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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科学家团队报告一项神经科学最新成
果——一种自行车头盔改造的穿戴式脑扫描系
统。该设备可以让儿童的脑扫描更简单、更可靠。

脑磁图是一种通过大脑产生的弱磁场测量脑
部活动的技术，受检者需要将头部置于特别敏感的
测定器中，仪器可测出颅脑的极微弱的脑磁波，再
用记录装置把这种脑磁波记录下来，形成图形。这
一类脑扫描技术可以提供关于大脑功能的有用信
息。英国诺丁汉大学研究人员马修·布鲁克斯及其
同事，在自行车头盔里安装了一个可穿戴脑磁图设
备，并在头盔上固定了一些小型轻便的传感器，用
于追踪头部运动，让扫描质量不会受到患者运动
的影响。

测试中，他们用这个设备记录了2岁和5岁幼
童的大脑对外部接触的反应。儿童可以在家或骑
车时佩戴一个同款头盔，先习惯一下，从而减少实
际扫描时的焦虑感。研究人员用该头盔记录了一
名青少年打电子游戏和一名24岁年轻人弹尤克里
里时的脑活动，证明该头盔可以调节适应各种头型
和尺寸。研究人员表示，除了研究自闭症和癫痫这
类神经发育性疾病外，该脑扫描仪还能用来研究健
康大脑的发育。 （本报综合）

本报讯（通讯员 李纬）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
变化，雷电灾害愈加难以防治，这也是一个世界性难
题。近日由国家电力公司主导，国网江苏电力和苏州
供电承担自主研发的智能动态防雷科技成果，已通过
国际大电网会议（CIGRE）39个以上成员国论证并立
项，正式承担“动态防雷”国际标准制定，今后将在世

界范围内进行推广应用。这是我国在这个领域首次
承担国际标准制定，标志着试点应用的电网防雷技术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据了解，国际大电网会议（CIGRE）是电力系统三大
国际标准组织之一，其下属的国际大电网工作组、报告及
技术规范，是电力行业国际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报讯（通讯员 陆伟）近日，我国首家人工智
能机器人博物馆落户哈尔滨远东理工学院。此博
物依托上海太敬集团与其创办的哈尔滨远东理工
学院共同打造的具有国内一流水准的人工智能与
机器人科创中心。场馆共有五层，由教育博物馆、
科技体验馆、竞技馆、研发与考试中心、大数据中
心、学术报告厅六大部分组成，集科学研究、科技体
验、技术推广、工程与艺术设计等诸多职能与声光
电效果于一体，实物展示与声光电效果相得益彰，

图文并茂地向您展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科创的跨
界融合之作。

哈尔滨远东理工学院作为全国第一所建立“机
器人学院”的高校，建成了首家专业的机器人博物
馆，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足以改变世界的新技术不断涌现，越来
越多新技术、新应用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人工
智能机器人博物馆将在不久后对外开放，接待团队
参观。

能中英双语实时复述的
智能读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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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科学家研究出
可穿戴式脑扫描仪

近年来，随着深度学习和大数
据应用的发展，AI读唇的研究也取
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AI读唇可
用于帮助深受听力障碍困扰的患
者，改善嘈杂环境中的语音识别
等，具有巨大的潜力。

帮助听力障碍者读懂唇语

随着人工智能系统被赋予越来越多的功能，它将
帮助我们解决更多问题。AI读唇正成为听力障碍患者
的耳朵，帮助他们“听到”原本消失在耳朵里的声音。

据统计，目前全世界约有4.66亿人不幸患有听力
障碍，大约占到了世界人口的5%。根据世界卫生组
织的预估，到2050年，这个数字将会攀升至9亿。大
多数患有听力障碍的人交流时会存在困难，手语是其
中的一种交流方式。如何帮助听力障碍患者和聋哑
人与外界交流，是很多人都在关注的问题。交流首先
要解决的是“听懂”别人的话，手语和唇语都可以作为
一种相互理解的方法。听障患者通过读唇语得以获
取信息，但是这个技能需要长时间的练习，并且即使
掌握了识别率也很低。

将“读唇术”交给AI实际上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了，早在2016年，谷歌deepmind和牛津大学的研究
人员就开发了名为Lipreading视频标注系统，准确率
达95.2%，远远优于受训的读唇者。2018年哥伦比亚
大学研究团队开发了大型视觉语音识别系统。为了
追求更高性能的系统，近日，阿里巴巴、浙江大学和斯
蒂文斯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共同开发出名为LIBS
（Lip by Speech）的算法，在将从语音识别中提取出
来的特征当作补充材料，其准确率达业界领先水平，
同时还针对目前最大的普通话唇语语料库CMLR进
行了训练，读懂中文也不在话下。

人工智能如何学会读唇

机器读唇很困难，因为它需要从视频中提取时空
特征（位置和运动都很重要)。现大多数机器学习系
统只能进行单词分类，而不进行句子级的序列预测。
LIBS的研究者表示，这个系统在两个基准上管理着行
业领先的准确性，在字符错误率上分别比基准高出
7.66%和2.75%，能帮助有一定听力障碍的人群观看无
字幕的视频。

LIBS可以从视频中的多个层次提取有用的音频
信息，包括在序列层、语境层和帧数层。将提取的数
据与视频数据对齐，识别对应部分（由于样本数量和

缺失值不同，可能存在开头或
结尾部分的视频和音频序列长
度不一致的情况），并采用特定
的筛选方法对有用特征数据进
行了提纯。

LIBS的语音识别和唇语识别都是基于注意力机
制的“序列到序列”模型，这是一项机器翻译方法，将
序列（例如音频或视频序列）输入转化为标签和注意
值的输出。值得注意的是，序列到序列模型在自动语
音识别（ASR）领域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它将传统ASR
系统的独立组件折叠成了单一的神经网络。总的来
说，LIBS通过引入一种新的过滤策略来从语音识别器
中提取特征，并通过采用基于交叉模式对齐的方法，
来进行帧级知识提取，从而解决两个序列之间采样率
不一致的问题，以实现准确的唇语识别。

研究人员分别使用LRS2和CMLR数据集在上述
模型中训练，LRS2数据集中包含45000条来自BBC
的句子音频，而CMLR来源于中国网络电视网，是包
含100000条以上自然语言句子的最庞大的普通话唇
语语料库（包括3000个以上的汉字和20000条以上
的词组）。

句子越长读得越准确

LIBS的研究团队发现，模型在使用过短句子（如
LRS2数据集）进行预训练时得到的结果不大理想，因
为解码器从少于14个字母的句子中提取有效信息的
难度较大。然而，一旦模型使用最大长度为16个单词
的句子进行预训练，解码器由于获得了语境层的知
识，对LRS2数据集的句末解码质量有了显著提高。

早在1982年，就有Easton和Basala的研究表明，

人的唇读能力会随着长单词的出现而增强，这表明了
在模糊的沟通渠道中，上下文之间的特征词句捕捉时
间的重要性。2016年的LipNet模型也是针对长句在
读唇上的优势构建的。该模式利用时空卷积、递归网
络和连接主义时间分类损失，将一个可变长度的视频
帧序列映射到文本。LipNet系统通过6个不同的电
视节目、共超过10万个句子进行5000小时的训练。
最终这个AI系统通过只看每个说话人的嘴唇，就能
准确地破译整个短语。

近年来，随着深度学习的发展和训练大数据的可
用性，人工智能系统学习读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
步，表现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读唇对于人类来说也是
一项困难的工作，当人们看到说话人的嘴巴时，通常
会被细微的、容易混淆的唇形变化所困惑。所以说，
AI读唇可以用于改善助听器、公共空间中的默写、嘈
杂环境中的语音识别、生物识别和无声电影处理。AI
读唇不久后将可作为应用程序整合到手机中，这使得
听力障碍患者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随身携带一只“耳
朵”。这样的系统还可以帮助那些因为声带受损而不
能说话的人“发出声音”。另外，LIBS团队表示在未来
的工作中，他们期待着将同样的框架应用到其他模态
中，比如语音和手语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