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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亚残运会上，高新智能技术为残疾人提供更多便利打开更多可能

科技向善 城市向前

智能导盲犬指引盲人火炬手前行，脑
波控制智能仿生手点燃主火炬，数字人手
语实时翻译⋯⋯从火炬传递到开幕式，再
到赛事运行，杭州第4届亚残运会就像黑
科技的大舞台，办赛、观赛、参赛都充满了

“智”感。
两个亚运、同样精彩，新科技、新产

品、新应用的首推、首用、首试是一个生动
侧面。“我们同样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
计算等技术，应用到亚残运筹办各方面，
希望向世界展示科技向善的力量、杭州城
市的温度。”亚残运会信息技术指挥长、杭
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胥伟华说。

科技为残疾人事业赋能，在亚残运会
火炬传递阶段就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淳
安站，智能导盲犬、智能仿生腿等创新技
术，首次被融入传递场景中。第 13 棒火
炬手、浙江首位盲人钢琴调律师蔡琼卉，
在智能导盲犬的引路下顺利传递火炬。
第 79 棒火炬手、中国代表团射箭运动员
叶金燕（肢残），通过佩戴一条深灰色涂装
的智能仿生腿，圆满完成传递。

令人记忆深刻的科技运用，延续到了
亚残运会开幕式现场。当中国代表团游泳
运动员徐佳玲（肢残），用智能仿生手点燃
火炬时，科技与人文的结合惊艳四方。杭
州亚残运会开幕式总导演沙晓岚感慨，通
过脑机接口技术支持的机械手臂帮助火炬
手拿起火炬，正是体现了科技助残的寓意。

心相约，梦闪耀。杭州亚残运会上硬
核科技的集中呈现，折射了杭州高新技术
企业践行科技向善的身影。

智能仿生手、仿生腿，就来自余杭企业
强脑科技。这是一家全球领先的非侵入式

脑机接口公司。“我们的产品搭载了自主开
发的脑机接口领域智能算法，内置传感器
系统，会实时采集肌电神经电信号，经过算
法处理后转化为指令，从而控制动作模
块。”强脑科技高级副总裁兼合伙人何熙昱
锦介绍，如智能仿生手就能够实现5根手
指的独立运动和手指间的灵活操作。

“仅仅这样还不够。”何熙昱锦说，为
了确保火炬传递万无一失，强脑科技的研
发团队为火炬手量身定制了一款智能仿
生手，增加能活动的关节铰链，减少残肢
小臂部分的发力。同时，研发团队还与火
炬手每天进行半个多小时的适应性训练，

其间对手指灵敏度等持续调试优化。
而另一款走红的智能导盲犬，与此前

杭州亚运会上传递铁饼的“显眼包”机器
狗还有点“血缘关系”，都来自杭州高新区

（滨江）的宇树科技——全球最早公开零
售高性能四足机器人和最早实现四足机
器人行业落地的企业。

这只智能导盲犬，“学名”为 B1 四足
机器人，是宇树科技的得意之作。它集
成激光雷达等多种传感器，使用多种传
感器对周围环境进行判断，实现自主避
障行走。同时，由于搭载语音模块，能够
播报路况，在检测到障碍时主动提醒，并

按需调整速度、改变路线。为了使 B1 四
足机器人更好地扮演“电子眼”角色，宇
树科技参考真实导盲犬的工作模式，设
定合适的牵引角度和力量大小，并反复
调整步速、扶手高度等参数，使人感觉牵
着的真是一条温顺导盲犬，从而更好地
服务盲人。

眼下，在杭州，还有越来越多企业加
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不断推出服务残疾
人群体的前沿技术产品，构建起连接人与
机器的感知桥梁，让残障人士真切体会到
科技向善带来的便利。

每一项黑科技的一触即发，蕴含的是
一座创新活力之城的厚积薄发。非侵入
式脑机接口技术在亚残运会上的应用，离
不开杭州的前瞻布局和开放包容。

早在 2018 年，脑机接口技术还未被
市场完全清晰认知之际，余杭区相关负责
人便前往国外考察强脑科技的初创团
队。对企业的重视和对脑机接口技术前
瞻性的认可，让强脑科技在杭州未来科技
城扎下了根。时至今日，强脑科技已经入
选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3 全球独角兽
榜》，并实现全球首个高精度脑机接口产
品单品10万台量产。

科技向善，城市向前。目前，杭州发
力重点打造智能物联、生物医药、高端装
备、新材料和绿色能源五大产业生态圈，
产业步入由“链”到“圈”的发展新阶段，加
快培育和形成一批世界领先的万亿产业、
千亿企业、百亿项目。未来，更多的“强脑
科技”或将在杭州破茧成蝶，让打造国际

“赛”“会”之城的杭州，书写更多一触即发
的精彩。

杭州亚残运会成为展示科技造福人类的博览会

办赛观赛参赛，处处充满“智”感
本报记者 张 留 通讯员 胡 金

在杭州，有 3 万多名持证的听障人
士，他们生活在一个无声的世界。无论
工作还是生活，他们都因“听不见、无法
说”，碰到各种困难。如何让更多听障
人 士 便 利 生 活 ？ 智 能 AI 手 语 翻 译 官

“小莫”，在杭州亚残运会期间登场。
近日，记者跟随杭州市民戴先生来到

上城区凯旋路一家咖啡馆。戴先生把手
机摆在桌面上，在一个应用里输入“现
声”，智能AI手语翻译官“小莫”就出现在
眼前。冲着屏幕打了一段手语后，戴先生
按下“开启翻译”按钮。“我想要一个咖啡
软面包。”一段声音从手机中传来。

“还需要一杯咖啡吗？”工作人员的回
答一出口，屏幕上的“小莫”应声而动，再
将声音转换为手语，整个沟通过程几乎没
有卡顿。

动动手指，就能实现手语与语音的
实时双向转换。杭州市无障碍办规划统
筹组组长方适明介绍，这是杭州市联合
阿里云及阿里公益共同打造的“小莫”数
字人——人工智能双向手语翻译系统。
它具备手语识别和手语播报的双重能

力，既可以将自然语言翻译成手语，也可
以识别手语并翻译成自然语言。

目前，“小莫”已在应用端上线，纳入
“无障碍服务在线”平台，做到 24 小时全

天候免费服务。其手语能力已覆盖旅游
服务、新闻传播、日常对话等应用场景。

“特别是亚残运会期间，听障人士
可以通过‘小莫’更好地获取信息，享受

无障碍的赛事服务。”方适明介绍。在
杭州亚残运会竞赛场馆中，“小莫”可为
听障人士提供手语指引和观赛信息介
绍。同时，在“亚残智能一站通”上，它
还会成为健全人与听障人士无障碍沟
通的贴心桥梁。

去年，“小莫”正式上线。这款 AI 系
统的背后，是三维虚拟人技术、计算机视
觉、机器翻译、语音技术等多种技术的综
合运用。“‘小莫’可识别手语打法 2 万多
个，合成手语覆盖中文词语 1 万余条，采
集手语文本及视频训练数据 200 余万
条。”阿里云数字人手语翻译项目运营负
责人林淼说，目前，“小莫”已努力构建国
内不同地域的手语手势数据库，尽可能
解决手语的“方言”问题。

让普通人“看懂”手语，也让听障人士
“看见”更多声音。除了在日常生活的应
用外，“小莫”手语讲解还覆盖了西湖 43
处景区、657 个景点，并在南宋德寿宫遗
址、中国茶叶博物馆、中国伞博物馆等场
所提供展品手语翻译服务，让听障人士

“一部手机畅游西湖”。

动动手指，“看见”声音

谢谢你，贴心的“小莫”
本报记者 王逸群

杭州市民使用智能AI手语翻译官“小莫”。 本报记者 马赛洁 摄

当一位残疾人坐着轮椅出行时，要克
服哪些困难？“一路上有没有零高差的坡道
口？无障碍公共卫生间在哪里？有没有
无障碍电梯？在不熟悉的城市，这些问题
最困扰我们。”杭州亚残运会中国代表团
草地掷球运动员徐永刚（肢残）告诉记者。

而在杭州参加亚残运会的他和队友
们，没有了这些后顾之忧，“你看，打开导
航，选择‘无障碍模式’，会标识出沿路的
无障碍公共卫生间，还能看到通过无障碍
电梯上天桥的提示。”徐永刚打开了手机
上的高德地图客户端，选择了从举办草地
掷球比赛的杭州文汇学校，前往轮椅击剑
举办场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体育馆的路
线，在这条 2.5 公里长的路线上，地图标
识出了 13 间无障碍洗手间的路线，以及
进入体育馆的无障碍电梯提示。线上的
便捷，依托的是杭州自 2020 年启动的无
障碍环境提升计划，现在，无障碍卫生间、
无障碍公园、无障碍电梯等，已是杭州随
处可见的标配。

在中国残联、浙江省残联的指导支持
下，高德地图的“轮椅导航”功能在3个月

内完成研发。2022 年 11 月，在北京、上
海、杭州三个城市首批试点上线。“除了坐
轮椅的人群，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推婴儿
车的宝爸宝妈、提大件行李的行人也能方
便地使用。”高德地图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轮椅导航”与大家平时使用的“步
行”导航有什么区别？打开高德地图，在

“我的”界面右上角的设置选项中，可以找
到“无障碍模式”选项，选项卡中，包含无
障碍导航、视觉障碍模式以及旁白功能。

激活无障碍模式后，原有的步行导航（公
交地铁—步行导航）功能就会被覆盖。

和普通模式比，“轮椅导航”的路线颜
色改变了，界面下方还有一句“已尽量避
开台阶和陡坡路段”的无障碍提示。

“轮椅导航”上线后进行了多次升
级，不断完善功能。目前已有 7.9 万个无
障碍设施点被收入“轮椅导航”，其中包括
1573 个无障碍公共卫生间、111 个公园、
150家医院、93个宾馆酒店，以及4720个
亚（残）运会竞赛场馆、城市道路、公共服
务点等。

如今高德地图“轮椅导航”累计已提
供了上千万次规划服务，密布在导航地图
上的无障碍信息点汇聚成了“无障碍一张
图”。“‘轮椅导航’功能的推出，会给残障
人群带来更多出行信心，也希望能唤起大
家对无障碍的更多关注。”杭州市无障碍
办信息协调组组长马志超说，“无障碍环
境建设不止服务于残障人群，在健全人的
生命周期中也总会有一些时刻用到无障
碍设施，希望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共
同完善。”

“轮椅导航”收录杭州7.9万个无障碍设施点

残疾人出行，有爱无“碍”
本报记者 张 苗 金思成

中国代表团草地掷球运动员徐永刚（肢残）在使用“轮椅导航”。 本报记者 金思成 摄

运动员们也爱在社交媒体秀出
自己，而亚残运村里人气最高的打
卡地，是AI写真馆——各个国家的
运动员们在AI的帮助下，生成出了
自己和杭州代表景点的合影，留下
了专属纪念照。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AI写真馆
门前排队等候的运动员们笑声不断，
不同肤色的他们，在屏幕前选择不同
的中国风或是日常造型的滤镜，搭配
出属于自己的形象照，再将西湖、拱
宸桥或是良渚等杭州代表景点作为
背景，一张专属写真就完成了。

记者了解到，AI 写真馆基于杭
州高新企业自研的深度合成算法，
采用面貌检测、智能面部特征融合、
深度人像合成等技术，只需单张图
片即可快速生成人像写真。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大多数运
动员更偏爱中国风滤镜，对于国外
选手来说，这样的体验很难得，“希
望他们能在我们AI技术的帮助下，
不离开亚残运村就能体验到杭州的
美景。”

“好看！”马来西亚代表团男子铅
球 F55 级项目选手穆罕默德·兹克
里·本·扎卡里亚（肢残）用刚学到的
中文说道：“谢谢杭州，谢谢中国。”拿
着新鲜出炉的中国风纪念照，扎卡里
亚很快分享给了自己的家人。

亚残运村中的“非视觉”摄影展
让残疾人运动员们流连忘返。这些
摄影作品，全部由视障人士拍摄。
展区现场，志愿者们现场讲解影展
背后的故事，教参观者体验“非视
觉”摄影。现场的“非视觉”摄影作
品展示墙，已经几乎被贴满。“没有
想到视障朋友也能拍出这么棒的照
片，这种平等快乐是亚残运会精神
的应有之义。”亚洲残奥委员会主席
马吉德·拉什德参观完“非视觉”摄
影展后非常感动。

“通过‘非视觉’摄影展，我们希
望帮助运动员换个‘视角’感受杭州
温度，也让更多人感受到，残障群体
的生活爱好也有很多可能性。”蚂蚁
集团“非视觉”摄影公益社团发起人
叶昌炜说。

只需单张图片即可生成智能人像写真

不出亚残运村
和西湖来个古风合影

本报记者 张 苗 谢丹颖

运动员在制作AI写真。 本报记者 张苗 谢丹颖 摄运动员在制作AI写真。 本报记者 张苗 谢丹颖 摄

语音输入付款金额，无需使用
密码，根据声纹就可以完成支付；出
行时想要寻找一辆无障碍出租车，
打开“礼帽出行”APP 或小程序，即
可在线预约⋯⋯这样的无障碍服
务，在杭州成为了日常。

“以后动动嘴就可以付款了！”
说话间，杭州亚残运会中国代表团
游泳运动员华栋栋（视障）打开手机
支付宝，输入语音指令后，就完成了
一笔转账。对于视障群体来说，这
样便捷的付款方式，在不久前成为
了现实。10 月 19 日，蚂蚁集团发
布了“服务亚残运计划”，升级“无障
碍支付”服务助力参赛观赛。

“无障碍支付”上线后，针对视
障用户输入信息难、感知支付结果
难等痛点，新增了“语音输入付款金
额”简化输入步骤，视障人士仅需通
过“声纹极速付款”或者“划一划”进
行身份核实，即可完成付款。此外，
为辅助视障人士，这项服务全程均
有语音读屏。“我们希望以亚残运会
为契机，用科技让交流无障碍，让生

活无障碍，让追梦无障碍。”蚂蚁集
团亚残运服务专班工作人员说。

在杭州，从支付到出行，智能为
有爱无“碍”增添生动注脚。

寻找无障碍出租车曾是困扰残
障人士的一个难题。现在，在杭州
的中外宾客，只需打开“礼帽出行
APP”或“礼帽出行”官方微信小程
序，就可以线上预约无障碍出租
车。不仅如此，“礼帽专车”还在路
面持续巡游，实现了车辆“线上+线
下”的智能调度，能够以最快的速度
就近调度，提升了运营效率。

从亚运会到亚残运会，“智能”
的办赛理念一直在延续。亚运会期
间，在支付宝上线的“智能亚运一站
通”小程序为上亿人参赛、观赛提供
便捷。而在亚残运会上，杭州又推
出“智能亚残运一站通”，包含了票
务、赛程、奖牌成绩、出行规划、场馆
观赛等服务。特别是针对残障用户
提供专项服务，如读屏功能、智能客
服等，助力更广泛的人群参与杭州
亚残运会。

中外宾客在杭体验无障碍场景——

无需密码
通过声纹即可支付

本报记者 张 留 通讯员 郑 宸

中国代表团游泳运动员华栋栋（视障）在使用无障碍支付。 拍友 窦俊 供图

亚残运会开幕式上，徐佳玲用智能仿生手举着火炬“桂冠”，点燃了主火炬。
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