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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参考 

美“防务一号”发布最新《人工智能报告》，详细分析了军

事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 

美国“防务一号”网站 3 月底发布最新《人工智能报告》称，美国国防部在 2019 年，

将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现实。该报告分为六个部分，详细介绍分析了美国在人工智能上的最

新战略进展；俄罗斯和中国在人工智能策略上的发展与弱点；AI 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以及

美国国防部应如何应对日益凸显的 AI 伦理问题等最新的重要议题。 

报告主要观点：  

1. 人工智能投入军用仍长路漫漫，美国为此成立联合人工智能中心，统筹全军 AI 力量。 

2. 俄罗斯在制定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上慢半拍，成为该国 AI 发展硬伤。 

3. 美国国防部《人工智能战略》三个重点：（1）如何将 AI 技术转化为决策；（2）军用

AI 的伦理与安全问题；（3）加强 AI 人才培训。 

4.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势头很猛，但其缺点亦十分明显，包括：硬件和算法开发、人才

流失和技术标准较低；创新人工智能框架方面发展薄弱。 

5. AI 技术关键突破：不用人脸识别，也能找到目标。 

6. 战争中的 AI 道德标准问题，日益凸显。 

报告正文请点击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jqriOB-xtaGgNt8ZP2tXw 

来源：学术 Plus 

https://mp.weixin.qq.com/s/sjqriOB-xtaGgNt8ZP2tX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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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PA 启动“实时机器学习”项目，将基于机器学习开发

自动设计新型芯片的方法 

据 DARPA 官网 3 月 21 日消息，DARPA 宣布推出“实时机器学习”（Real Time Machine 

Learning，RTML）项目，旨在通过开发基于机器学习框架自动生成新型芯片设计的方法，

降低与为新兴机器学习应用开发的 ASIC 相关设计成本。其目标是创建一个编译程序（或软

件平台），它可以吸收像 TensorFlow 和 Pytorch 这样的机器学习框架，并根据特定机器学

习算法或系统的目标，生成硬件设计配置和为其优化的标准 Verilog 代码。在整个项目的生

命周期中，RTML 将探索编译程序在两个关键的高带宽应用领域的能力：5G 网络和图像处

理。 

如果没有过去几十年的重大计算进步，那么当前一代的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

ML）系统是不可能实现的。图形处理器（Graphics Processing Unit，GPU）的发展对于

机器学习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它为机器学习系统处理和训练大型数据集提供了新的计算能

力。随着人工智能领域朝着超越当前机器学习能力的方向发展，并将其推进到实时“学习”

领域，这就需要新的计算水平。高度专业化的专用集成电路（ 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ASIC）有望满足高级机器学习应用（如自主系统和 5G）的物理尺寸、

重量和功率（SWaP）要求。然而，设计和实现的高成本使得机器学习专用 ASIC 的开发对

于除了最高容量应用之外的所有应用都是不切实际的。 

RTML 项目试图回答以下研究问题： 

我们可以为机器学习构建特定于应用程序的硅编译程序吗？ 

哪些硬件架构最适合 RTML 项目？ 

各种 RTML 任务的延迟下限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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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 RTML 任务可行的最低 SWaP 是多少？ 

 “计算领域的一个关键挑战是创建能够从数据中实时主动解释和学习、应用以前的知

识来解决不熟悉的问题、以人类大脑的能源效率运行的处理器，” DARPA 微系统技术办公

室（MTO）负责 RTML 项目的经理 Andreas Olofsson 介绍说，“低 SWaP、低延迟和适应

性的竞争挑战需要开发专门用于实时机器学习的新算法和电路。我们需要的是能源高效硬件

和机器学习架构的快速发展，这些架构可以实时地从连续的新数据流中学习。“ 

RTML 项目感兴趣的架构包括但不限于： 

a）传统前馈（卷积）神经网络； 

b）循环网络及其专用版本； 

c）受神经科学启发的架构，例如峰值时间相关神经网络，包括它们的随机对应物； 

d）受心理物理学和统计技术启发的非神经 ML 架构； 

e）经典监督学习（如回归和决策树）； 

f）无监督学习（如聚类）方法； 

g）半监督学习方法； 

h）生成性对抗性学习技巧； 

i）其他方法，如转移学习、强化学习、多种学习和/或终身学习。 

Olofsson 表示，“机器学习专家精通开发算法，但对芯片设计却知之甚少乃至一无所知。

相反，芯片设计人员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来为机器学习专用 ASIC 的设计提供信息。RTML

项目旨在合并这些独特的专业领域，使设计超专业化 ASIC 的过程更加高效，更具成本效益。

“ 

基于应用空间预期的敏捷性和效率，原型设计和测试需要新型芯片设计的基础机器学习

研究，RTML 项目编译程序则为这一思路提供了理想的平台。因此，DARPA 计划与国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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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合作开展这项工作。NSF 正在推行自己

的“实时机器学习”项目，专注于开发可支持实时推理和快速学习的新型机器学习范例和架

构。在 RTML 项目的第一阶段之后，DARPA 计划向 NSF 研究人员提供其编译程序，以便

为评估他们提出的机器学习算法和架构提供平台。在该项目的第二阶段，DARPA 研究人员

将有机会使用 NSF 生成的结果评估编译程序的性能和功能。DARPA-NSF 合作伙伴关系的

总体期望是为下一代“实时机器学习”算法和硬件的协同设计奠定基础。 

“我们很高兴与 DARPA 合作，为研究团队提供资金，以解决实时学习、预测和自动化

决策方面的新挑战，”NSF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与工程负责人 Jim Kurose 介绍说，“这种合作

符合“美国人工智能倡议”（防务菌注：特朗普 201 年 2 月 11 日签字启动的 American AI 

Initiative），对于保持美国在技术和创新方面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它将为可持续能源和水

系统、医疗保健后勤和交付以及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RTML 项目是 DARPA 电子复兴计划（Electronics Resurgence Initiative，ERI）第二

阶段的一部分（ERI 对美国国内、美国政府和国防电子系统的未来投资超过 15 亿美元)。

DARPA 正在支持美国国内制造选择，并能够开发满足不同需求的差异化能力。RTML 项目

通过创建一种快速且经济高效地生成新型芯片设计的方法，以支持新兴的机器学习应用，来

帮助实现这一使命。 

来源：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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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展 

Science Advances：神经流苏实现对大脑信息的稳定读取 

解析大脑功能是人类认识自然与自身的终极目标。大脑通过神经元细胞的电活动进行信

息的传递、转换和整合，进而完成各种功能，包括感知觉、学习、记忆、抉择和运动控制等。

而微观水平上神经元电活动的异常，与抑郁症、帕金森病、精神分裂症及阿尔兹海默症等一

系列神经系统疾病密切关联。要理解大脑的工作机制以及脑疾病的致病机理，必须精确掌握

神经元的电活动信息，因此依赖于活体神经信息分析技术的发展。然而，传统的刚性硅基或

金属微电极在手术植入柔软的脑组织后，由于尺寸和力学性能的巨大差异，使得电极与脑组

织之间发生相对微移动并引起炎症反应，导致刚性微电极难以对神经电信号进行长期稳定读

取。 

近日，中国科学院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研究员方英和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

澄宇及其团队在高密度柔性神经流苏及活体神经信号稳定测量方面取得进展。相关论文

“Elastocapillary self-assembled neurotassels for stable neural activity recordings”

（《自组装柔性神经流苏对神经电活动的稳定测量》）发表在《科学进展》（ Science 

Advances，2019，5，eaav2842）上。论文第一作者是国家纳米中心博士研究生管寿梁、

助理研究员王晋芬和神经所博士研究生顾晓炜，通讯作者是方英和李澄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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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工作报道的神经流苏由上千根超细的柔性神经纤维电极组成。每一个柔性神经纤维电

极的截面只有 3×1.5μm2，达到了神经元轴突的尺寸，比目前国际上报道的最小值还要小

一个数量级。通过巧妙设计，将神经流苏浸没在熔融的聚乙二醇液体中，在液体表面张力的

作用下，上千根柔性神经纤维电极自组装形成高密度神经电极/聚乙二醇复合细丝，从而极

大地降低了手术植入过程中电极对脑组织的损伤。聚乙二醇可在脑组织内降解代谢，释放后

的超细柔性神经纤维电极能够原位、精准测量清醒大脑内侧前额叶皮层中多个神经元电活

动。尤其重要的是，柔性神经流苏与脑组织的力学性能相匹配，因此形成了良好相容性的界

面，并实现了对活体大脑神经元电活动的长期稳定记录。 

 

(a)柔性神经流苏的自组装过程；(b)组装后的柔性神经流苏；(c)柔性神经流苏电极截面

图；(d)柔性神经流苏对活体神经信号的长期稳定记录；(e)柔性神经流苏与脑组织的相容性

界面。 

柔性神经流苏技术在电极尺寸、集成密度和生物相容性方面均处于领先水平，将为我国

脑科学和脑疾病研究提供新方法，并在脑机接口和神经修复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该

项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帕金森综合症的神经分析化学基础研究”和中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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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导 B 项目“脑认知与类脑前沿研究”和上海市市级科技重大专项“全脑神经联接图谱与

克隆猴模型计划”的支持。 

论文链接：http://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5/3/eaav2842 

来源：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PNAS：人工智能技术加速神经科学研究进展 

钙成像记录了细胞在体内的大规模神经元活动。自动、快速、可靠的活动神经元分割是

利用神经元信号进行实时行为研究以发现成像后神经元编码特性的分析工作流中的关键步

骤。目前，最准确的方法需要人类分析师手动追踪，但识别记录单个神经元是一个艰苦又缓

慢的过程，假设研究人员不吃不喝不睡且注意力高度集中，30min 的视频需要 4-24h 才能

完成神经元分割。 

相比之下，杜克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BME）的图像处理和神经科学研究人员开发的

一种新的开源自动算法可以在几分钟内准确识别和分割神经元，且准确度和人类一样高。相

关研究发表在 PNAS 上。 

杜克大学的研究员、教授龚益阳说：“神经科学领域的数据分析的瓶颈已经存在很长时

间了——数据分析师花费数小时处理数分钟的数据，但是这个算法可以在 20-30 分钟内处

理 30 分钟的视频。而且这种算法还能拓展，所以如果需要从具有不同神经元大小或密度的

另一层大脑分割神经元，它可以同样良好地运作。” 

该研究的第一作者 Somayyeh Soltanian-Zadeh 博士说，“我们基于深度学习的算法

很快，并且证明与从双光子显微镜记录中分割活跃和重叠神经元的人类专家一样准确。” 

深度学习算法允许研究人员通过多层非线性处理单元快速处理大量数据，这些处理单元

可以通过训练来识别复杂图像的不同部分。在这个数据框架中，研究团队创建了一个算法，

http://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5/3/eaav2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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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处理输入视频中的空间和定时信息。然后，研究人员训练算法模拟人类分析师的分割模

式，并且提高算法准确性。 

目前，龚益阳教授已经在使用这种新方法来更密切地研究与小鼠不同行为相关的神经活

动。 

Soltanian-Zadeh 说：“活跃神经元检测效率的提高，人类将获得更多关于神经网络和

行为状态的信息，这将为神经科学实验的加速进展打开大门。” 

此外，研究人员已经免费公开了开源软件和他们仔细注释的数据集。 

全文链接：https://doi.org/10.1073/pnas.1812995116 

参考资料： 

[1] AI Technique Opens Door for Accelerated Progress in Neuroscience 

Research 

[2] Fast and robust active neuron segmentation in two-photon calcium imaging 

using spatiotemporal deep learning 

来源：生物探索 

韩国首尔大学研发出高准确率 AI 医疗影像判读系统，诊断

准确率比人类医生高近 20％ 

韩国研究小组研发了一套基于 AI 的医疗影像判读系统，可以通过胸部 X 射线筛查肺癌

等肺部疾病，诊断准确率比人类医生高近 20%。 

首尔大学医院影像医学专业教授朴昌民(音)和软件公司 Lunit 联合研究组 4 月 1 日宣布

研发出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可以筛查出包括肺结节以及肺结核、气胸等在内的主要胸部

四大疾病。 

https://doi.org/10.1073/pnas.181299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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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肺结核、肺炎、气胸等四大肺病的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因此通过准确诊断

提早治疗十分重要。朴教授组为开发该款人工智能系统，使用了包括四大肺部疾病 X 射线

影像资料在内的共计 9.8621 万件胸部 X 射线影像资料结果。研发出的人工智能系统经过了

首尔大学医院、Boramae 医院、江东庆熙大学医院、乙支大学医院、法国格勒诺布尔

(Grenoble)大学医院检验。外部机构的评价诊断准确率平均 97%以上，呈现出的结果非常

出色，系统能够通过 X 光图像定位病灶位置。 

在一场 AI 系统同一组包括影像医学专业的专职医生在内的 15 名医生的比较评价中，

参与评价的内科医生的诊断准确率为 81.4%，定位准确率为 78.1%;而 AI 系统的成绩分别为

98.3%和 98.5%，表现优于人类医生。 

研究小组表示，医生在得到 AI 系统的辅助后，判读肺部图像的能力最多可以提高 9 个

百分点。预计该系统将在今年下半年获得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厅的医疗器械许可。 

与包括影像医学专业专科医生在内的 15 名医生的比较评价中，人工智能的诊断准确率

也高于大部分的医生。人工智能在查看了肺部照片后，不仅能够判断是否存在疾病，而且还

可以准确定位，诊断表现优于人类医生。参与评价的内科医生的诊断准确率 81.4%，定位

诊断准确率 78.1%；而人工智能的准确率两项成绩分别为 98.3%和 98.5%。研究小组转述

称，“医疗团队在获得人工智能辅助后，判读能力将提高最多 9 个百分点”。 

此次研究结果证明了人工智能的有效性，相关内容刊载在了世界学术期刊《JAMA 

Network Open》最近一期。该人工智能系统将在今年下半年获批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处医疗

器械许可。 

来源：贤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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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 AI 医学影像新成果：人工智能可为肝癌患者无创分

级  

近日，中科院苏州医工所联合丽水市中心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研究团队开展了

一项新的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与医学影像联合使用的人工智能系统 SE-DenseNet 与增强核磁共振图

像结合，可以在无创条件下为病患完成癌症分级。研究团队表示，将把该技术应用在其开发

的肝癌消融计划导航系统中，以更准确地辅助制定手术规划。 

肝癌与癌症分级 

在原发性肝癌中，肝细胞癌（HCC）是肝癌的重要分型，占原发性肝癌的 70%~90%，

是导致全球癌症死亡的第三大肿瘤。 

肝癌的分级对病人的临床诊断、治疗方案选择以及预后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不同于大多数肿瘤，肝癌可以通过非侵入性的影像检查进行确诊。目前诊断肝癌的手段

有影像检查、活检、AFP 血清检查等，其中最常用的医学影像检查包括 CT 和 MR，CT 和

MR 已经被公认为肝胆和乳腺癌等疾病的非侵入性检查的首选。 

病理活检仍是评估病灶恶性程度的必要手段。若能实现基于医学影像的病灶分级，则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肿瘤的治疗方案提供参考意见，能降低诊断对病理活检的依赖，极大减轻

患者的痛苦。 

但在临床应用中，分级结果高度依赖于医生经验，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因此，寻求客观、

有效的分级评估方法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随着模式识别、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借助医学影像辅助诊断系统，

构建深度学习网络模型，对肝癌进行客观自动的分级成为目前主流的研究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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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为肝癌患者无创分级 

中科院苏州医工所戴亚康研究员、周志勇研究员和周庆等人联合丽水市中心医院纪建松

副院长团队和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范国华主任团队，提出了 SE-DenseNet 网络，开展了

基于增强 MR 图像（层厚 3mm~8mm 不等）的肝细胞癌恶性程度分级研究。 

该研究从丽水市中心医院和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获取了 75 位病人的增强核磁共振图

像，包括 75 例动脉期图像、75 例静脉期图像、63 例延迟期图像，共 213 个病灶 ROI。 

研究人员通过结合深度学习中的 DenseNet 和 SENet 两种网络结构，构建了

SE-DenseNet 网络，利用 SENet 对特征进行权重自学习，从而达到对重要特征的增强的目

的，在一定程度上，SE-DenseNet 缓解了 DenseNet 的特征冗余性。 

 

SE-DenseNet 框架图 

实验结果显示，SE-DenseNet 的分类性能优于 DenseNet 和 DenseNet-BC

（SE-DenseNet：accuracy=0.83，DenseNet：accuracy=0.72，DenseNet-BC：

accuracy=0.66）。 

研究人员表示，与医学影像联合使用的人工智能系统 SE-DenseNet 与增强核磁共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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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结合，可以在无创条件下为病患完成癌症分级。未来将把该技术应用在其开发的肝癌消融

计划导航系统中，以更准确地辅助制定手术规划。 

参与此项研究的苏州医工所研究员周志勇曾表示，“相比于传统通过穿刺进行的癌症分

级，使用‘医学影像+AI’分级能更全面地获取病灶信息，降低漏检概率。近年来，利用人

工智能进行病灶分级的准确性还在不断提升，说明这项技术应用于疾病诊疗具有很广阔的前

景。” 

另外，此项研究还获得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浙江省重点研发计划和苏州市民生科技等

项目的资助。 

来源：雷锋网 

Radiology：人工智能首次实现鼻咽癌“自动勾画”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孙颖团队与香港中文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系合作，首次利用

人工智能（AI）技术，在核磁共振（MRI）影像上自动勾画鼻咽肿瘤，为实现精准而又高效

的鼻咽癌放射治疗靶区勾画提供了解决方案。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国际影像学顶级期刊

《Radiology》上。 

在 CT 或 MRI 影像上精准勾画肿瘤靶区范围，是放射根治鼻咽癌的关键步骤。目前，

这一勾画工作主要由人工完成，准确性高度依赖医生的经验，一般需要 3-10 小时才能完成，

准确率仅为 70%。为此，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副院长孙颖教授带领团队，针对如何利用

AI 技术实现鼻咽肿瘤的自动勾画开展了系统性攻关。 

本研究共纳入来自 1021 例鼻咽癌患者（全部期别）的 MRI 影像资料，并由两名鼻咽

癌放疗专家共同完成靶区勾画，提供三维、大尺度和高质量的影像和靶区数据，将专家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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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为数据后，用于计算机学习，从这些数据中学习规律从而实现自动勾画。 

经测算，通过人工智能自动勾画，将鼻咽癌肿瘤靶向勾画的用时从平均 3-10 个小时大

幅缩短到 20-50 分钟。效率提升的同时，准确性有得到更大的保证。以专家勾画作为参照

标准， AI 自动勾画的准确性达到 79%，相当于从业 3 年左右的年轻医生的水平；且无论

患者是早期（T1-T2）还是晚期（T3-T4），无论是否接受过化疗，勾画准确性均保持了相对

稳定。其中，32.5%（66 例）的病例无需修改可直接用于放射治疗计划设计，56.2%（114）

的病例经少量修改即可用于放射治疗计划设计。 

除了勾画鼻咽癌肿瘤放射治疗的靶区外，研究团队进一步实现了鼻咽癌颈部淋巴结、预

防性放疗区域和需保护的正常组织的 AI 自动勾画，并集成了人工智能自动勾画云平台，不

仅大大节约了勾画时间，还使受保护的器官由 15 个增加到 43 个。“下一步我们将通过云平

台在广州、新加坡、广西等地开展临床验证，以期取得全球鼻咽癌放射治疗水平的同质化，

为世界鼻咽癌治疗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孙颖表示。 

据悉，鼻咽癌是我国常见头颈部肿瘤，中国发病率全球第一，其中广东省高发区的发病

率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40 倍。由于鼻咽解剖位置特殊、手术治疗困难，且鼻咽癌对射线敏感，

因此放射治疗是根治手段，通过精准放射治疗联合适当强度的化疗，80%以上的无远处转

移鼻咽癌可彻底治愈。由于在放射治疗过程中，射线要从不同角度穿过脑干、颞叶、眼球、

视神经等 40 多个重要器官到达鼻咽肿瘤，精度要求在毫米级别，照射不足将导致肿瘤复发，

照射过度会增加放射性脑损伤、听力下降等后遗症。这首先有赖于对照射范围（勾画靶区）

的准确界定。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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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创建出全球最详细的非洲人口

密度图 

据 Africanews 网 4 月 10 日消息，Facebook 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创建出世

界上最详细和准确的非洲人口分布图。 

当前，人们使用覆盖全球的高分辨率卫星来帮助绘制人口分布图，但浩大的卫星图像数

据分析工作对人类仍是一项挑战。Facebook 使用开源地图项目 Open Street Map 中的数

据训练计算机视觉系统，用以识别卫星图像中的建筑物，并将其与人口普查数据交叉引用，

使这一分析工作实现自动化。Facebook 利用自动化系统分析了 115 亿张 64 x 64 像素的图

像，成功绘制出全球最详细和准确的非洲人口分布图。 

 

来源：全球技术地图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布最新机器人，专为 AI 设计 

近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个机器人研究团队推出了最新的成果：为机器人研究

开发的机器人——Blue，低成本、专为 AI 设计的 Blue 旨在减轻机器人研究者的经济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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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的，推进机器人的研究。 

领导这一团队的有加州大学伯利克分校教授、强化学习领域大牛 Pieter Abbeel、研

究员 Stephen McKinley 、David Gealy。 

”近几年，AI 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让现在的机器人在软件层面变得更加智能，

但硬件上却原地踏步了很多年。我们需要为如今的 AI 时代开发新的机器人硬件。“Pieter 

Abbeel 表示。在成本方面，Stephen McKinley 认为，机器人越来越能够在反复的实验中

掌握新的技能，但如果没有低成本的平台来支持反复的试验和研究，可能无法快速发展。因

此降低造价对推进机器人研究也至关重要。 

根据其官方介绍，Blue 机器人具备 7 个自由度的双臂机器人，量产之后价格有望控

制在 2000 美元以下。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在报道中提到，Blue 机器人系统仅包含了一些低

级的软件用以操控机器人，不过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支持其他研究者自主编写更多 AI 软件。 

团队表示该机器人旨在利用最新的 AI 算法来执行复杂的任务，同时保证价格低廉和

安全性，减轻研究者的购买负担。 

值得关注的是，这款机器人支持研究者使用 VR 进行控制，这一过程对训练 AI 机器

人算法非常重要。在研究者通过 VR 设备操控机器人的同时，AI 算法能够对行为进行模仿

学习，相当于人类为机器人减少了很多试错的过程，让机器人快速掌握某项技能。 

Blue 机器人自身重量仅为 8.7 千克，连续有效荷载为 2 千克。从这些简单数据可看

出，该机器人的荷载不大，并不是为了执行生产任务设计的。 

传统的工业机器人为了顺利进行重复性生产任务，通常具备较高的精度和强度，但这

就无法保证人类在旁边工作时的安全性，同时也无法胜任更加灵活的工作。因此，协作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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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近几年应运而生，旨在将机器人（精确）的重复性能和人的能力结合起来，同时为了能

够与人类共同工作，协作机器人大多进行了防夹伤、防碰撞的设计。但协作机器人的售价也

常常在数万美元以上。 

团队在设计 Blue 时也充分考虑到了研究者安全和试验需求，如机器人对外力非常敏

感，避免人类在操作时被夹伤，同时研究者还能对机器人进行调节，让其可以表现得非常僵

硬，也可以变得非常放松，易于拖动。 

此外，灵活程度也是该团队十分看重的要素，Blue 机器人除了拥有 7 个自由度，在

转动幅度上的表现也较为出色，这是为了让使用者能够教机器人进行更加复杂和多样的动

作。 

不过与此同时，机器人的精度和力量则被大幅削弱了，这也是能够降低成本的重要原

因。McKinley 表示，他们认为该机器人不需要太高的精度和力量，开发机器人的重点只是

为了能够更加智能。 

PieterAbbeel 认为，一旦机器人通过模仿学习掌握了某种技能，它们可以更快地通过

强化学习不断将这项技能进化，进而达到趋于完美的，这可比普通的编程或者强化学习要有

效得多。 

参考： 

https://news.berkeley.edu/2019/04/09/meet-blue-the-low-cost-human-friendl

y-robot-designed-for-ai/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s/613289/this-may-be-the-apple-ii-of-ai-

driven-robot-arms/ 

https://news.berkeley.edu/2019/04/09/meet-blue-the-low-cost-human-friendly-robot-designed-for-ai/
https://news.berkeley.edu/2019/04/09/meet-blue-the-low-cost-human-friendly-robot-designed-for-ai/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s/613289/this-may-be-the-apple-ii-of-ai-driven-robot-arms/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s/613289/this-may-be-the-apple-ii-of-ai-driven-robot-a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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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pectrum.ieee.org/automaton/robotics/industrial-robots/uc-berkeley-

blue-low-cost-force-controlled-robot-arm 

来源：DeepTech 深科技 

Science Robotics：哈工大研制出可用于癌症诊断治疗的磁

性微游动机器人 

哈尔滨工业大学 25 日发布消息，该校机电学院机器人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谢晖

教授团队研制出可用于癌症诊断治疗的磁性微游动机器人，成果有望为癌症治疗中高效靶向

给药和早期诊断体内成像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自然界中存在着丰富多样的生物自组织系统，表现出高度的群体智慧，可以解决个体无

法胜任的复杂问题。比如分工协作的蚁群可构建复杂而精巧的蚁巢、搬运超重猎物，布阵捕

食的鲱鱼群可轻松捕获非常警觉的桡足类动物等等。 

受此启发，谢晖教授团队开发了一种磁性微游动机器人，这种呈花生状的磁性游动机器

人长 3 微米，直径 2 微米，只有头发丝直径的约四十分之一。 

该机器人可成千上万地组队协同作业，机器人之间通过非常小的作用力交流，自组织成

一个多模态的群体，就像蚁群用触觉或气味交流一样。 

由于机器人足够小，可以到达例如毛细血管末端、视网膜等其他手段难以直接治疗的部

位。未来通过体内运动导航，由成千上万个装载药物的微游动机器人组成的群体，可以直达

病灶部位，识别并攻击病变细胞，实现高效无副作用治疗。 

与此同时，微纳游动机器人还可以留存在体内，实现健康状况的在体监控，协助人体免

疫系统长期有效维护人类健康，为疾病的早期诊断与治疗提供一种新手段。 

https://spectrum.ieee.org/automaton/robotics/industrial-robots/uc-berkeley-blue-low-cost-force-controlled-robot-arm
https://spectrum.ieee.org/automaton/robotics/industrial-robots/uc-berkeley-blue-low-cost-force-controlled-robot-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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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成果在《科学》杂志子刊《科学·机器人学》(Science Robotics)发表了题为《可重构

磁性微机器人群：多模态转换、定向移动与集群作业》(Reconfigurable magnetic 

microrobot swarm: Multimode transformation, locomotion, and manipulation)的科

研论文。 

 

微游动机器人群体多模态转化（左）、环境响应与集群操作（右）示意图 

论文链接：http://robotics.sciencemag.org/content/robotics/4/28/eaav8006.full.pdf 

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 

高通发布专为 AI 推理设计的芯片 Cloud AI 100 

在近日旧金山举办的年度 Qualcomm AI Day 大会上，高通发布了三款面向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和其他移动设备的新系统芯片。此外，更重磅的是，高通还宣布了一款专为边

缘计算设计的新产品：Qualcomm Cloud AI 100。 

高通 Cloud AI 100 采用 7nm 工艺，具有高度可扩展性、专为 AI 推理设计，将于 

2020 年正式推出产品，样片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推出。 

虽然高通尚未公开芯片性能或架构方面的细节，但它声称，Cloud AI 100 的性能比目

前业界最先进的 AI 推理解决方案高出 10 倍以上。 

http://robotics.sciencemag.org/content/robotics/4/28/eaav8006.ful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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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 AI 100 集成了一系列开发工具，包括编译器、调试器、分析器、监视器、服务、

芯片调试器和数字转换器。 

此外，Cloud AI 100 还致力于支持领先的软件堆栈，包括 ONNX、Glow 和 XLA，

以及各种机器学习框架，包括谷歌的 TensorFlow、Facebook 的 PyTorch、Keras、

MXNet、百度的 PaddlePaddle 和微软的 Cognitive Toolkit。 

 

高通估计 Cloud AI 100 的峰值性能能达到骁龙 855 和骁龙 820 的 3 至 50 倍。 

高通声称，与传统的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FPGA) 相比，Cloud AI 100 在推断任务方面

的平均速度要快 10 倍左右。此外，以高性能芯片常用的一个性能指标 —— 每秒 tera 操

作(TOPs) 来衡量的话，Cloud AI 100 的运算速度可以 “远远超过”100 TOPs。(相比之

下，骁龙 855 最快只有约 7 T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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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设想通过基于台积电 7nm 节点构建的 Qualcomm Cloud AI 100，为 5G 提供

更低的延迟，并为云和边缘带来更高的性能和效率。 

 “FPGA 或 GPU 通常可以更有效地进行 AI 推理处理…… 因为 GPU 是更并行的，

而 CPU 是更串行的，并行芯片更适合 AI 处理。” 高通产品管理高级副总裁 Keith Kressin 

解释说：“不过，GPU 更多的是为图形设计的，如果你从头开始设计一个芯片来加速 AI，

可以得到显著的改进。从 CPU 到 FPGA 或 GPU 都有数量级的改进。但定制 AI 加速器

能提供再一个数量级的改进。” 

来源：新智元 

科学家用人体组织 3D 打印出全球首颗人类心脏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研究人员 15 日宣布，他们成功以病人自身的组织为原材料，3D

打印出全球首颗拥有细胞、血管、心室和心房的“完整”心脏，这在全球尚属首例。 

研究人员当天在以色列中部城市特拉维夫举行发布会，展示了这颗樱桃大小的 3D 心

脏，并表示这是一项“重大医学突破”，为未来打印可用于移植的心脏提供了可能。 

研究项目负责人、特拉维夫大学教授塔勒·德维尔说，过去研究人员只成功 3D 打印出

没有血管的“简单”心脏，而他们此次借助病人自身的组织和血管，3D 打印出了拥有细胞、

血管、心室和心房的“完整”心脏。 

研究人员介绍，他们首先从一名病人体内提取脂肪组织，分离出细胞和细胞外基质，再

借助基因改造技术将细胞转变成干细胞，让这些干细胞分化成心肌细胞和可生成血管的细

胞，然后将这些细胞与细胞外基质加工成的水凝胶混合，制成“生物墨水”，最终装入 3D

打印机进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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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展示的 3D 心脏，打印耗时约 3 个小时，大小约是人类心脏的百分之一。德维尔说，

打印与人类心脏大小相当的心脏所需技术基本相同，目前制作出的 3D 心脏可以收缩，但尚

未具备泵血等功能，还需进一步培养。 

德维尔告诉新华社记者，这颗 3D 心脏是模拟人的心脏结构打印出来的，由于 3D 心脏

的组织和细胞来自病人自身，移植后有望显著降低受体排异反应。 

研究人员说，他们接下来将在实验室培养 3D 心脏，“教会”这些人造心脏如何像真正

的心脏一样“工作”，然后将它们移植到动物体内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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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新网、新华网 

产业动态 

Flexiv 发布全球首个自适应机械臂 

近日，在德国的 2019 汉诺威工业展上，AI 机器人公司 Flexiv（非夕）展示了最新一代

机器人技术：自适应机器人，并发布了其最新产品，首个自适应机械臂 Rizon（拂晓）。Rizon

是世界上第一个自适应机器人，结合了力觉控制及先进的 AI 技术，为最终在制造业、医疗、

零售等多个领域通过机器人完成复杂工作任务而奠定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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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适应机器人具备三个重要特征，区别于以往的工业机器人和协作机器人技术：极高的

误差容忍度、强抗干扰性、强大的智能可迁移工作能力。结合力觉控制及先进的 AI 技术，

Flexiv 能够实现优秀的视觉感知能力、力觉引导控制能力及灵活的任务规划能力，让其机械

臂能够在不确定的环境下高效工作。 

为了达到这样的自适应性，Flexiv 自主研发了新型轴关节、关节扭矩控制器、独有的力

觉感知技术以及层级式机器人智能系统。另一方面，通过硬件架构设计及基于扭矩的控制框

架，Flexiv 机器人产品达到工业级标准的安全性，并且在人机交互以及不确定环境下也具备

本质上的安全性。工业方面，Rizon 可以完成复杂的抛光、装配、插拔、基于力觉的质量测

试等复杂工作。 

 “通过从硬件底层到系统顶层的全面革新，我们的机器人拥有极高灵巧性，能够处理

不确定环境下的复杂任务，提供和人类相似的精巧操作和手感，帮助实现更广泛的工业甚至

其他行业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Flexiv 联合创始人及 CEO 王世全表示。 

通过搭载在深度摄像头上的 AI 视觉技术，Rizon 能够感知并辨认出复杂、不确定环境

中的物体，并实时结合力觉进行任务及操作规划。此外，AI 技术不仅能够让机器人学会不

同应用场景下的基础动作，还能结合已经掌握的能力来自动规划完成复杂的任务。这大大减

少了自动化系统的安装和调试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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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得看到一家创业公司从 0 到 1 地开发出了新型机械臂，创新式地实现了精确的

力觉控制系统并融合了领先的 AI 技术，能应用在汽车、3C 制造、农业等多个领域。Flexiv

拥有一流的团队，未来的发展空间巨大。”Flexiv 投资方、高榕资本创始合伙人岳斌表示。 

应用自适应机械臂能够带来简化安装调试流程、减少停产时间、降低人力成本、精简生

产线、去除冗余的额外设备等优势，从而为企业产生可观的价值。与传统机器人方案相比，

自适应机器人方案拥有高品质下极高的性价比。 

Flexiv 宣布启动面向重点客户的 EAP 计划（EAP，Early Adopter Program），通过试

点项目为客户验证自适应机器人系统解决方案的可行性。目前已经吸引了数个全球领先的制

造商，Flexiv 得以与行业内的龙头企业达成初步合作，在实际工业场景提供定制化的 Rizon

部署方案。 

传统的机器人采用位置控制，第二代协作式机器人引入了力觉检测，让人机协作迈出了

重要一步。而第三代走得更远：Flexiv 开发的自适应机器人拥有优秀的力觉控制及 AI 技术，

能够带来更柔性、自适应、更智能的自动化方案，完成传统机器人难以做到的任务，拓展机

器人市场，让机器人能在各行各业得到更加广泛地应用。 

自创立以来，Flexiv 获得了许多顶级投资方的资本支持，完成超 1.5 亿人民币的融资，

投资机构包括金沙江创投、高榕资本、真格基金、深圳清华研究院、M Fund 和顺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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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腾讯网 

其他 

贾扬清：我对人工智能方向的一点浅见  

贾扬清，浙江上虞人，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在加州大学 Berkeley 分校获得计算

机博士学位，目前担任阿里计算平台掌门人。 

最近几年深度学习的流行，大家一般认为是从 2012 年 AlexNet 在图像识别领域的成

功作为一个里程碑。AlexNet 提升了整个业界对机器学习的接受程度：以前很多机器学习

算法都处在“差不多能做 demo ”的程度，但是 AlexNet 的效果跨过了很多应用的门槛，

造成了应用领域井喷式的兴趣。 

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 2012 年以前，很多成功的因素已经开始逐渐显

现：2009 年的 ImageNet 数据库奠定了大量标注数据的基础；2010 年开始，IDSIA 的 

Dan Ciresan 首次用 GPGPU 进行物体识别；2011 年，北京的 ICDAR 大会上，神经网

络在中文离线识别上大放异彩。就算是 AlexNet 中用到的 ReLU 层，早在 2001 年神经科

学的文献中就有提及过。所以，一定程度上说，神经网络的成功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2012 年以后的事情，大家可以读到很多，这里就不再赘述。 

成功与局限 

在看待神经网络成功的同时，我们也要进一步深挖其背后的理论背景和工程背景，为什

么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在几十年前失败，但是现在却成功了？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而它的

局限又在什么地方？我们这里只能片面地说几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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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的原因，一点是大数据，一点是高性能计算。 

 局限的原因，一点是结构化的理解，一点是小数据上的有效学习算法。 

大量的数据，比如说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以及 AWS 这样低成本获得标注数据的平台，

使机器学习算法得以打破数据的限制；由于 GPGPU 等高性能运算的兴起，又使得我们可

以在可以控制的时间内（以天为单位甚至更短）进行 exaflop 级别的计算，从而使得训练

复杂网络变得可能。要注意的是，高性能计算并不仅限于 GPU ，在 CPU 上的大量向量

化计算，分布式计算中的 MPI 抽象，这些都和 60 年代就开始兴起的 HPC 领域的研究成

果密不可分。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深度学习的局限性。今天，很多深度学习的算法还是在感知这个层

面上形成了突破，可以从语音、图像，这些非结构化的数据中进行识别的工作。在面对更加

结构化的问题的时候，简单地套用深度学习算法可能并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有的同学可能

会问为什么 AlphaGo 和 Starcraft 这样的算法可以成功， 一方面，深度学习解决了感知

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还有很多传统的非深度学习算法，比如说 Q-learning 和

其他增强学习的算法，一起支撑起了整个系统。而且，在数据量非常小的时候，深度学习的

复杂网络往往无法取得很好的效果，但是很多领域，特别是类似医疗这样的领域，数据是非

常难获得的，这可能是接下去的一个很有意义的科研方向。 

接下去，深度学习或者更广泛地说，AI 这个方向会怎么走？我个人的感觉，虽然大家

前几年一直关注 AI 框架，但是近年来框架的同质化说明了它不再是一个需要花大精力解决

的问题，TensorFlow 这样的框架在工业界的广泛应用，以及各种框架利用 Python 在建

模领域的优秀表现，已经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以前需要自己编程实现的问题，因此，作为 

AI 工程师，我们应该跳出框架的桎梏，往更广泛的领域寻找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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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往上走，我们会遇到产品和科研的很多新挑战，比如说： 

 传统的深度学习应用，比如说语音、图像等等，应该如何输出产品和价值？比如说，

计算机视觉现在基本还是停留在安防这个层面上，如何深入到医疗、传统工业，甚

至社会关爱（如何帮助盲人看见这个世界？）这些领域，是不仅需要技术，还需要

产品的思考的。 

 除了语音和图像之外，如何解决更多问题。在阿里和很多互联网企业中有一个“沉

默的大多数”的应用，就是推荐系统：它常常占据了超过 80%甚至 90%的机器学

习算力，如何将深度学习和传统推荐系统进一步整合，如何寻找新的模型，如何对

搜索和推荐的效果建模，这些可能没有像语音和图像那么为人所知，却是公司不可

缺少的技能。 

 即使在科研方向，我们的挑战也刚刚开始：Berkeley 的教授 Jitendra Malik 曾

经说，“我们以前是手工调算法，现在是手工调网络架构，如果囿于这种模式，那

人工智能无法进步”。如何走出手工调参的老路，用智能提升智能，是个非常有意

思的问题。最开始的 AutoML 系统依然停留在用大量算力暴力搜索模型结构的层

面上，但是现在各种更高效的 AutoML 技术开始产生，这是值得关注的。 

机会 

往下走，我们会发现传统的系统、体系结构等知识，计算机软件工程的实践，会给 AI 带

来很多新的机会，比如说： 

 传统的 AI 框架都是手写高性能代码，但是模型如此多变，新的硬件平台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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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提升软件效率？我们已经看到有通过编译器技术和传统的人

工智能搜索方法来反过来优化 AI 框架，比如 Google 的 XLA 和华盛顿大学的 

TVM，这些项目虽然处于早期，但是已经展现出它们的潜力。 

 平台如何提升整合能力。在开源领域，大家的做法是一个人，一台机器，几个 

GPU ，训练比较学院派的模型。但是在大规模应用中，我们的数据量非常大，模

型非常复杂，集群还会出现各种调度的挑战（能不能一下子就要求 256 个 GPU ？

计算资源是否可以弹性调度？），这些对于我们自己的机器学习平台，以及云上向

客户提供的服务，都提出了非常多的挑战。 

 如何进行软硬件的协同设计。在深度学习的计算模式开始逐渐固化的时候（比如说 

CNN ），新硬件和特殊硬件（比如 ASIC ）的优势就开始体现出来了。如何实现

软硬件的协同设计，防止“硬件出来了，不知道怎么写程序”或者“模型已经变了，

硬件一出来就过时了”这样的问题，会是将来几年中很大的方向。 

人工智能是一个日新月异的领域，我们有一个笑话说，2012 年的科研成果，现在说起

来都已经是上古时代的故事了。快速的迭代带来的大量机遇和挑战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无论

是有经验的研究者还是新学 AI 的工程师，在当今云化，智能化的年代，如果能快速学习并

刷新算法和工程的各种挑战，就可以通过算法创新引领并且赋能社会各个领域。这方面，人

工智能领域开源开放的各种代码，科研文章和平台给大家创造了比以前更容易的入门门槛，

机遇都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来源：机器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