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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跨年龄同亲缘人脸比对算法”再次协助警方找回武汉吴学先女士的儿子陈昊。图为陈昊父母答谢宴上寻亲的其他人。
（图源：格灵深瞳官方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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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3.0》
作者:[美] 迈克斯·泰格马克
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译者:汪婕舒
出版时间:2018年

2015 年有一个大新闻，特斯拉的创
始人马斯克捐赠了 1 千万美元给一家创
立了仅仅一年的组织——未来生命研究
所。这家组织研究的是人工智能安全
性，目标是要保证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
类的未来是有益的。它要让人工智能的
研究者不只看到高科技带来的锦绣前
程，还要随时关注可能带来的危险。

未来生命研究所的创始人，就是
《生命 3.0》的作者，麻省理工学院的物
理学终身教授迈克斯·泰格马克。在成
立未来生命研究所之前，他已经在对平
行宇宙的研究上获得了成就，曾经写过
一本非常受欢迎的科普畅销书《穿越平
行宇宙》。

而在这本书中，作者对终极未来进行
了全方位的畅想，从我们能活到的近未来
穿行至更遥远的以后，从可见的智能潜入
不可见的意识，重新定义了“生命”“智能”

“目标”“意识”，并澄清了常见的对人工智
能的误解，帮助读者构建起应对人工智能
时代动态的全新思维框架，抓住人类与人
工智能共生演化的焦点。

作者不仅以全景视角探讨了近未来
人工智能对法律、战争、就业和社会带来
的影响，还将目光投向了这场变革更为
深远之处：在未来的 1 万年乃至 10 亿年
及其以后，我们能否与人工智能实现共
生与繁荣？宇宙生命发展的终极物理极
限是什么？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
这场变革中迎来重生，同时又不会陷入
危机，丧失生而为人的意义？

该书对未来生命的终极形式进行了
大胆的想象：生命已经走过了1.0生物阶
段和2.0文化阶段，接下来生命将进入能
自我设计的 3.0 科技阶段。作为人工智
能时代的思考利器，该书获得埃隆·马斯
克、斯蒂芬·霍金、雷·库兹韦尔等多位学
界和业界领袖的极大肯定和赞扬。《科
学》和《自然》两大权威学术期刊同时刊
文推荐本书。

《你好 AI》
制片国家/地区：中国大陆
语言：汉语普通话
片长：共5集，每集18分钟
播出时间:2019年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步入商业化
阶段后，在全球各主要城市的创新融合
应用概况，以及其将对金融、教育、数字
政务、医疗、无人驾驶、零售、制造业、智
慧城市等各行业带来深刻变革。

长久以来，国产纪录片在展现科技，
尤其是这类未来科技的议题上总是捉襟
见肘。《你好 AI》作为中国第一部从社会
人文角度展示人工智能应用的纪录片，
以人工智能在不同的应用领域为分集，
通过十五位主人公的故事，告诉观众人
工智能带给他们的改变和惊喜，记录下
火星机器人测试、脑机接口实验、长城修
复工程、敦煌壁画数字采集等事件。从
宇宙的探索，到文物保护，再到医疗等领
域，该片全景展现了 AI 应用的普及带给
人类社会的变革，让观众感受到科技改
变生活的魅力。

这部纪录片从一开始便站在了国际
视野。在长达 120 天的拍摄周期中，摄
制团队采访 77 位人物，拍摄 43 个机构，
跨越亚、欧、美、非等四大洲，足迹遍布
20余个国内外城市。片中，《生命3.0》的
作者迈克斯·泰格马克也频繁出镜。

（本报记者 严粒粒 整理）

在 12 月 6 日 于 广 州 举 行 的
2023 年超算创新应用大会上，国
家超算广州中心发布新一代国产
超级计算系统“天河星逸”，在通用
CPU 计算能力、网络能力、存储能
力以及应用服务能力等多方面较

“天河二号”实现倍增，以满足日益
增长的高性能计算、人工智能大模
型训练以及大数据分析等多种应
用场景的需求，进一步提升该中心
的多领域应用服务能力。

据国家超算广州中心主任卢
宇彤介绍，“天河星逸”以应用为
中心，采用国产先进计算架构、高
性能多核处理器、高速互联网络、
大规模存储等关键技术构建，将
为广州市、广东省和粤港澳大湾
区的前沿科技突破、战略工程建
设、产业升级转型提供强劲的高
端算力与平台支撑。

国家超算广州中心业务主机
“天河二号”研制工程总设计师廖
湘科表示，“天河二号”于 2013 年
研 制 成 功 ，并 曾 连 续 多 次 夺 得
TOP500 世界超算冠军，是我国超
算系统研制进入世界领先行列的
重要标志，但国产超算应用一直是
我国超算发展面临的挑战。“在多
方支持下，国家超算广州中心组建
一流人才团队，开发了一系列面向
领域的超算应用平台，支持各行各
业取得了显著的应用实效，有力拓
展了国产超算应用生态。”

卢宇彤表示，国家超算广州
中心发展十年来，打造面向领域
的应用服务平台，用户数由最初
的 300 多 个 增 长 至 30 多 万 ，“ 天
河二号”超算应用入选中国十大
科技进展。

（据新华社消息）

国家超算广州中心发布
新一代国产超算系统

2023日本国际机器人展于11月29
日至 12 月 2 日在东京国际展览中心举
办。各种融合了AI（人工智能）技术的机
器人在更多场景中实现更智能化的操作。

本届展会的主题是“通过机器人技
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共吸引650余
家企业和团体参展。

日本工业用机器人生产巨头安川电
机公司带来了新发布的机器人 MO-
TOMAN NEXT 系列。与以往重复指
定动作的机器人不同，这个系列的机器
人能根据周边的情况自主判断、制定计
划并执行，机器人还能自动查验作业情
况，以最合适的方法完成作业。

该公司现场展示的4台新型机器人
分别演示了收拾餐具中的残羹剩饭、将
土豆和胡萝卜装箱、取出托盘中的医疗
器具装筐并送入灭菌设备等作业。

工作人员解释说，借助 AI 技术，机
器人对不规则放置的物品能自动生成最
合适的路径，不同种类的物品混在一起

也能正确识别，作业过程中如果收到新
的指令，能根据情况切换到优先级更高
的作业，如果需要等待，机器人则会在等
待间歇进行其他作业。

安川电机公司公关部的胜谷俊介
说，以前有些领域较难引进自动化，比如
农业领域，机器人自主性的提高能帮助
这些领域实现自动化，从而解决劳动力
不足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

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展位上，一个
正在往衣架上挂衣服的机器人吸引了众
多参观者驻足。研究人员告诉记者，挂
衣服对人来说是小事一桩，但对机器人
来说很难，因为当机器人抓住衣服的一
部分时，无法知道下一个瞬间衣服会变
成怎样的形状。借助深度预测学习技
术，他们解决了这个难题。

深度预测学习以预测模型的不完全
性为前提，采用使现场状况和模型之间
的预测误差最小化的算法，使机器人能
持续实时调整动作，以实现遇到未曾学

习的状况也能灵活应对的目标。
据介绍，早稻田大学的这款机器人

目前会做炒鸡蛋、叠衣服等家务活。该项
目的目标是到 2050 年研制出更智能的
机器人，让它们成为人类生活中的伙伴。

川崎重工业公司展示的场景是将采
集的患者样本送实验室检验，其主角是能
自主开关门、坐电梯的机器人 Nyokkey
和能自动配送的机器人 FORRO。以小
型氢燃料电池提供动力的 Nyokkey 把
插满采样管的试管架放到FORRO的货
架上，再由FORRO把样本送往实验室。
在这个系统中，Nyokkey是总指挥，如果
一台 FORRO 装不下要运送的样本，
Nyokkey 会调配另一台 FORRO 来帮
忙。FORRO之间也能互相沟通协作。

日本国际机器人展由日本机器人工业
会和日刊工业新闻社主办，是世界最大规模
的机器人领域专业展会之一，每两年举办一
次，今年是第25届。

（据新华社消息）

AI如何赋能机器人
——探访2023日本国际机器人展

延伸阅读

看更多，
了解AI
看更多，
了解AI

科技速递

近日，河北邢台商人解克锋找回被
拐 25 年的二儿子解清帅一事，连续多
日霸榜各大平台热搜。让人意想不到
的是，解清帅被寻回，背后的核心技术
竟然是AI（人工智能）。

近几年科技发展迅猛，使得 AI 加
持的新兴刑侦技术在寻亲行动中扮演
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让寻亲之路不再
遥远。那么，AI 在寻亲过程中具体发
挥了哪些作用？到目前为止，又有哪些
成功案例？

AI多次助力寻子

距离上一个被拐儿童被找回不到
两个月，来自北京的人工智能公司“格
灵深瞳”再次协助警方，寻回解清帅。

至此，历时 25 年的漫长寻亲之路，
解克锋夫妇终于迎来“上岸”之日。

12月1日下午，在公安人员的见证
下，解克锋与离散多年的儿子紧紧相
拥，一家人终于得以团聚。

时间回溯到 25 年前，1998 年春节
前，刚出生三个月的解清帅在家中失
踪。此后，解克锋踏上漫漫寻子路，为
寻子花光家中积蓄后，解克锋重新振作
起来一边创业一边寻子，曾承诺愿用百
万重金酬谢送回儿子的人。

据了解，此番寻子成功源于人脸识
别比对成功。认亲当天，解克锋表示，5
天前他突然接到警方电话，经过人脸比
对，儿子解清帅找到了。11月28日晚，
DNA比对结果出来，“100%，一个数字
都不差。”

“亲人团聚的背后，是科技的力量
在发挥作用，格灵深瞳自主研发的‘跨
年龄同亲缘人脸比对算法’功不可没。”
12月3日，格灵深瞳在其官方微博发布
消息，称此次解克锋寻子成功背后的人
脸比对算法出自该公司。

格灵深瞳算法部负责人在视频中
进一步解释，“大部分被拐儿童都是在
小时候就与亲人失散，随着岁月流逝，
其相貌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
给警方的排查带来很大的困难。基于
遗传关系，亲属之间的人脸特征相似性
会相对较高，利用这一规律，格灵深瞳
的‘跨年龄同亲缘人脸比对算法’会筛
选出相关性较高的疑似者，进行赋分排
名，大幅度提升寻亲的整体效率。”

这次帮助解克锋寻找儿子，格灵深
瞳用解克锋夫妻俩和大儿子的照片进
行人像比对，继而找到了解清帅。据
悉，解清帅是近半年来，该公司协助警
方找到的第4个孩子。

12月4日晚，格灵深瞳官方微博发
表声明，称针对寻亲这个事情，格灵深
瞳主要是配合警方提供技术和算法等
工具，然后交由警方来应用。

尽管获得了成效，但跨年龄寻亲依
旧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格灵深瞳
方面称，该算法技术是一个持续优化的
过程，“作为一家科技公司，我们的目标
是协助警方找到更多的被拐卖人员，为
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
做。”

技术加持缩小范围

“以前寻亲，只能一张张翻看、比对
照片，人工排查匹配，由于时间跨度大、
数据繁杂，工作量非常大。”一名负责寻
亲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 AI 在越来

越多领域得到广泛运用，其在助力寻亲
方面的优势不言而喻，能够节省大量的
时间和人力，“利用人工智能，能够从成
千上万份资料中找出匹配度最高的那
份，极大地缩小了寻亲范围。”

如果多年前，科技的助力对于寻亲
只是一个可选项的话，那么近几年，随
着AI在各大领域的应用，人脸识别、图
像识别等技术，越来越多地运用在了公
安机关寻亲行动中。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有关 AI
寻亲的记录可追溯到 8 年前。在 2015
年微软公司举办的全球员工“骇客马
拉松”，利用人脸识别技术寻找儿童的
应用程序就已被开发出来。该程序克
服跨年龄相关技术挑战，后续微软与
国内最大的公益寻人网站“宝贝回家”
合作，开发了一款名为“回家”的应用
程序。

2016 年初，“宝贝回家”成功找回
一个走失 4 年的儿童。这是中国公益
组织利用人脸识别技术寻找走失儿童
的第一个成功案例。目前，“回家”应用
程序已帮助超过 1900 位儿童找到了
家。

在这之后，百度、腾讯等公司研发
的“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助力警方寻

回不少失踪儿童。
2017 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

协委员、百度首席执行官李彦宏的提
案，就建议用 AI 和大数据技术帮助寻
找丢失儿童。

该提案很快就有了一些突破。在
不久后的《最强大脑》舞台上，百度人工
智能机器人“小度”对一组幼童照片进
行数据分析后，成功识别出到现场的
20 年后的成年人。在这个过程中，百
度共展示了三个维度的 AI 技术，包含
图像检索、人脸跨年龄识别和人脸跨代
识别。常人难以完成的任务，在 AI 面
前迎刃而解。

除了在“舞台”上，同年，百度与
民 政 部 、“ 宝 贝 回 家 ”等 合 作 ，推 出

“AI 寻人”平台，用人脸识别技术帮
助寻亲。截至 2021 年 3 月 1 日，百度

“AI 寻人”平台共计收到用户上传照
片 42 万 余 张 ，寻 亲 成 功 数 量 达 到
12000 多人次。

从 2018 年初开始，腾讯优图实验
室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资源投入和优化
调整，进行了上千次模型训练，经历 5
次版本更新，最终沉淀版本为一个具有
上千层复杂结构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
让跨年龄识别精度提升至近 96%。据

介绍，福建省公安厅“牵挂你”防走失平
台使用该技术，仅 2019 年累计找回的
走失儿童就有1091名。

除了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之外，
AI 寻亲的优势还体现在照片修复上。
不少寻亲的父母会将失踪孩子的照片
放得很大，挂在旗帜上、印在车身处、贴
在 T 恤上，而原先模糊的老照片，放大
后更加难以辨认。

对此，2020 年 3 月，当时还在攻读
华中科技大学软件学院博士的盛建中，
发起成立了一个“AI 宝贝：让寻亲不再
孤单”团队，很多同学知道后，也主动加
入进来。

写代码、测试算法，盛建中和团队
花了半年时间集中攻关，终于研发出一
套图像修复人工智能算法，利用“全局
修复”“人脸增强”“超分辨率重建”三大
技术应用，准确修复了大量失踪儿童的
模糊照片。截至 2023 年 12 月，团队已
为 1000 余名失踪儿童修复照片，借助
图像修复技术，11 名失踪儿童被成功
寻回。其中，在备受关注的电影《亲爱
的》的故事原型孙海洋寻亲一事中，团
队帮助修复了儿子孙卓幼年的照片和
孙海洋年轻时的照片，协助警方成功寻
回孙卓。

“随着我们科技的进步，我相信我
们的孩子，早晚都会回家的。”特意从江
西赶到河北的杜小华说，他 2014 年认
识解克锋，二人是寻亲路上的“战友”，
同样他也是电影《亲爱的》故事原型中
唯一仍在寻子的父亲。

爱与责任带来科技温度

每一个寻亲者，背后都有一个曲
折、幽暗的故事。AI 技术的加持，像是
照亮回家路的光，让那些丢失孩子的家
庭得到一丝慰藉和依托，也让我们看到
了冰冷科技背后的人文关怀。

从数据来看，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
与“头条寻人”项目组在北京联合发布
的《中国走失人口白皮书(2020)》数据
显示，2020 年我国走失人次达到了
100 万，但相较于 2016 年的 394 万人
次以及 2017 年的 260 万人次已经显著
减少。我国走失人群规模呈现逐年递
减的态势，相比于五年前，该群体人数
已经减少近75%。

2021 年 1 月，公安部开展“团圆行
动”。其中，人像比对技术发挥了重要
作用。截至2022年6月1日，“团圆”行
动 已 找 回 历 年 失 踪 被 拐 儿 童 11198
名。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有温
度的人生，每一次久别重逢的相拥、相
泣和欢笑，离不开科技与爱的碰撞。

不可否认，AI 技术加快了寻亲的
步伐，在庞大的图像数据处理中，发挥
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但是，作为一种
技术辅助手段，我们不应过分夸大其作
用。

“在寻亲过程中，跨年龄同亲缘人
脸比对算法等 AI 技术手段，只能作为
一种辅助手段，它可以提高筛选效率，
不能作为法律依据，最终结果还是要用
可作为法律证据的DNA检测做判断。”
研发设计出全国第一代“市民卡”、浙江
大学智能教育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张
旭光向记者表示。

除了人脸识别技术的不断创新，寻
亲成功的背后，同样离不开家人和公安
机关的不懈努力，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
关注。

在帮助寻亲过程中，警方扮演着至
关重要的角色。他们需要进行大量的
前期准备工作，比如全面收集基础数
据；与其他部门开展协作；运用各种新
型科技手段，组织专人开展技术比对，
并及时将比对结果下发至属地，进行落
地核查等等。

而在认亲过程中，双方或多或少都
面临着煎熬的心理考验。警方需要花
时间、花精力与双方沟通，做双方见面
前信息的传递人。正是基于这份坚持，
基于“爱与责任”，AI 技术的可能才最
终化为现实。

与此同时，无数社会组织和科技企
业也在这场寻亲的战斗中投入火力，多
一个平台，就多一份希望。但在“科技
向善”背后，如何避免新技术的负面影
响是巨大考验。

AI 技术是把双刃剑。在未来，我
们期待看到 AI 技术的不断迭代，为更
多寻亲家庭提供技术支持，照亮走失孩
子的回家路。同时，“我们需要用法律
和技术手段来约束AI技术带来的伦理
和隐私等相关问题，以确保技术的发展
能够真正造福人类。”张旭光说。

科技，不止于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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