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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网上流行许多段子，纷纷自
嘲为“打工人”，但在幽默的背后，隐隐
透露着辛酸难过，从心理学角度来讲，
这些充满辛酸的自嘲背后更是上班族
们对于工作中面临的重重压力和对焦
虑的缓解。

上班族到底有多累？现在，AI系
统可能比本人了解得更清楚。

上班族的疲劳AI懂

在当今快节奏的社会，上班族面临
着工作上的高压，加班已是家常便饭，
这种生活也往往让人疲劳不堪。有研
究表明，在疲劳、超负荷状态下工作，出
现失误的概率也会明显增加。尤其在
医疗、交通、需要轮班之类的工作中表
现得十分明显。

近日，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的

研究人员，开发了一个 AI 系统，旨在感
知人的认知疲劳，以及决定何时干扰其
表现。同时，该系统还会提出干预措施
的建议，以帮助个人及时恢复清醒，防
止造成伤害。

林肯实验室研究员说：“纵观历史，
我们发现人为失误会导致不幸，错失良
机，有时甚至造成灾难性后果。我们正
想办法使用技术来监测疲劳或认知超
负荷。比如，这个人是否太过专注？换
句话说，他们是不是快精疲力尽了呢？
如果能用技术实时监测的话，就可以在
事故发生之前进行干预。”

读懂人体的疲劳时间

该实验室数十年来的一项研究，
就是利用技术“读取”一个人的认知或
情绪状态。通过收集生物特征数据
（比如说视频和音频），并用算法处理
这些数据。研究人员发现了各种心理
和神经行为状况的生物标记，而且，这
些生物标记已被用于训练模型，以准
确估计一个人的心态。

在目前这项最新研究中，该团队
将把他们的生物标志物研究应用于人
工智能系统，可以分析个人的认知状
态，包括一个人的疲劳、压力或超负荷

的感觉。
该系统将使用来自生理数据的生

物标志物，如声音和面部记录、心率、
脑电图和大脑活动的光学指标以及眼
球运动来获得这些信息。林肯实验室
神经行为生物标志物研究负责人介
绍，建立该系统，首先是建立一个个体
的认知模型。

认知模型将整合生理输入，并监
控这些输入，以观察当一个人执行特
定的令人疲惫的任务时，这些输入是
如何变化的。通过这个过程，系统可
以建立活动模式，并了解一个人的基
本认知状态，比如听觉和视觉注意力
以及反应时间。

AI干预疲劳状态

一旦建立了这个个性化的基线，系
统就可以开始识别偏差，并预测这些偏
差是否会导致错误或不良的后果。

林肯实验室国土保护和空中交通
管制部门的主要工作人员认为，人是
十分复杂的，会对压力或疲劳进行自
然补偿。而对于研究人员而言，目前
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系统，能够预测
什么时候这种偏差不会被补偿，并且
只在那时进行干预。

系统检测出疲劳或压力过大的情
况后，会提供两种干预措施：一种是建
议做出一些微小调整，比如让员工喝咖
啡，改变照明强度，呼吸新鲜空气等，或
者建议将任务交给机器或其他同事。
另一种干预措施较为强烈，会使用经颅
直流电刺激。这是一种非侵入性的大
脑神经调控手段，使用电极来刺激大
脑，使其部分性能得以恢复。而且研究
显示，该方法能比咖啡因更有效地对抗
疲劳，而且副作用更小。

目前看来，这一系统将首先被应
用在作战航空领域。比如，AI 系统可
以为失去意识或身体能力的战斗机飞
行员做出“弹射救生决定”。

除了这一领域外，这一技术还可
以用在其他工作环境较为危险、苛刻
的场景中，比如空中交通管制、灾难响
应或紧急医疗相关的工作。

如今，林肯实验室的研究团队仍在
进一步开发这项技术，接下来的一年将
集中于收集数据来训练他们的算法。

林肯实验室神经行为生物标志物
研究负责人介绍，他们将在短期内研
究一组基础的功能，同时系统仍是个
性化的，它可以广泛部署，就像 Siri
一样能够通用，但是又能快速适应每
个人。 （本报综合）

上班族累了吗？
AI告诉你答案

新华社成都电（记者 董小红）
记者从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获悉，一
套集人脸识别、智能测温、监测防护
于一体的医院智能门禁系统正式投入
运行，有助于加强秋冬季的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这也是四川省首家全面启
用疫情防控智能门禁系统的大型三甲
医院。

记者了解到，该系统覆盖了该院
两个院区所有住院楼宇，弥补了单纯

“人防”的缺陷与风险，既方便了患者、
家属与医护人员，也大大提高了工作
效率。

在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一号楼住院

入口，记者看到，系统不仅能自动测温，
还能精准验证通行人员的人脸信息，如
果信息不对，通行闸道就不会自动开启；
如果该通行人员未戴口罩，系统不会开
启还会提醒“请正确配戴口罩”。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
关碧介绍，此前，为了减少交叉感染，
医院实行了“一患一陪”制度，一位患
者固定一位陪护人员，并印制了几万
张陪护证，所有陪护人员必须持陪护
证及身份证进入住院大楼。但是，这
样的措施并不能完全实现“一患一
陪”，有的病人家属把陪护证给家里
人，而安保人员并不能记住每一位陪

护人员，疫情防控风险也随之增加。
有了这套系统，大家更加安心了。

关碧说，有了这套系统，进入医院
住院病区的人员必须经过三道防线：第
一道防线是医院入口，只有健康码显示
绿色及体温正常才能通过；第二道防线
是住院楼大门，必须通过智能门禁系
统；第三道防线是各病区入口，再次通
过智能门禁系统才能进入所在病区。

据悉，为了疫情防控的需要，该院
各个筛查关口的体温检测筛查人员也
暂未撤下，而是与系统形成“人防+技
防”的秋冬季疫情防控双保险，促进疫
情防控智能化、科学化、精准化。

四川首个医院智能门禁系统运行

第二十二届中国
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
易会（高交会）11 月 11
日在深圳开幕，3300多
家海内外展商带来了
近万个“黑科技”项目
参展。

本届高交会以“科
技改变生活、创新驱动
发展”为主题，首次采
用线上线下相融合的
展览模式，展示生物医
药、智慧医疗、在线教
育、新零售等新产业发
展成果，以及 5G+、智
能传感、移动支付、数
字经济、区块链+、共享
制造等新业态。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日前，韩国MBN电视台推出了韩
国第一位人工智能（AI）主播。“她”名
叫“金柱夏”，可24小时持续工作，在11
月6日播出的MBN《综合新闻》中首次
亮相，并顺利播报了当日的主要新闻
和若干条快讯。

MBN电视台表示，使用人工智能
主播播报新闻，可以在发生灾难等紧
急情况时，迅速向观众播报新闻内容，
而且可以一天24小时持续工作。MBN
还称，使用人工智能主播可以节省大
量人力、时间和费用成本，用来尝试制
作新的节目，有效节约资源。

那么，人工智能主播“金柱夏”是
如何“诞生”的呢？

“她”其实是在对真人金柱夏主播
实际主持《综合新闻》的视频进行10小
时录制，并对其动作、声音和播报过程
进行长时间深度学习后诞生的产物。
其最多可以在一分钟内快速生成1000
字文本的播报视频。

记者会先将当日发生的新闻做
成广播稿，经过节目编导字幕和编
辑视频后将新闻画面上传，人工智
能主播“金柱夏”就可以根据深度学
习的数据，模仿金柱夏主播本人的
实际播报声调、语气和口型，进行新
闻播报。

人工智能主播“金柱夏”由MBN电
视台和人工智能开发公司“Money-
Brain”共同研发。该公司研发的人工
智能视频合成技术集人工智能、深度
学习、卷积神经网络学习技术于一体，
可以逼真还原真人说话的样子，令人
难以区分。

韩国推出首位AI主播
可24小时工作

■ 韩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