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服务 AI
2020年9月17日 星期四

主编：苏伶俐 编辑：李霜 美编：况中银
投稿邮箱：cqkejibao@sina.com12

“光盘行动”倡导的不只是“贴在
墙上的口号”，也可以是手机拍摄盘
子识别光盘的“黑科技”，还能转发到
群里进行“打卡”社交。一款由清华
大学创业团队研发的“光盘打卡”小
程序以年轻人喜欢的“打卡”方式激
励光盘行为。

智能识别是否光盘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成了社会关注
新热点，这家由清华大学学生创办的
用科技赋能光盘行动的创业企业“火”
了。据新素代科技CEO、“光盘打卡”
创始人柳济琛透露，这段时间有十几
家企事业单位主动联系入驻，小程序
用户超过100万，月活跃用户在20万
左右。

“光盘打卡”的技术核心是一套运
行在云端的人工智能算法。用户用餐
后对餐盘拍照，经由人工智能识别为

“光盘”后可获得积分奖励，完成打
卡。积分可以在应用内兑换礼品，还
可以捐赠给公益项目，由企业配捐善
款。同时平台支持组织入驻，认证的
组织可以邀请成员共同加入光盘挑

战，通过排行榜等形式激发组织活力。
这也成为不少单位入驻时看重的

“黑科技”。食堂的桌子上贴一个二维
码，用餐者随手扫码识别光盘，再转发
到群里，让各个组织在群里打卡“比
拼”。这不仅解决了他们的组织难题，
更让光盘者有了参与感，成为一个社
交行为。

柳济琛说：“目的不是把自己盘子
里的饭菜吃完，而是激励大家在点菜、
买菜时就根据自己需要评估，以达到
真正的减量。”

样本数已达200多万

节约粮食，杜绝舌尖上的浪费虽
然是不少人的共识，但真正行动起来
似乎只是自己的行为，没有社交性，没
有正向激励，也没有科技感，连宣传起
来也摆脱不了“墙上贴口号”的困境。

人工智能时代，光盘要和技术挂
钩，还要以小小的奖励让用户能够很
快看到自己“光盘”的成果，激励用户
控制自己的行为。

“光盘打卡”，听上去就是简单地通
过拍照识别盘内食物是否吃光。然而，

真正实施起来却并不容易。因为，餐具
的样式有很多，浪费的形式也是多种多
样，比如，碗里剩个白米饭与盘子里剩
个骨头，完全就是不一样的识别。

柳济琛团队期待能够达到的理想
效果是，一方面系统能识别出用户拍
的是不是餐具，另一方面能判断出到
底有没有光盘、光盘到什么程度。

为此，柳济琛组建了技术团队，在
高校食堂、写字楼餐厅、大酒店和企业
园区的餐厅，采集了10万个样本，包括
不同餐具的形状、不同菜系和菜式等，
并且通过AI让手机识别光盘“有了智
慧”，研发的软件对原有样本的识别准
确率达到92%。

“目前，我们的样本数已经有200
多万，系统识别的精度和准确度也变
得更高。”柳济琛不无自豪地说。

500余所高校参与挑战赛

“光盘打卡”只是一个起点。依托
“光盘打卡”小程序，新素代科技发起
了“百城千校光盘行动挑战赛”。首届
光盘行动挑战赛在100余所高校中生
根发芽，直接参与人数1万余人，影响

人数约10万。第二届挑战赛覆盖高校
达到了500所。

根据问卷反馈结果显示，超九成
参与者表示会在赛事结束后坚持光盘
到底。“光盘打卡”行动同时与中国社
会科学院等单位和中兴、诺基亚等企
业开展合作，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机关食堂，餐厨垃圾在两个月内减少
了30%，取得了良好效果。

“光盘打卡”小程序上线一年来，
单靠用户自发口口相传和带动，已累
计打卡200多万次，相当于减少碳排放
500吨、减少浪费140吨，平台累计配捐
公益善款几十万元。接下来，“光盘打
卡”会继续深耕高校领域，扩大项目覆
盖范围、增加项目辐射人群，让更多的
人意识到光盘行动的重要性，进而养
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习惯，传
播文明餐桌好风尚，促进公益和生态
文明事业共同发展。

在柳济琛看来，“光盘打卡”不只
是一个小程序，更是对种种社会问题
的一个解决方案。“用人工智能等技术
来服务生态环保领域更多的产品以及
解决方案，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定
位。”柳济琛说。

近日，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卫生健康委
联合发布《浙江省校园食品安全守护
行动实施方案（2020—2022年）》。据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在2022年之前，浙江将在实现
校园“互联网+阳光厨房”全覆盖的基
础上，进一步推广人工智能、物联网
等技术系统以应用于校园食品安全
治理，实现中小学及二级以上幼儿园
食堂“智能阳光厨房”全覆盖，加强学
校食堂“智慧监管”能力。

“叮！你有一条预警消息。”在浙
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食堂里，阳光餐
饮智慧监管系统指挥中心大屏跳出
一则预警信息，同时在浙大后勤管理
人员的手机App上，也传出了短消息
提示音。工作人员打开电脑和手机
查看，消息显示有人在进入备餐专间
时没有戴口罩、帽子被“AI管理员”抓
拍了……这是浙江大学近期新引入
的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实时
监控专间温度和湿度、空气消毒、冷
库开关门等，抓拍员工违规操作，如
未洗手消毒、未戴口罩帽子、砧板未
消毒等情况。如今，浙江大学所有校
区的食堂里已全部配备阳光餐饮智
慧监管系统。

近年来，杭州在推行“阳光厨房”
的基础上，将“阳光餐饮智慧监管”系
统再升级，深度开发应用人工智能数
字视频分析和物联技术，将人工智
能、物联网等技术系统应用于餐饮食
品安全治理，实现智能抓拍和物联预
警，及时发现后厨违规行为，强化主
体责任落实，提升监管效能，促成日
常监管执法从“人海战术”向“智慧战
术”转变。

截至目前，杭州“智能阳光厨房”
已覆盖1065家学校，所有数据均已接
入杭州智慧监管的“城市大脑”。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
研究所自主研制的“云雀”自主飞行机
器人在青藏高原开展高海拔冰川与湖
泊智能化科考工作，实现了我国首次
机器人化高海拔环境科考。

据悉，“云雀”飞行机器人突破了
“稀薄大气中的高效升力系统设计”
“高原强风干扰下的自主控制”等技术
瓶颈，实现了空气稀薄、强风干扰等极
端环境下的自主起降、定点/航迹飞
行、仿地飞行、动静态障碍物避碰等自
主功能。“云雀”具备“携带5公斤科考
载荷、抵御7级大风，在海拔6000米的
高度飞行近30分钟”的综合能力，是
我国首款适应极高海拔环境的科考飞
行机器人。

在海拔6000米的廓琼岗日冰川
区，“云雀”完成了冰面温度热红外影
像监测、冰川三维地形勘测与建模、高
空大气温湿压与黑碳通量垂直廓线监
测工作。在海拔4730米的纳木错湖，
完成了深部水体样品自动化采集和湖
水温度垂直剖面实时监测工作。本次
应用充分验证了“云雀”的自主作业能
力可覆盖青藏高原所有野外科考站和
绝大部分冰川区，其兼具垂直起降、定
点悬停、精准作业等特点，有望形成全
新的精细化、智能化科考作业力量。

4700~5600 米的高寒缺氧环境，
对科研人员的日常工作与生活都提出
了巨大挑战。团队在本次科考工作期
间多次往返位于拉萨的中国科学院青

藏高原研究所、纳木错科考站以及廓
琼岗日冰川等多地，完成了10余项科
考任务，取得了重要突破和进展。由
于科考任务需要转场，团队成员有时
需要在高海拔盘山道上乘车奔波10余
个小时。

据悉，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第二次
青藏科考向无人化、立体化、网络化方
向发展，适应大尺度、高时空密度的科
考实际需求，提升科考活动的广度和
深度，项目团队下一步将继续提升机
器人抵御极端恶劣环境的能力，进一
步探索并突破空地、空水机器人互联
协作技术，构建由空中、地面、水面、水
下机器人组成的立体化智能科考装备
体系。 （本报综合）

近日，第十届
中国智慧城市与
智能经济博览会
在浙江省宁波市
国际会展中心开
幕。本届智博会
重点聚焦智慧城
市和数字经济、智
能制造等主题，设
置数字经济综合
馆、智能制造馆、
智慧城市馆和数
字技术馆等 4 个
展馆，近 300 家国
内外企业（机构）
参展。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AI识别是否光盘 对浪费粮食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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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为校园“阳光厨房”
设“AI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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