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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电（记者 李黔渝）
在平均海拔2200多米的贵州省威宁
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科技人员将在
5000亩白菜、白萝卜、莲花白等“三
白”蔬菜基地试验一项大数据、人工
智能与农业融合的新技术，将试点的
蔬菜基地建成“智能农场”，为全县40
万亩蔬菜基地探索先导技术。

记者从贵州省科技厅了解到，试
点的5000亩项目区将在全场全程机
械化基础上实现智能化，机械化作业
覆盖整地、施肥、起垄、覆膜、水肥药
一体化装置施放、育苗、栽培、采收、
装置回收等全过程。

多光谱、5G、无人机巡检等技
术将代替人工巡检，监控作物生长

情况，通过多种传感器自动监测土
壤墒情、气象情况，人工智能判读
系统完成田间管护。机器监测、深
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将对各类
监测数据进行处理。在威宁县城
和贵阳还将设有远程运维、质量追
溯平台。

贵州省科技厅厅长廖飞介绍，机
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农
业4.0（贵州高海拔500亩以上坝区蔬
菜）”科技重大专项于2019年 12月立
项。项目将使用抗抽薹白菜等新品
种，采用1年三季轮作模式实现亩产
值达1万元。20名专职科技特派员团
队将提供技术服务。预计在今年年
底前完成项目验收。

北京协和医院骨科近日成功完
成中国首例机器人全膝人工关节置
换（TKA）手术，该手术由关节外科林
进教授/王炜医师团队实施。在医院
和科室的大力支持下，在麻醉科、手
术室、放射科等相关科室和职能处室
的精诚合作下，在有关研发机构的严
密配合下，终于使这个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手术成为现实！此次使用的
HURWA关节手术机器人是我国自行
研发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真
正意义上的现代尖端科技医用设备，
因此，也意味着这是“中国造”关节机
器人在全球的首秀。

当今世界，创新已经成为一个国
家核心竞争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直
接关系到经济体量、发展速度和未来
前景。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
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
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

核心位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
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目前全球的科技创新集中在智
能制造、信息技术、生物工程、能源技
术、航空航天、新型材料等六大领域，
而机器人则是智能制造业最具代表
性的技术，其发展水平也是体现一个
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

手术机器人是机器人中的新秀，
近年来在欧美等发达国家逐渐兴起
甚至迭代，如“达芬奇”手术机器人，
而在我国也呈奋起直追之态势，它是
集临床医学、生物力学、机械学、材料
学、计算机科学、微电子学、机电一体
化等诸多学科为一体的新型医疗器
械。TKA手术机器人主要作用在于将
这一技术要求高、操作难度大的手术
规范化、精准化、微创化、高效化、智
能化，从而帮助更多的医生造福更广
大的患者。 （本报综合）

美国交通部长赵小兰近日在拉
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CES）上宣布，
美国正式发布自动驾驶 4.0 计划，旨
在确保美国在自动驾驶领域的技术
领先地位。

赵小兰在主旨演讲中说，这一计
划名为“自动驾驶4.0——确保美国在
自动驾驶技术方面的领导地位”，由美
国白宫和交通部共同发起。她说，新
计划将整合38个联邦部门、独立机构、
委员会和总统行政办公室在自动驾驶
领域的工作。这一计划将为州政府和
地方政府、创新者以及所有利益相关
者提供美国政府有关自动驾驶汽车工
作的指导。

自动驾驶4.0计划还提出了发展
自动驾驶汽车的联邦原则，主要包括

3个核心领域：优先考虑安全和保障、
推动创新和确保一致的监管方法。
赵小兰说：“实现自动驾驶的巨大潜
力，需要行业合作伙伴、州和地方政
府、学术界、非营利组织、标准制定组
织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协作和信息共
享。”她介绍说，近几年来，盲点监控、
自适应巡航控制、车道偏离警告和自
动紧急制动系统等新技术，提升了汽
车的安全性。而自动驾驶汽车终将改
变地面交通，改善交通安全情况，每年
有可能挽救数千人的生命。此前，美
国交通部分别于 2017 年和 2018 年推
出“自动驾驶系统 2.0：安全愿景”和

“为未来的交通做准备：自动驾驶汽车
3.0”，为自动驾驶技术的安全和创新
提供指导原则。 （本报综合）

1月10日，为期4天的2020年美
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闭幕。

图为观众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

行的消费电子展上参观。
新华社记者 吴晓凌 摄

人工智能助力影视业走向智能化
■ 金 木

中国首例机器人全膝
人工关节置换手术成功完成

贵州在蔬菜基地推广“智能农场”
美国发布自动驾驶4.0计划

随着人工智能成为最热的“宠
儿”，影视与人工智能的结合也开始有
了实实在在的案例。编辑剧本、转化
3D、老剧修复、推广宣发……这些以往
由人工完成的影视环节，都有了人工
智能的身影。

人工智能也能当编剧

一直以来，影视剧本要么是原创，
要么是大IP改编，源头都是人类创作
的内容。但在不远的将来，人工智能
也要和人类抢编剧的饭碗。一部由人
工智能编写的科幻电影短片已经在国
外亮相了。虽然这部电影短片只有9
分多钟，但已经是一个完整的科幻电
影：背景设定在一个模糊的未来、黑暗
的环境、三角恋的剧情。程序开发者
将几十个科幻电影剧本输入进去，包
括经典电影《超时空圣战》《捉鬼敢死
队》《星际穿越》和《第五元素》等，在分
析了这些经典科幻电影后，人工智能
开始创作剧本。

人工智能程序由纽约大学人工智
能研究员奥斯卡·夏普和罗斯·古德温
编写，两人也是这部电影的导演。在
短短两天时间内，通过人工智能编剧
的科幻电影便拍摄出来。他们认为，

人工智能或者不会完全取代人类的工
作，不过这对于懒散、过分依赖天赋的
创意工作者来说依然值得警惕，因为
这个竞争对手不仅能按时交稿，而且
学习能力更强。

在国内，一些视频平台也利用人
工智能技术，对影视剧的题材、故事结
构、人物关系等进行分析、编辑。虽然
现在机器不可能完全准确预测内容，
但是有了人工智能系统，至少能让其
更准确地做出判断。

2D转3D一键完工

人工智能立体设计师“峥嵘”让
用户可以自动将2D影视内容转换为
3D内容，并且，转换过程不需百人制
作团队，不需双机拍摄。无论是拍微
电影、企业宣传片，还是家庭娱乐视
频，上传至“峥嵘云”，即可获取影院
级3D质量的内容。对于一些实时节
目如体育赛事、国家重大活动、突发
性新闻等，“峥嵘”也能同步将所有2D
电视频道 2D 内容转为 3D 内容，成为
3D频道。

这项技术由聚力维度研发，这是
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D电影转
制公司。聚力维度创始人兼首席技

术官赵天奇解释说，“峥嵘”是聚力维
度基于人工智能和三维显示技术研
发的智能 3D 制作平台，目前已在云
端实现 2D 转 3D 功能，使用者可随时
随地将普通平面图片、视频转制成影
院级 3D 视效的图片、视频。现行的
影视内容生产模式好比工业革命之
前的手工作坊时代，核心还是以劳动
力密集型为主。落后的影视制作技
术和模式，与先进的影视作品传播观
看方式之间还有巨大的矛盾和落
差。人们渴求更多、更新、更高品质
的影视作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影视
制作行业有希望跳过工业革命，从手
工作坊走向智能化时代。届时，影视
行业在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的同时，
会研发出更多新的影视内容形式：3D
影视、多分支结局……千人千面的影
视作品、游戏式的影视作品等将会彻
底变革整个影视行业。

人工智能助力老剧修复

有的人非常爱看老剧、老电影，但
由于老剧、老电影当时拍摄技术的限
制，呈现出来的效果并不理想。2019
年以来，一些经典影视剧在画面和声

音上都变得更加清晰了，这些经典影
视剧观看体验的提升，与人工智能技
术密不可分。经典影视剧修复有两种
方式：一种是人工修复，另一种是利用
计算机技术进行修复。近年来，中国
互联网视听平台爱奇艺和优酷都开始
实施经典老剧、老电影的修复工作。
2019年，爱奇艺推出“经典电视剧数字
化修复工程”，采用自主研发的智能增
强技术分4批对49部经典电视剧和22
部电影进行数字化修复；国庆节前夕，
优酷采用独家技术手段修复了27部爱
国经典电影、电视剧。

经典影视剧的修复有三个环节，
一是对分辨率较低的老剧进行数字化
转换以适应修复；二是重新着色，进行
色彩增强以解决色彩灰暗的问题；三
是为还原剧集清晰画面，进行去噪锐
化，以解决介质划痕与噪声问题。需
要针对不同情境下的肤色、画面、色温
等一点点校正。老剧修复工作复杂，
人工智能首先要学习如何针对不同图
像进行修复，因此程序员们向中国电
影资料馆的人工修复团队求教，将人
工智能修复的电视剧与人工修复版本
进行对比，进而学习如何在提升剧集
品质的同时保证其时代感，实现影视
作品“修旧如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