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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识别
■ 李晓航

图像识别是一种电子信息处理功能，可称为
“机器视觉”，就是用软件去看。图像识别软件通常
包括采集图像、分析图像和数据库等部分。利用图
像识别可以完成很多任务，如读取车牌号码、录入
文字、识别指纹和人脸等。

首先，要识别图像必须先采集图像，这就像人
用眼睛看世界一样。机器的“看”可以是摄像头拍
照、录像，扫描仪扫描或从手写板等设备人工输入，
得到的图像又转成数据传给后续的分析软件。在
拍摄时常会有角度、距离、光线等影响，为方便识
别，必须根据拍摄条件和识别要求，对结果进行标
准化和规范化处理。例如，车号识别软件会根据车
牌底色、字色、边框等规定，选取照片或视频中符合
要求的部分，并还原拍摄过程中的变形，得到标准
的长方形车牌图像，再把它发给分析软件。如果无
法得到合格的图像，软件会提示“图像不符合要求，
无法识别”。有些软件不要求严格的标准化图像，

这个步骤将被简化，如数码相机的人脸识别只需要
对着看起来像人脸的方块或圆形图案调整焦距就
可以了。

图像识别最重要的部分是分析软件，它就像人
脑的“视觉中枢”。我们同样拿车号识别举例，分析
的过程和人们看图认字相似，把标准化图片切割成
一个个文字，放大或缩小到与字库中的文字大小一
样，再一个个进行对比，判断是否符合并输出结
果。因为车牌是规范化的，在字库中只需存储标准
字体。同时，车牌上会出现的也不是全部字母和数
字，这就大大减少了运算负担。这种分析方法被称
为“模板对比法”。在这里，字库就是软件的文字模
板，为每个文字提供标准图像。另一方面，就像人
们能根据眼睛、鼻子、身形轮廓或动作习惯等部分
特征就认出熟人一样，软件对比也不一定要和数据
库中的模板完全相同才算符合，有时只要最关键的
部分特征相同就可以了。前者被称为精确识别，后
者被称为模糊识别。在人脸和指纹识别这种图像
内容较复杂的应用中，模糊识别占主流地位。抽取
图像的关键点并快速查找有相同特征的图片，是分
析软件的重要功能，也是开发难点。水平高的识别
软件很“聪明”，辨认快且准确。根据应用的不同，
一个软件可以包含多套模板，比如手写输入法就不
仅要有尽量全面的字库，还要根据笔画走向、变形
等设计笔尖运动模板库。

上述模板和对比方法都存储在数据库中，它是
软件的记忆中枢。有些软件还会搜集使用过程中
用户和网络的反馈，作为资料存入数据库，这就是

“学习”能力。通过学习，软件会越来越“聪明”，或
根据需要改变和增加功能。

疫情对CES和电子消费领域有何影响？

疫情对所有类型、所有行业的线下展会都带来
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对于 CES 此种国
际性的展会来说，国际性展会的参展者来自全球各
地，但囿于疫情，人员的全球性流动受到限制，今年
的 CES 展会就有多家厂商宣布不参展或不参加线
下展览。

出人意料的是，疫情背景下，消费电子产品的销
售却呈现逆势增长趋势。工信部互动媒体产业联盟、
数字文化工作组组长、专家委委员包冉表示，消费电
子领域的逆势增长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远程办公和远程教育的需要刺激了消费者
对于消费电子产品更新换代的需求。联想、惠普、戴
尔等品牌的PC产品在这两年的销售业绩都有提振。
移动电子产品，如手机、平板等也在远程授课的需要
下获得了新的销售活力。

二是汽车行业迎来新一轮的购买热情。疫情对
全球芯片业造成巨大影响，汽车行业面临芯片荒，即
使是传统的化石能源汽车也需要大量的电子元器件，
芯片短缺导致汽车缺货。在消费市场上有一个现象，
某种商品越是缺货，消费者的购买热情就越高，商品
的价格也会随之上涨。汽车因芯片问题缺货反而激
发了消费者购买汽车的热情，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
消费电子产品市场的繁荣。

芯片产业未来发展趋势如何？

首先，芯片产业链的分工将越来越明确。在早
期，芯片行业为垂直模式，芯片的设计、研发、生产、测
试、封装等一系列工作都由一家企业完成，只有在技
术领域具有丰厚技术积累的巨无霸式企业才能完成

芯片的垂直模式生产，目前全球能够做到的企业寥寥
无几。当下许多芯片企业都剥离了自己的生产工厂，
采取代工形式。正是由于分工趋势越来越明显，在某
种意义上来说，芯片制造更容易了。

其次，芯片架构的开源在当前方兴未艾。过去
我们常说软件开源，但现在有一个更为激进的商业
模式——完全免费的硬件开源。芯片架构的开源可
能会对芯片巨头企业造成根本性影响，甚至有可能会
对芯片行业的传统巨头形成降维打击。

即使如此，包冉认为，芯片行业的巨头企业依旧
会保持其传统的巨头地位，毕竟市场对于高性能稳定
的芯片仍有巨大需求，但在未来，芯片行业会百花齐
放而非更加垄断。

我们需要怎样的智能家居商品？

智能家居也是CES聚焦的重点。尽管智能家居
近些年热度不减，但包冉表示，智能家居产品这几年
的总体表现实际并未达到行业的普遍预期。

在一些成熟的市场，智能家居产品已经十分普
遍，但许多智能家居产品的“智能”并不具备实用性，
严格来说更像是吸引消费者注意力的噱头，并不能满
足或者刺激消费者的刚需，“智能”二字大打折扣。

此外，目前的智能家居太过离散，系统化不足。
许多智能家居终端已经普及，但是彼此之间不成系
统。智能家居与用户的居住面积、居住环境、居住风
格息息相关，好的智能家居没有标品，而是应当根据
不同用户的需求进行定制化生产，同时保证后续的精
细化运营维护，不断更新系统，优化服务。

包冉认为在全球经济形势不乐观的背景下，消费
者对于提高家居条件的需求减弱，难以成为消费者刚
需的智能家居在短期内很难得到发展。

除了芯片和智能家居，虚拟现实技术、智能汽车
行业、数字医疗行业都是本届CES聚焦的领域。智能
应用层出不穷，元宇宙成为热门，新生力量入局，消费
电子领域未来有机遇，也有挑战。

2022年CES消费电子展又有新亮点

疫情之下消费电子产业竟逆向增长？
■ 富赜 鹤佳

日前，一年一度的CES消费电子展落幕。
受新冠肺炎疫情（下称疫情）影响，CES去年采
取线上模式，今年则采取了线上+线下共同办展
的方式，但谷歌、亚马逊等大厂商纷纷宣布退展，
许多厂商也未参展，或未参加线下展示。

CES展始于1967年，由美国电子消费品
制造商协会主办。每年1月于拉斯维加斯举
办，是世界上最大、影响最为广泛的消费类电子
技术年展。历年的CES云集了消费电子领域
最核心的厂商和最先进的理念、技术。

疫情对展会乃至整个电子消费领域产生了
什么样的影响？CES聚焦的热门领域，如芯
片、智能家居行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知多少知多少科技热词、新词
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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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沈静）1月 15日，重庆市产学研创
新联合体2021年年会暨“创新联合·智引未来”学术论
坛（第五期）在重庆大学科苑戴斯酒店召开。

本次论坛由重庆市科学技术局、重庆市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科
学技术协会、沙坪坝区人民政府指导，由重庆市机械工
程学会、重庆市高端制造装备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重庆
大学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2020年11月共同组建
的重庆市产学研创新联合体主办。近100位来自15所
高校及68家企业的理事长，副理事长单位、常务理事
单位、理事单位及一般会员单位的代表，在严格遵守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各项规定的情况下参与会议。重庆市
产学研创新联合体理事长、重庆大学科学技术发展研
究院院长朱才朝主持会议。朱才朝表示，重庆市产学
研创新联合体始终坚持四个面向，聚焦智能制造、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行业，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区域产
业转型升级和成果转化，积极谋划和主动服务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和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

会议宣读了表彰决定及分会成立批复，相关领导
颁发了荣誉证书并为机器人分会授牌。

联合体副理事长、重庆理工大学副校长田波主持
政策解读及智能制造报告环节。市科技局陈永春处长
和市人社局易君处长分别做了《重庆市科研诚信管理政
策介绍》和《重庆博士后政策解读》的报告；朱才朝理事长
做了《“创新引领 统筹协同”打造成渝先进装备制造业集
群》的报告，来自金康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上海优集工
业软件有限公司、美的集团、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的专家分享了智能制造领域前沿技术，报告聚焦当
今智能制造的发展状况和问题，分析未来发展趋势和方
向，进一步增强了推动我市智能制造的共识。

2022年伊始，联合体将着力破解发展中面临的突
出矛盾和问题，着力推动学术、科普、智库的“三轮驱
动”，继续做好“助手、推手、帮手”这三手服务，在科技
创新工作中发挥更多的桥梁纽带作用。

重庆市产学研创新联合体
2021年年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