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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宇：用智慧为安防赋能
本报记者 肖咸秋

人物介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
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巡礼

100

石宇，正高级工程师，毕业于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软
件工程、人工智能、计算机安全。现任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
院智能安全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民航反恐技术联合实验室副主任，重庆市
人脸识别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重庆市智能视频分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
任，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会员。已获中国科学院“西部青年学者”
A类人才、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奖等荣誉10余项，所在团队获重庆市
创新创业示范团队。带领团队多次获得国际竞赛冠亚军10余项，发表国
际高水平论文60余篇，获得知识产权授权50余项，研发项目20余项，总
经费超过5000万元，并已在民航、安防等领域超过100家单位实现技术
转化，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已成功申请重庆市智能视频分析工程技术中
心、重庆市人脸识别协同创新中心、民航反恐技术联合实验室等省部级科
研创新平台10余个。

成立于2014年的重庆绿色智能技
术研究院，是中国科学院年轻的直属研
究院，以重庆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科技需
求为牵引，布局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环
境工程三个领域。同样年轻大有可为
的还有其设立的智能安全技术研究中
心，目前，已在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
信息安全、大数据智能分析与推理、物
联网等领域的理论研究、技术实现与产
业化应用等方面都有着不俗的成绩。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初其“大规模自
适应智能视觉”技术作为中国科学院

“十三五”时期“一三五”规划的重点培
育方向，以优异成绩通过验收。

“用智慧为安全赋能，这是中心名
字的意义，是我们的梦想，也是我们一
直以来的钻研方向。”在研究院五楼的
办公室里，智能安全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石宇向记者介绍道。

携梦回国
深耕智慧领域

20世纪80年代初期，电脑刚刚进
入人们的生活，很多孩子一接触计算机
就沉迷于它绚烂的游戏世界。可石宇
却对计算机虚拟世界中只需要轻敲几
个按键就能执行一系列操作的小小代
码而深深着迷。

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坚持是
最好的见证。在父母的支持下，石宇
从小学就开启了对计算机智能世界
的探索之旅。他回忆道：“从‘286’

‘386’到‘奔腾’处理器的升级换代，
我深感计算机处理器运算能力在不
断提升，其计算机软件系统在快速发
展，计算机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和
质量，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习惯。”

石宇坚信，更好的技术，可以
让效率得到大幅度的提
升。石宇从初中毕业
开始自学计算机知
识，通过6年刻苦钻
研，凭借优异的成
绩，考入武汉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毕业后，他继
续在武汉大学的软
件工程专业就读研究
生。因在校期间成绩斐
然，品学兼优，研究生毕业
后石宇就获得了去国际顶尖软件系统
研发公司工作的机会。“这所有的经历
都只是在夯实基础——了解这个技术，
驾驭这个技术。”石宇表示，不断地学习
让他在计算机科学领域有了深厚的技
术积累。

“造福社会是科学的使命，更是科
技工作者的信念。”石宇积极探寻着应
用先进技术以提高效率的具体领
域。“那时候重庆大力发展科技，科技
投入持续增长，科技服务体系更加健
全，正在筹建中的重庆院向我抛来了
橄榄枝，我是重庆人嘛，能回来为家
乡建设做点贡献我觉得是很荣幸的
事情。”于是，在外漂泊了 12 年的石
宇，怀揣着将智能技术应用落地并带
动相关领域技术发展的梦想，毅然回
到了他的家乡——重庆。

刻苦钻研
赋能智慧机场

2016年，石宇带领团队获得国际
智能识别竞赛冠军。此次获奖可谓
是给正在寻找科研方向的石宇和团
队打了一剂强心针。“这个奖项说明
了我们的技术在世界上是处于领先
水平的。这坚定了我们的信心，也确
定了我们后面的研究和产业化的方
向。”据石宇回忆，基于这一技术，团
队成员全国各地出差寻求合作。就
在出差的过程中，石宇对安检排队时
间长、安检流程繁杂，感触颇深。“我

当时就在想，既然我们拥有先进的技
术，为何不以此为突破点，帮助机场
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安全裕度和提高
旅客的满意度。”

恰巧民航局为建设智慧机场，正在
国内科研院所及企业中寻找技术领先、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能独立研发的可靠
合作伙伴，智能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在国
际智能识别竞赛中的夺冠让合作成为
可能。

先进的技术如何应用，才能达到提
质增效的目的呢？为解决这一难题，石
宇带领团队全身心投入到研发中，他们
的工作日志里，在高高原机场输着氧气
开会是常事，为节省时间和经费，几千
公里的出差行程开车往返也时有发
生。就这样，在石宇的带领下，团队齐
心协力，最终以智能识别为切入点，着

眼于旅客安检的第一步——人、证、票
的核验，研发安检人脸识别辅助验证系
统，用机器“看”代替人工看，独创双屏
模式，让旅客主动“抬头看”，实现高效
人证核验。

2017年，该系统在广州白云机场
举办的为期50天的安检现场评测中
获得了第一，得到了各机场领导的认
可。不仅如此，厦门高崎机场启用该
系统仅6天，即查获9宗企图持用他人
证件乘机事件。同年重庆江北机场，
启用该系统一年即查获233起企图持
用他人证件乘机事件。该系统在全国
各个机场大面积应用，大幅提升了机
场过检效率、旅客乘机满意

度和机场空防安全裕度。2018年，该
系统入选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亮点工作，研发团队获重庆市创新
创业示范团队。至今安检人脸识别辅
助验证系统已累计应用于70家机场
的旅客安检，覆盖618条安检通道，占
全国重点机场的60%。

“我们并未止步于此。”石宇说，“用
先进技术为民航业提质增效，这只是第
一步。”为了进一步将智能技术应用到
民航领域，石宇带领团队进行更深入的
研发——在安检人脸识别辅助验证系
统的基础上，又研发了人工辅助验证智
慧安保系统。该系统不仅实现了旅客
的“一脸通关”，更将智能技术应用到机
场的方方面面，包括客流、货流、员工管
理、安检设备和机场区域管理等，并由

“民航智脑”进行全局的智慧决策，从而

实现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提升效率，打
造出生产要素全面物联、协同高效、智
能运行的智慧机场。

平台搭桥
展望未来市场

“现有的成果，未来的发展，都离不
开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扶
持。”石宇说，他回国至今，一直致力于
人工智能的应用落地。回渝9年，石宇
多次获奖，2017年被中国科学院评为

“西部青年学者”A类人才，获重庆产学
研科技成果创新奖一等奖，2018年获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奖，2019
入选为北碚区第二批“缙云英
才”，获中国计算机协会民航信息
技术应用分会2018—2019年度突
出贡献人物奖，被中国科技产业化
促进会评为2019—2020年度科学

技术奖、科技创新奖二等奖，被重庆
市电子学会评为第三届优秀科技工作
者“十佳”，2020年团队入选重庆英才
创新创业示范团队。

作为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
会的一员，石宇深感平台的广阔和责任
的重大：“我们一直与中国科学院各兄
弟院所、民航各机场单位有深入合作，
致力于将更先进技术、更全面的服务应
用于整个民航领域，同时以民航行业为
起点，辐射到各行各业。重庆市青年科
技领军人才协会这个高起点高水准的
平台，是我们与各行业顶尖人才合作的
桥梁。”石宇表示，智能安全技术研究中

心的人工智能技术在民航领域的
应用，也带动了在其他领域的
转移转化，所研发的智能安防
系统已在多个政府部门、小

区、部分公安局、教育平台得到了应
用。“通过协会搭建的平台，使得我们的
技术与各行各业的交流更频繁，合作更
紧密，也推动我们智能技术在各领域的
进一步创新与发展。”

身为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
术研究院智能安全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的石宇，除科研工作外，也承担着培育
人才的重任。在培养学生方面，石宇从
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给将要踏入科研
领域的学子们诚挚寄言：“科学可能看
起来很枯燥，研发的过程可能很单调，
但是，就好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单调
的攀登动作会让人感到厌倦，但每一步
都接近顶峰。科学学习与研究，需要保
持热爱，夯实基础，善于发现，刻苦钻
研。未来，就在前方。”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石宇在石宇在20192019年度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发布会上演讲年度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发布会上演讲。。

石宇在机场调试设备石宇在机场调试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