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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看 点

论 见

■本期观察：薛煜骞 戴乐育 帅丽建

科 技 云

科技连着你我他

近日，国外一家公司研发出一款

名为Nervana的神经网络推理芯片，

用以提升AI和大型计算核心的逻辑

计算能力，以实现高效推理。那么，神

经网络推理芯片究竟是什么？

简单来说，神经网络推理芯片是

一种学习能力更强的嵌入式芯片。

以识别一只猫为例，普通神经网络

芯片通过调用数据库内现有的猫的

图像与“眼前”的猫进行比对，如果

数据库内存在类似这只猫的图像即

可识别成功，否则不能。而神经网

络推理芯片即使在没有“见过”这只

猫的前提下，也能通过特征推理算

法认出这是一只猫。

相比于目前大多数神经网络芯

片，神经网络推理芯片人为训练时间

更短，所需的数据库规模也更小，更能

满足下一代便携AI和视觉应用设备

的高数量级算力需求。

神经网络推理芯片——

让AI算力更强

自古以来，“力强则胜”是战争的

根本制胜机理。机械化时代，作战行

动强调以平台为中心，突出以大胜

小，力强则胜体现为打击力、消耗力；

信息化时代，作战行动强调以体系为

中心，突出以快胜慢，力强则胜体现

为信息力、破击力。随着智能化时代

的到来，战争制胜机理发生了根本性

变化。战场对抗从重物质、重信息转

向重认知，战争形态从物理空间、电

磁空间拓展到认知空间，力强则胜体

现为认知力、制智力，制胜关键要素

转向抢夺“智能优势”。作为人工智

能的三大关键支撑，“无数据不胜”已

成为未来智能化战争的本质规律和

显著特征。针对数据“获、管、用”而

诞生的数据装备，在未来体系作战中

作用凸显。

“欲要行其事，必先明其义。”数

据装备融数据资源、计算资源、平台

资源等于一体，核心功能要义在于

确保各类数据在战争体系要素之间

顺畅流通。从功能作用看，数据装

备包括攻防式数据装备和支撑式数

据装备。攻防式数据装备是指以采

取全维扫描、网络群击、精准打击等

作战方式，夺取、破坏和摧毁敌方数

据资源，同时通过提供全方位、立体

化数据防护，确保己方的数据优

势。支撑式数据装备是指聚焦打通

作战体系数据孤岛，驱动数据在不

同作战单元和作战要素间互联互

通、资源共享和综合集成。从部署

方式看，数据装备包括平台式数据

装备和嵌入式数据装备。平台式数

据装备是指立足于发挥军事数据效

用，站在未来战争体系的角度，所开

发建设的集成数据感知、获取、融

合、分析、分发、应用等功能的系统

平台。嵌入式数据装备是指以数据

采集、处理、分析为中枢，嵌入信息

化主战武器平台，保障武器装备的

先进性能得到充分发挥。

未来智能化战争中，数据装备将

成为连接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的

重要媒介，将战场上的各类信息系统

与武器平台连成一个有机整体，形成

战场统一态势、共享各类数据资源，

提高战场认知力、控制力和行动力，

成为体系作战能力的倍增器。尤其

是随着无人自主装备快速走向战场，

适应复杂多变环境，开展独立或协同

自主决策、规划与行动，必须依赖于

高效的态势数据获取融合分析能

力。我们应积极适应智能化战争要

求，未雨绸缪，加快推进数据装备建

设和作战应用研究，尽快形成数据战

斗力。

推进数据装备建设
——军事大数据推动军事智能化发展系列谈之四

■军事科学院 吕 彬 雷 帅

今年 8月，新华智云公司发布了自
主研发的 25 款媒体机器人，希望通过
采用智能化技术的机器人来解除媒体
人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痛点”，从而更
快更好地采集和处理新闻资源。一时
间，媒体行业为之振奋。

众所周知，“新闻”的灵魂在于“新”，
是指社会新近发生的事情。一直以来，
时间是新闻媒体人最大的敌人。例如做
直播类视频，如果需要马上剪辑的话，只
能停掉直播流，然后在本地软件上剪辑，
既耽误时间且容易出错；而为视频添加、
校对字幕更是编辑视频新闻的必备工作
之一，这个过程十分繁琐，且错误率较
高，常常令记者、编辑们“心烦意乱”。

如今，这一切都将伴随媒体机器人
的上岗而发生改变。据了解，此次发布
的媒体机器人，包括8款用于采集新闻资
源以及17款用于处理新闻资源。其中，
“字幕生成机器人”专门为视频添加文
字，可以将一长段文本拆分成合适的短
句，还可批量替换字幕；“直播剪辑机器
人”则可每2～3分钟拆出一条短视频，效
率比之前提高了5倍多；“会议报道机器
人”可实时根据发言人发言及会场动态，
自动剪切出若干视频集锦片段。

在新闻行业，突发事件常常带来相
关信息量激增，媒体人需要第一时间从
海量信息中筛选出有用信息并完成采
编任务，其难度很大。这次发布的“突
发识别机器人”则为媒体人带来了“福
音”。它可从视频素材中识别出“火灾”
“爆炸”“碰撞”事件和“警务、医护等特
殊车辆”，及时提醒采编人，其算法模型
准确率高达 95%。在不久前迎战台风
“利奇马”的报道中，来自受台风影响地
区的现场素材就被打上了突发事件的

高亮标签，提醒编辑优先处理。除此之
外，这批机器人有的可以进行文字识
别，有的可当虚拟主播……如此全能，
足可成为媒体人的“左膀右臂”。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
院院长张明新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已
经历史性地改变了新闻传播业的面
貌。在网络、大数据等技术支持下，新
闻传播从新闻线索搜集与评估、到采访
与编辑、再到制作与分发等全流程，都
越来越体现出智能化的特性。”

然而，智能化的异军突起势必会带来
人们对“取代人工”的担忧。2009年，当
“写稿机器人”首次在美国出现时，人们就
曾讨论过机器人是否会替代传统的记者。

事实上，这是对人工智能应用的一
种观念性误区。此次推出的 25款新闻
机器人，将推动整个行业的理念快速统
一到加快新闻生产分发的人机协同上

来。随着算法、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
的应用，媒体机器人拥有明显超越人类
新闻工作者的数据处理能力。与这些
机器人协作将使人类新闻工作者的新
闻生产能力大幅提升。

时代在变，市场在变，但媒体行业
“内容为王”的原则永远不变。新的技
术带来了新的挑战，机器人的高效便捷
也对媒体报道的深度和专业度提出新
的要求。新闻行业发展的“下篇文章”
注定是新闻人如何和机器人一起高效
率工作，而不可能是媒体机器人占据主
位、主导媒体，新闻人将有更多时间投
入话题设计和内容深加工上。我们有
理由期待，新媒体人将不断产出多品
种、多类型、多样化的新闻作品，为大家
提供更加精彩、丰富的“新闻大餐”。

图为媒体机器人概念图。

媒体机器人来了
■王成滨 高中录 雷梓园

人工智能训练，是指通过数据标

记，训练出一个复杂的神经网路模型，

使之适应特定功能。但这一训练过

程，需要海量的数据支持和极高的计

算精度才可实现。依托5G网络强大

的数据传输能力，云端高性能芯片能

够为AI训练增效。

近日，一家国外创企推出首款用

于AI训练的云端高性能芯片Gaudi，

不仅比传统AI训练芯片处理能力高

出4倍、功耗降低50％，而且该款芯片

的训练性能支持，从单一设备扩展到

由数百个设备搭建起来的大型系统，

能够在保证精度的情况下，完成极为

复杂的AI训练任务。

不仅如此，该款芯片还能服务

于普通互联网用户。芯片内部集成

了标准以太网，用户可根据自身需

求自主接入服务商提供的云端高性

能芯片服务，便捷完成个人AI设备

训练。

云端高性能芯片—

让AI训练增效

当前，开发人工智能的方法主要

有两种：一种以神经科学为基础，模

拟人类大脑运算，开发周期长，但深

度处理能力强；另一种以计算机科学

为基础，让计算机运行机器学习算

法，服务于简单系统，而运算效率

高。两者算法各异、各有所长，如要

融合困难重重。

实现人工智能深度高效运算，并

不是把神经形态模块和学习加速模块

叠加，而是“另起炉灶”。不仅要设计

全新的芯片架构，兼容两套模块，还要

研发专属信号转换单元，实现两套模

块计算资源高效配置。

近日，国内某团队成功研发出的

全球首款异构融合类脑芯片，实现了

一个平台兼容神经形态模块和学习加

速模块。据悉,该芯片在无人自行车

平台上不仅实现了语音识别、目标探

测追踪等功能，还让自行车有了运动

控制、避障、自主决策功能。

异构融合类脑芯片——

让AI算法融合

光束沿直线传播，这是一个普通物
理学常识。如果有人告诉您，光束也可
以拐弯甚至急转弯，您也许会说：“在做
梦吧！”

实际上，很多科学发现就在于先有
“梦”而后“梦想成真”。如今，让光束转
弯的科学梦想已经成为现实。2009年 10
月，国外一研究团队利用光学拓扑理论，
设计出一个能控制光束的器件，能让光
在这个器件中绕过障碍物继续传播。这
一科学发现，颠覆了人们对光束的传统
认知，引发了国际科学界的广泛关注。

传播速度极快的光束为何能拐弯，甚
至能绕过障碍物呢？其中的奥秘就在于，
光子拥有一条专用的“高速公路”。现在
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用好拓扑学，改变光

束直线传播

光束的本性是沿直线传播，怎样才
能改变其本性呢？这必须依靠拓扑学。
作为近代发展起来的一个研究连续形变
现象的数学分支，拓扑学相对深奥，我们
可以通过简单类比来理解。简单地说，
拓扑是研究几何体中含有“孔洞”个数
（即“拓扑数”）的一门学问。比如说，人
们喜欢的美食甜甜圈、健身用的呼啦圈，
在结构中都有一个洞，在数学上，我们可
以将这种中间有且只有一个“孔洞”的结
构，归为一类，看作是只有一个“孔洞”的
圆环体。对于篮球、足球、西瓜等没有
“孔洞”结构的物体，则将其归为另一
类。它们虽然都属于圆环体，但前者“孔
洞”个数为1，后者为0，结构不同，在性质
上就存在很大的差异。简单地说，按照
不同物体中所包含的“孔洞”个数进行分
类，并对“孔洞”个数相同的物体进行性
质上的类比，就是拓扑学意义上的分类。

拓扑学是一个很神奇的数学概念，
它进入物理学领域后，最早被用来描述
物质中电子运动规律，并由此发现了
“拓扑绝缘体”。这一新奇的材料相比
于不导电的橡胶等普通绝缘体，虽然同
样能阻止电荷流动，但在其表面犹如为
电子开辟了一条“高速公路”，可以让电
子无障碍、低损耗地高速穿流。
“拓扑绝缘体”这一独特功能，让物

理学家们浮想联翩。2008年，物理学家
邓肯·霍尔丹提出了打造“光学拓扑绝
缘体”的新奇构想。他的设想是，当两
种具有不同拓扑数的材料紧密拼接在
一起时，其界面处必然会产生一个光学
拓扑边界态。如此一来，耦合到物质表

面的光，自然不会也不需要穿入物质体
内，经历犹如塞车般的“散射和吸收”，
而乖乖地走上了属于自己的那条表面
通道。这个光学拓扑边界态就相当于
光子的专用“高速公路”，但它并非是一
条直线，而像普通道路一样有大小不等
的弯道，光子在这条“高速公路”上传
播，只能沿着弯曲的道路通行，即在物
质表面“曲线传播”。这样，就改变了光
束直线传播的本性。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如

今，这条光子“高速公路”在科学家们的
不懈探索与创新中，已经走进现实。这
就是由拓扑学发展而来的“拓扑光子
学”。

拥有奇异特性，彰显

超强本领

在这条光子专用的“高速公路”上，
处于光学拓扑边界态的光子，只能沿着
边界传播。与传统导光介质相比，其拓
扑保护性质使光学拓扑绝缘体具备了

许多独特本领。
让光子奔跑畅通无阻。在光学拓

扑绝缘体中，利用叠加偏振方向相互垂
直的两种光，可以模拟出类似电子所具
有的自旋特性。如此一来，在光学拓扑
绝缘体边缘，“自旋属性”不同的光波组
合分别归属于不同的“通道”，避免两类
组合之间相互干扰。光子传播“通道”
就从狭窄的“林间小路”升级为宽阔通
畅的“高速公路”，当遇到散射体时，不
会“掉头就走”，即不会发生背向散射现
象。这样不仅可以巧妙地实现“单向通
光”的功能，更能极大地提高光子中负
载信息的传输效率。

让光束能够拐弯。光学拓扑态是
由两种具备不同拓扑数材料紧密相连
所构成的一个物质界面，这就使得进入
界面的光子注定只能在“夹缝中求生
存”，它只能沿着两个物体的接缝处传
播。这样就可根据需要，在材料接缝处
随心所欲地进行大角度弯折，即便做成
诸如“Z”字形状，光子都能“奔跑”自
如。也就是说，无论前进道路多么曲

折，它都能勇往直前，让光束急转弯不
再是神话。

让光子“包容”缺陷。在传统认知
里，光子是一个“完美派”，所到之处，必
须环境清洁、稳定，否则就会在传播中
散射或被吸收，从而使许多光学实验无
法正常进行。在许多光学加工及元器
件生产过程中，需要采用超高精度加工
手段来减小对光束的影响，这导致加工
和生产成本过高。如果采用拓扑光子
学方法，则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因
为光学拓扑边界态十分稳定，具有拓扑
性的光子即使遇到瑕疵或缺陷时，系统
的拓扑数也并不会发生改变。这种对
缺陷的“包容”性，使得光学拓扑绝缘体
具备很强的抗干扰能力。

军事应用潜力巨大，

后发优势尤为明显

作为一种奇异的光子传输状态，光
学拓扑边界态所具备的“独门绝技”，是
其他光学效应无法比拟的。2013年，科

学家们已在实验室成功研制出首个光
学拓扑绝缘体。他们巧妙地设计出一
种独特“波导”网格，能显著减少传输过
程中光的散射，为未来各类光学应用打
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如今，大量实验证
明，光学拓扑绝缘体所具有的优越性
能，使其在通信、光集成等领域具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尤其是在军事应用上，
它已成为“潜力股”，具有十分明显的后
发优势。

构建超稳定光学通信线路。现代
高速通信的基础主要采用遍布海底的
高速光缆，信号在极远距离上的传输与
放大一直是制约通信速度提升的核心
问题之一。当光纤对信号所产生的背
向散射光不断叠加，又与信号光同频率
时，就会构成对信号的干扰。如果利用
有拓扑保护性质的光子晶体光纤，就可
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光学拓扑
边界态的单向传输特性，不仅能够实现
超高速的光学信号传输，更重要的是能
够实现低功率、高保真的超稳定通信。
这将为军事应用中的一体化信息网络
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推动光子芯片技术发展。现代信
息技术的核心是电子芯片。半个世纪
以来，芯片的性能提升一直遵循着“摩
尔定律”，即每 18 个月性能提升一倍，
但电子芯片发展并非无极限。因此，
科学家们正尝试研发光子芯片，利用
光子取代电子成为逻辑运算的基本载
体，成为新一代具备颠覆性能力的计
算核心。与内含铜导线电子芯片不
同，它利用光束可沿大角度、低损耗传
输的优势，极大提高芯片的性能和信
息处理的安全性。一旦研发成功，将
推动军事领域新一代光计算元件开
发，提升有关信息处理能力，并实现完
全自主可控。

打造高效激光光源。激光是利用
谐振腔对种子光的来回反射实现光放
大，而谐振腔内的瑕疵会影响激光损耗
阈值，从而使激光输出功率大幅降低甚
至无法出光。如果利用光波对结构缺
陷的免疫能力，采用光学拓扑绝缘体设
计的谐振腔，则可以完美避开腔内瑕
疵，使激光器工作效率更高、性能更稳
定。未来，以拓扑绝缘体激光器为核心
的新型有源拓扑光子器件，将为军事通
信、战场感知等信息化作战领域带来革
命性变化。

专家小传：杨镖，国防科技大学前

沿交叉学科学院纳米科学系讲师、博

士，入选2019年度“香江学者计划”。主

要从事拓扑光子学、超材料等方向研

究，在《科学》《自然·物理》《自然·通讯》

等国际权威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

国防科技大学博士杨镖为您讲述—

拓扑光子学：打造光子专用“高速公路”
■本报记者 王握文 通讯员 毛元昊 王涵钰

●它能让光子拐弯，也能让光子勇往直前“不回头” ●它能让光子“包容”各种缺陷，具备强抗干扰能力 ●它在军事通信、光子芯片、激光等领域应用前景广阔

光子如无障碍一样绕过Z型拐角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