谷四足机器人OpenCat

拥有一只永远陪伴在你左右的宠物 ，

这可能吗 ？ “机器猫 ” 或许可以 。 来自

硅谷的创业团队 Petoi 研发的四足机器人

OpenCat 首次在中国亮相 ， 小小的身躯拥

有超强大脑 、 敏锐的感知以及活动能力 ，

拥有人机交互 、 自动平衡 、 灵活避障等

能力。

西藏智能放牧机器人

另一个首度亮相的产品是智能放牧机

器人， 作为西藏自治区农业工作重大专项，

这个戴在牛脖子上的轻巧机器人能解决牧

民最关心的养牛存活率问题， 包括早期发

现生病牦牛及时医治、 定位驱赶远离悬崖

等， 将综合提升牧民的经济效益。

IBM人工智能辩论系统

“IBM 人工智能辩论系统” 是当之无

愧的 “镇馆之宝 ”。 这套辩论系统从思维

层面打破人们对于机器人的想象， 辩论本

是一种主观的艺术形式和技巧， 是人类的

语言， IBM 人工智能辩论系统被公认为 AI

领域的重大挑战之一。 未来， 人们更多地

生活在社交媒体泡沫中， AI 辩手将变得更

为关键， 可以帮助人类作出明智的决定。

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云端峰会开幕式上，卓越人工智能引领者奖正式揭晓。 本报记者 袁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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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AI研究需把握趋势更多开展前瞻布局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高奖项揭晓， ５ 项成果反映行业动向

■本报首席记者 张懿

作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最高奖项， 卓越人工智能引

领者 （SAIL） 奖项昨天在 202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云端峰

会开幕式上揭晓。 四件代表全球人工智能 （AI） 顶尖水平

的成果以及一篇前沿论文获奖。

获得 2020 SAIL 奖的项目是 ： IBM Project Debater；

联影智能 uAI 新冠肺炎医学影像智能化诊断全栈解决方

案； 百度文心 （ERNIE） 知识增强语义理解技术与平台；

卡内基梅隆大学 Tetrad 因果关系自动发现智能平台； 清华

大学论文 《忆阻器卷积网络的全硬件实现》。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 SAIL 奖共吸引来自德国、 美国、

以色列、 新加坡等多国的近 800 个项目参评， 数量创下历

年之最。

是榜单，也是“风向标”

SAIL 奖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打造的高规格、 国际化

奖项， 已连续颁出三届， 集中展现全球 AI 发展趋势以及

落地应用的高端水准 。 该奖秉持超越 （Superior）、 赋能

（Applicative）、 创新 （Innovative）、 引领 （Leading） 的价

值理念， 并以这四个英语单词的首字母缩略语命名。 今年

入围 “决赛圈” 的 30 件作品， 以及最终胜出的 5 项成果，

也见证了 SAIL 奖越来越具有风向标意义。

IBM 历时六年研发的人工智能辩论系统 Project

Debater， 是首个能与人类进行复杂辩论的 AI。 事实上 ，

辩论只是其能力之一， 更重要的应用场景在于， 可帮助金

融分析师、 律师、 企业家、 公共事务决策者开展推理， 并

作出更好的决策。

联影智能的获奖成果已应用于 “智能天眼” CT， 它

能在放射科医生不接触病人的情况下， 自动完成扫描， 从

而大幅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而且将 5 至 10 分钟的 CT 阅

片时间缩短至 1 分钟以内。 迄今， 共有 500 余台智能 “天

眼” CT 驰援全国抗疫一线。

百度获奖的 “文心” 是一个取得世界级突破的语义理

解技术与平台， 去年 3 月发布至今， 已在多个公开权威语

义评测中获得近十项世界冠军。

因果关系是实现通用 AI 不可或缺的一环。 卡内基梅

隆大学的 Tetrad 因果关系自动发现平台， 基本囊括了目前

被证明有效的各种因果发现算法， 使得因果发现更可靠。

基于它， 未来的机器可以像人一样探知和利用万事万物之

间的联系， 进而更全面、 更人性化地服务人类。

基于忆阻器的存算一体技术有望带来智能硬件革命，

被评为未来科技趋势。 清华大学的论文， 基于自主研发的

工艺流程制备存算一体芯片， 最终搭建了国际上首款多阵

列存算一体智能硬件系统， 具有 110 倍的能效优势和 30

倍面积效率优势。

更多新技术，更广覆盖面

每年， SAIL 奖组织方都会在全球征集项目， 由行业

内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和企业家组成评审专家组， 在通过初

选入围的项目中， 评选出最终榜单。 其中， 中国科学院院

士、 中科院上海分院副院长张旭，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监事

长、 同济大学副校长蒋昌俊已是连续三年担任评委， 他们

的观点 ， 无论对 AI 行业发展还是建设人工智能发展的

“上海高地”， 都很有借鉴意义。

谈到三年的评委经历以及今年的榜单 ， 张旭表示 ，

SAIL 历年获奖成果都代表了国际高水平， 然而， 今年又

有新的特色。 比如， 前两届的成果很多是多年技术积累和

应用的体现， 主要以规模性平台技术为主； 而今年则走出

了历史积累， 注重反映最近一两年 AI 领域的最新进展 。

事实上， 观察今年初复评中脱颖而出的 30 件作品， 可以

看到， SAIL 奖如今的行业覆盖面更广， 新技术更多。 从

这个意义上说， 如今的 SAIL 奖更可以被当作一个窗口 ，

用来观察 AI 技术和产业发展的走向和趋势。

蒋昌俊表示， SAIL 评奖的三年， 项目越来越多， 质

量越来越高， 不仅成为 AI 发展趋势的风向标， 也体现出

上海的全球视野与影响力。 今年的成果既包括国际前沿技

术， 也体现出中国 AI 自主创新的水平。 在他看来， 参选

项目总体上反映出全球 AI 的主要格局： 美国在基础研究、

大规模算力、 人才等方面领先， 中国在应用场景和数据充

分性方面有优势， 而欧洲也具备自身特色与强项。

“上海高地”持续关注原创

作为行业风向标， 分析 SAIL 奖不仅可以用于洞悉 AI

技术走向， 也可以对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发展的 “上海高

地” 有所启示和借鉴。

在蒋昌俊看来， 上海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目前已形成

良好的发展格局， 走在国内前列。 但 SAIL 奖也凸显出一

个判断： 只有掌握原创的模型和算法， 人工智能才能真正

以此为依托， 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核心技术需要不断

积累和投入， 能否建立核心技术平台和算法框架， 直接事

关产业发展的前景”。 为此， 蒋昌俊建议上海在基础性、

原创性成果， 以及核心技术、 核心算法研究方面， 持续投

入和培育； 同时， 进一步集聚有实力的企业、 高校和研究

机构， 探索形成联动、 开放的国际化跨单位合作机制， 建

立共性支撑平台。

张旭对此也持相同看法， 他认为， 上海的产业界特别

需要加强 AI 核心技术的研究。 同时， 张旭提醒从业者要

注意一个趋势： 目前， 人工智能正在朝着 “智能科技” 的

方向推进， 而且， 智能科技的范畴更大， 包括了脑科学、

数学、 计算机、 自动化、 微电子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 是

全方位综合实力的体现； 人工智能技术也由 “感知技术”

向 “认知技术” 发展。 为此， 上海的 AI 研究， 需要把握

趋势， 更多地开展前瞻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