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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语言导航，指的是让智能体跟
着自然语言指令进行导航，同时理解指
令与视角中可以看见的图像信息，然后
在环境中对自身所处状态加以调整、修
复，做出对应的动作，最终到达目标位
置。比如，我们把机器人放置在一间卧

室里，让它去取放在另一间卧室里的足
球。因为房间无法通视，机器人需要走
出房间，经过走廊、客厅等场所，并通过
推算看到的每一处环境信息，来判定下
一步行进方向，最终定位找到足球。

由此可见，视觉语言导航涉及计算
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和自主学习三大
核心技术。

先进的科技成果往往备受军事领域
的青睐。世界许多国家已开始致力于视
觉语言导航在人工智能上的拓展运用，
打造智能战争机器，抢占打赢明天战争
的前沿高地。

计算机视觉，让智能

机器“看清”世界

计算机视觉是一个跨领域的交叉
学科，包括计算机科学、数学、工程学、
物理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等。

在人工智能里，计算机视觉可以类
比人类的眼睛，是在感知层上最为重要
的核心技术之一。它能让智能机器人灵
敏地辨识“眼”前的一切，并对捕捉到的
图像数据信息进行分析识别、检测、跟踪
等。嵌入计算机视觉技术的智能武器，
可以通过视觉系统，精准辨识和区分目
标的主次、真伪，大大提升作战效率。

据悉，现在技术人员读取由无人机
传回的战场态势数据，每天的工作时间
要超过 10个小时。这与瞬息万变的未
来战场不相适应。然而，当计算机视觉
技术应用于战场智能侦察装备前端时，
可从海量信息中有效过滤无关信息，向
作战人员提供甄别处理后的视觉态势
图，指挥决策效率随之提升。

当前，世界发达国家的部分装备已
经开始应用该项技术。如美军搭载计算
机视觉技术的 iRobot侦察机器人，就是
其中之一。它可以警告作战人员有伏击
或其他危险，经过处理的态势感知，能够
明确指出目标坐标，或提示危险等级。
该侦察机器人还可准确传回有价值的态
势视频与相关建议指令，缩短己方在战
场上的决策周期，从而把握行动优势。

近年来，俄军也在大力开发人工智
能系统。其自主研制的陆战机器人，可
在遥控下完成巡逻、侦察、追踪、阻截、攻
击等任务；形似军犬、快速奔跑的机器
人，可供火线运输弹药给养；铲车式机器
人，可将战场上的伤员用铲斗送回后方
等。俄军部分导弹也已装有人工智能设
备，在导弹飞向预定目标时，若人工智能
设备在途中甄别出价值更大的目标，导
弹可自动转向进行攻击。在这些先进的
武器中，都能看到计算机视觉的影子。

在民用领域，计算机视觉技术已陆
续应用到安防、自动驾驶、医疗、消费等
活动中。这也是当前人工智能细分领
域中发展最快、应用最广、炙手可热的
技术之一。

随着算法的更迭、硬件算力的升级、

数据的大爆发，以及 5G带来的高速网
络，无论在民用领域还是军用领域，计算
机视觉技术的应用将会有更大的空间。

自然语言处理，让智

能机器“听懂”指令

简单地说，自然语言处理就是用计
算机来处理、理解以及运用人类语言
(如中文、英文等)，它属于人工智能的一
个分支，是计算机科学与语言学的交叉
学科，又常被称为计算语言学。

自然语言处理的历史发展大致经
历了 3个阶段：20 世纪 40 年代到 20 世
纪 50 年代属于萌芽期，英国科学家艾
伦·麦席森·图灵的计算机算法模型为
现代计算机科学奠定了基础；20世纪 60
年代到 20世纪 80年代属于发展期，机
器翻译技术日渐成熟，并被应用于实际
生活；20世纪 90年代后属于繁盛期，随
着计算机计算量、计算速度以及万维网
的爆炸式发展，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也随
之在更多方面得到长足进步。

众所周知，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其他
动物的根本标志之一，没有语言，人类
的思维也就无从谈起。所以，自然语言
处理技术体现了人工智能的最高任务
与境界。也就是说，只有当智能机器具
备了处理自然语言的能力，才算实现了
真正的智能。这样，人类才能与机器人
进行无障碍语言沟通。

如今，自然语言处理在军事上的应
用越来越多。比如，在指挥控制上，通
过高辨识度的语音系统，指挥员可以在
作战中直接用语音实时控制雷达、无线
电、火力等作战单元，省去繁琐的指挥
流程，集中精力专注于作战谋划；在通
信保障上，语音增强技术能够减弱噪声
对智能机器语音信号的干扰，减少听话
人的疲劳和沟通失误；在人机交互上，
典型代表是人机口语对话系统，人类通
过自然口语与复杂的智能机器系统进
行交互，包括语音识别、语言理解、语言
生成、语音合成、对话管理和知识库等。

提起“台风”战斗机，相信军迷们都
不会陌生。它是由英国、德国、西班牙、
意大利联合研发的，最大的技术亮点是
搭载了直接语音输入系统，飞行员可以
通过语音下达命令，控制战机的传感
器、武器以及自卫系统。

除此之外，自然语言处理在不少国
家的医学、互联网监控、执法部门的犯罪
预防以及大数据反恐应用等领域也很受
欢迎，极大地提升了任务执行效率。

自主学习，让智能机

器“蜕变”成长

婴儿刚出生时，只会用眼神、哭

泣、欢笑与周围的人交流。随着一天
天长大，他们不断扩大接触观察范
围，学会了走路、说话、做游戏等，
慢慢建立起自己的思维体系。这就是
人类的一个自我学习成长过程。人类
大脑拥有 860亿个神经元、数万亿个传
递信息的结构——神经突触。神经突
触的重要特征是具有可塑性，即允许
神经元对记忆进行编码、学习和自我
修复。

人工智能的自主学习技术，就是
让机器人像拥有人类大脑、甚至超越
人类大脑一样，可以通过思考学习实
现自我完善。在很多人眼里，自主学
习能力是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天然
鸿沟。当前，伴随该项技术的发展，
这一鸿沟正在被逐渐填平。

2019 年 11 月，在捷克布拉格召开
的第二届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国际
会议上，评分第一的论文主要贡献就是
为智能机器提供了自主学习反馈机制，
让其自主导航时能够实时询问自己的
知识储备。
“这条路对吗？”“到目的地了

吗？”……拥有学习反馈机制的智能
机器，根据预设环境信息与实际对
比，在行动过程中形成“是非”观
念，让智能机器真正变成有思想的
“机器人”。

究其根本，智能机器“是非观”
的形成，离不开强化学习，这种学习
方式是当今人工智能最热门的研究领
域之一。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无师自
通的“围棋高手”阿尔法元 （Alpha-
Go Zero），它的一鸣惊人也正是利用
了新的强化学习方式。从一个对围棋
“零”储备的神经网络开始，接着与
强大的搜索算法相结合，神经网络在
博弈中不断被调整更新后，与搜索算
法再次重新组合，循环往复，系统性
能经过每一次迭代持续提高，使得神
经网络预测越来越精准，阿尔法元也
拥有了“战无不胜”的本领。可以
说，它也让人工智能离“像人类一
样”更近了一步。

如果把自主学习技术应用于军事
无人装备上，并按照战斗力水平划分
等级，那么自主学习级和智能对抗级
应该属于“王者”级别。自主学习
级，就是不再局限于人为提供的学习
样本，可以边执行任务边组织学习，
并且遇强更强，灵活应对任务过程中
出现的未知事件；智能对抗级，是指
无人装备在具备自主学习智能水平的
基础上，形成自身的核心价值，能够
短时间内适应未知的任务环境，迅速
理解周围局势并做出判断，完成作战
任务。

从近几年的技术突破来看，智能
机器感知环境、识别语言、自主学习
的能力越来越强大。这些能力的提
升，不仅使智能机器成为人类分担任
务的得力帮手，也或将让它成为未来
战场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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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家这样说，人类开发人工智能的未来
目标，如同现在科幻电影所呈现的场景一样，
智能机器可以独立“看、听、思、行”，具备像
人类一样的语言理解系统、视觉感知系统、自

我理解与行动的能力，最终成为人类的完美
“替身”。

如今，世界科技飞速发展，视觉语言导航
技术日臻成熟，高智商的机器人正向我们走来。

高技术前沿

近日，记者在某地核酸检测采样点
采访时看到，这里负责检测的医护人员
没有穿着防护服，也没有汗流浃背地在
烈日下露天作业，而是在一所有空调的
小房子里，通过一个小窗口，伸出戴着手
套的双手进行操作。据悉，这所“小房
子”，就是由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与地
方单位联合研发的“正压防护采样站”。

记者了解到，该型装备利用集体防

护高效净化、失效预警、实时在线监测
等技术，在该院前期应急科研成果——
“可快速展开隔离装置”的基础上，加装
采样装置、泄露监测系统等，使装备整
体性能进一步优化升级，具有正压过滤
防护、冷暖空调、过滤器失效预警等特
点，生物灭活率和整体换气效率高，可
使医护人员在不穿戴任何防护装备的
情况下，快速完成核酸检测采样工作。

由于采用了正压防护技术，医护人
员所戴手套和内部空气相通，而且内部
压力比外部压力大，即便手套出现破
裂，依然有一个正压，可把外界空气隔
绝在外，达到防护的目的。
“以往在炎热季节，工作人员身着厚

重的防护服进行咽拭子采样，往往汗流
浃背，生理负荷重、工作强度大，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采集效率。”现场医护人员使

用后告诉记者，“正压防护采样站”工作
环境舒适，内部有较大的活动度，进行操
作、拿取物品都很方便。由于不用频繁
进行人员更换，能够极大提高采样的工
作效率。日前，“正压防护采样站”已在
多个军地单位核酸检测点投入使用，有
效保障了新冠疫情防控任务中的核酸检
测采样工作。

（朱 灏、记者邵龙飞）

“正压防护采样站”助力新冠疫情防控科技时讯

“谋杀已经消失了，未来是可以预

知的，而罪犯在犯罪前就已经受到了

惩罚……”科幻电影《少数派报告》为

世人描绘了这样的场景：3位“先知”

拥有预测犯罪的能力，可指引当局在

恐怖分子实施破坏前便将其抓捕。

在现实中，当然不可能存在“先

知”，但是一名由“0”“1”组成的“战

士”，却能在反恐战场上发挥与“先知”

相似的能力。它，就是人工智能

（AI）。

提起“人工智能”，大家并不陌

生。早在 2016年，谷歌的人工智能

AlphaGo便因击败世界围棋冠军李世

石而名噪一时。近年来，随着大数据

技术的成熟以及深度算法、神经网络

技术的不断更新，人工智能已经来到

普通人身边。如阿里巴巴的“刷脸支

付”、苹果的“Siri”助手、京东的购买预

测等。有时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疑惑：

手机好似自己“肚里的蛔虫”，经常能

提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其实，这主

要得益于人工智能对用户形象的分

析，并对用户下一步行动的推断，其准

确率往往可达80%以上。如果我们将

这种推断能力运用到反恐战场上，就

能做到“谋敌于未动”，从而有效保护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传统领域，虽然反恐部门会对

恐怖团伙进行行为建模，但建模过程

往往会花费较长时间。而借助人工

智能技术，要完成大规模的恐怖组织

行为建模，只需几分钟，并且其结果

与传统建模相比更加精准。这一切，

使对恐怖分子的行为预测成为可能。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场面：一

个恐怖组织团伙从境外通过偷运方式

获得了武器，而他们刚启动自己的汽车

没多久，便被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包

围，一次蓄意谋划的恐怖袭击还未发生

便被阻止。恐怖分子该会猜测：是谁泄

露了他们的计划。其实，这源自人工智

能的大数据深度挖掘技术：当恐怖分子

在网络上留下“蛛丝马迹”时，便会被人

工智能系统察觉，通过网络追踪系统进

一步锁定其相关信息，并上传至云端。

之后，人工智能系统又对其居住地附近

的监控系统进行追踪，进而利用视觉识

别技术，识别出恐怖分子搭乘的车辆，

并将恐怖分子的人员数量、武器配备、

实时地理位置等重要信息传输给相关

部门，阻止恐怖袭击。

社交媒体是恐怖主义传播的一大

阵地。由于信息通过网络传播的速度

指数级增长，如应对迟缓，带来的危害

会更严重。因此，能够在早期掌控这类

信息，对于抑制恐怖主义进一步传播十

分重要。此时，人工智能“爬虫”技术悄

然登场，它可以全网“爬取”暴恐信息，

发掘出暴恐信息的源头，之后再由技术

人员对信息进行处理，从根本上杜绝了

恐怖主义传播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

如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正在走向反恐战场的尖端人工智能科

技，无疑是对恐怖分子的“降维打击”，

将来会让恐怖分子无所遁形、暴恐活

动被扼杀在萌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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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作家海伦·凯勒的作品《假如
给我三天光明》，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
到失明患者对光明的向往。如今，科技
的突飞猛进，正一步步助力那些失明患
者实现重见光明的梦想。

近期，我国科学家利用基因编辑
技术，首次在小鼠模型上实现了视神
经节细胞的再生，并且恢复了永久性
视力损伤模型小鼠的视力，引发医学
领域的轰动。

基因编辑技术，指能够让人类对目
标基因进行定点“编辑”、实现对特定
DNA片段修饰或者改变的技术。基因编
辑技术凭借其高效率进行定点基因组
“编辑”的优点，在基因研究、基因治疗
和遗传改良等方面，展示出巨大潜力。

生物基因中含有一种物质——碱
基，它分为 4种类型，通过相互组合来
承载信息，而细胞中则含有能与碱基相
结合的物质。基因编辑就是利用了该物
质的这种特性，把能与待“编辑”基因
相结合的物质传递到细胞内，令其与目
标基因结合。

常见的永久性失明，是由于特殊类
型的神经元死亡所导致的。人类的神经

系统包含成百上千种类型的神经元。在
成熟的神经系统中，神经元一般不会再
生，一旦死亡就是永久性的，会导致不
同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治疗永久性失
明，就要从再生神经元开始。

但是，如何在成体中让视神经细胞
和多巴胺神经元获得再生，这是一个难
题。研究人员另辟蹊径，对小鼠模型的
胶质细胞进行基因编辑，设计一套能够
特异性标记穆勒胶质细胞的系统，再将
能诱导神经细胞形成的基因编辑系统包
装成“病毒”，注射到小鼠的视网膜上。
约 1个月后，研究人员在小鼠的视网膜
视神经节细胞层，发现了由穆勒胶质细
胞转分化而来的视神经节细胞。这些诱
导而来的视神经节细胞，不仅可以对光
刺激产生相应的电信号，还可和大脑中
正确的脑区建立功能性联系，将视觉信
号传输到大脑，成功恢复了视觉功能。

研究人员指出，基因编辑技术应用
前景十分广阔，很有可能成为治疗未来
众多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新途径。同时，
此种新型疗法对未来战场伤病员医治、
恢复战斗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要
将研究成果真正用于人类疾病的治疗，
目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上图为基因编辑技术示意图。

佳 宣供

基因编辑技术将成“光明使者”
■李 超 董彦均 麻嘉悦

新 看 点

AI
视觉语言导航技术的发展，让人工智能离“像人类一样”更近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