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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敏树脂
文/王易 插图/苏盼盼

车辆装上“人眼”可实现自动防撞

“在开车时，如果路边窜出一个东西，你会去看
清楚是什么，还是立刻判断还有多久会发生碰撞
呢？”哆来目科技刘总向记者介绍，“一般来说，司机
会凭借直觉，感知到有碰撞危险就立马预警刹车或
打方向盘避开，我们研发的新型人眼仿生视觉感知
AI技术可以立刻向司机发出警告，及时提醒司机采
取相应措施。”

“人对未知危险的反应是潜藏在人脑中的运动感
知直觉，直觉背后是人脑中更深层次的三维环境感知
机制在发挥作用。”刘总在解释这一现象的时候，用手
在记者眼前快速晃动，“眨眼就属于这种反应。”

哆来目科技通过模仿人类运动感知直觉，打造了
人眼视觉仿生技术，模仿人眼对靠近物体的运动感知
机理，预测物体的碰撞风险（碰撞时间和碰撞地点）。

该技术一方面通过摄像头实时进行图像采集，处
理两帧及以上的图像，经人工智能算法对图像中的运
动信息进行处理，检测图像特征变化，分析图像中物
体运动轨迹变化，进行碰撞预测。

另一方面，当物体在运动时，它在图像上对应点
的亮度模式也在运动，依据这一光流跟踪技术，只需
找到物体的特征点，就能计算出物体运动信息。两项
技术相结合，就能高效预测碰撞时间与地点，实现自
动防撞。

在此基础上，哆来目成功开发出车载ADAS（高
级驾驶辅助系统），通过“单目摄像头+运动分析”，在
系统上直接得到碰撞时间数据，为车辆装上“真正人

眼”，让车像人类一样感知。
据介绍，该技术是哈佛大学世界顶尖视觉仿生技

术专家、AI专家10余年的研究成果，此前已充分应用
于盲人可穿戴设备。

现目前深度学习的视觉感知技术，一方面利用高
分辨率摄像头和大算力平台，通过数以万计的图像学
习，让机器识别障碍物；另一方面，通过“识别”障碍
物，将车辆与障碍物的间距测算出来，再通过车速算
出碰撞时间。

“这里面就带来两个问题：一是障碍物种类繁多，
无论怎么学习都无法穷尽，系统的训练成本、硬件成
本高；二是测距到制动拉长了决策链条。”刘总说，“运
动感知直觉则是对物体相对运动趋势判断，只要感觉
运动轨迹有交叉碰撞危险就会做出决策，这才是更趋
近于人类的处理方式。”

刘总以近视人员眼中场景进行类比，因为近视往
往看东西都是“一团”不明物体，目前的视觉感知技术
因为“看得见、不认识”就可能直接撞上去，而通过运
动感知，只需要“看得清”它是“一团”物体，知道它的
移动方向就可进行判定并避免碰撞。

已在重庆公交车运用 报警准确率达99%

在自动驾驶领域，“鬼探头”（就是视野盲区，从路
边突然窜出一辆非机动车或行人）是难以解决的一个
难点，这也是相对运动判断的一个典型场景。

在哆来目演示视频中看到，在前方轿车完全遮挡
视线情况下，一辆自行车突然窜出，车辆也能够实现

及时预警刹车。
而在另一十字路口演示场景中，两辆车同时进行

穿越，系统不是对第一辆车，而是对第二辆进行了预
警，报警时第二辆车还在旁边的车道上。

“这就是典型的通过运动感知来辅助驾驶，目前
的视觉感知技术大多在第一辆车经过就会让车停下
来，那么为什么视频中刚才却没停？”刘总问道，“如果
你开过车就会知道，两辆车同时运动的时候，虽然看
着很近但我们能够通过相对运动感知是否可以错开，
而刚才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除了“鬼探头”这一难点，该技术还能够检测周围
可见的运动和静止障碍物，预测摄像头覆盖范围内的
全方位碰撞风险，包括异形物体碰撞、侧向切入、横穿、
斜穿、左转、右转、掉头，车变道、停在路边侵占车道的
车辆等，可精准预测机动车与障碍物具体碰撞位置。

据介绍，2018年8月，哆来目发布基于视觉仿生
技术的碰撞预警系统样机，并在重庆公交集团实际运
营的公交车上开始路试以来，截至目前，搭载该技术
的车载ADAS系统已在重庆公交集团多路公交车进
行常态化运营，运营时间超10万小时，里程超130万
公里，报警准确率达99%，较全面地反馈出碰撞预警
系统的性能。

哆来目这一公司名是“哆啦A梦”的谐音，刘总
因为很喜欢机器猫而采用了这一名称，他也希望能
够像机器猫一样创造出诸多神奇的物品。“希望通过
哆来目能弥补自动驾驶安全不足的短板，为自动驾
驶提供另一种视觉解决方案，从技术上推动自动驾
驶的普及。”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李剑锋课题组与北京大
学深圳研究生院潘锋课题组合作，研究揭示了钯单
晶电极界面水分子构型及其在析氢反应中的核心机
制，为提升电催化反应速率提供了一种新策略，解
开了界面水分子结构如何调控电催化反应这一科研
难题。

虽然关于界面水分子在电催化反应过程中的结构
变化与作用机制的研究困难重重，但李剑锋课题组利
用原位表面增强拉曼光谱技术，在电催化析氢反应过
程中，对钯单晶电极/溶液界面水分子的构型及其动态
变化过程进行实时监测。

他们发现，除了已知的含有氢键的水分子，界面上
还有一类与阳离子键合的水分子。正是在阳离子和电
极电势协同作用下，无序的水分子排布成更为有序的
特殊结构，这种结构可以加速电极与水分子间的电荷
转移，进而极大提升电催化反应析氢的速率，为指导绿
色制氢提供了新的理论途径。

哆来目科技

让自动驾驶汽车拥有“人眼”视觉
记者 沈贝

如今，汽车在行驶或
是倒车时，汽车雷达提醒
司机距离障碍物还有几
米，两江新区的重庆哆来
目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哆
来目科技）新研发的新型
人眼仿生视觉感知AI技
术在汽车行驶过程中，会
提醒司机还有几秒钟碰
上障碍物，这项新技术好
似为车辆装上了“人眼”，
在雪天、雾天、黑夜等，即
便视野模糊，也可以清晰
判定碰撞时间。

3D打印又称增材制造，是以数字模型
为基础，将材料逐层堆积打印出实体物品
的新型制造技术，按照不同的成型工艺技
术，可分为光固化成型、熔融沉积成型、激
光选区烧结、三维立体打印、分层实体制造
等成型工艺。值得一提的是，3D打印耗材
是增材制造发展的基础，相应的3D打印材
料则是3D打印技术的核心之一。随着技
术的快速发展成熟，种类也越来越丰富，其中，光敏
树脂就是一种应用较为广泛的3D打印材料。

什么是光敏树脂呢？光敏树脂，又叫UV胶，一般
情况下为液态，而光就像它的触发剂，在紫外光照射
下能立刻发生聚合反应完成固化。光敏树脂在制作
高强度、耐高温、防水材料方面有独特优势。

3D打印用光敏树脂在组分上与普通光敏树脂

相近，但3D打印用光敏树脂与普通光敏树
脂有很大的区别，在性能上要求更高、更特
殊。3D打印光敏树脂材料之所以被广泛
应用，主要是因为它具有诸多其他同类材
料无法比拟的优点，比如固化速度快、固化
程度高、高光敏感性、湿态强度高等特性。
在3D打印机的支持下，光敏树脂能提高产
品的尺寸精度、表面质量、可靠性和恒定性

等，尤其适合在精密材料加工、铸模制造业中使用。
能够突破传统方式，制造出复杂立体结构的

3D打印技术越来越被人熟知，现如今，随着技术的
发展，打印用的树脂材料也在不断得到创新。在未
来，更具功能化的树脂材料，如压电智能光敏树脂、
耐高温光敏树脂、生物医药用光敏树脂等也将得到
广泛应用。

研究发现电催化反应中
界面水分子特殊结构

■ 温才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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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