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与密码学结合
中国唯一的图灵奖获得者、中科院院士姚期智在主题演讲中提

出人工智能理论研究的三大方向：一是神经拓扑结果，即人工智能
的研究如何与神经网络研究相结合；二是人工智能如何与密码学相
结合，注意人工智能发展中的隐私保护；三是人工智能是否会发展
成“超级人工智能”，且人们如何把握超级人工智能。他认为，现在的
应用来自过去的理论研究，所以强化人工智能的理论研究能让人类
在未来某一天获得巨大的进步。

人工智能理论研究为何与新冠肺炎疫苗研究有关？姚期智所谈
及的“人工智能+密码学”提供了新思路。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涉及的数据越来越多。例如，原先的
数据是二维的，包括文字及图像。但现在，高维数据越来越多，100

万像素的图片比比皆是， 对研究方法和计算方式都提出了新要求。

但数据越多、计算量越大，对隐私的保护要求越高。同样的，药物研
究工作既涉及不同数据计算以评估药物研发进展，又涉及不同药企
的研发机密。如果在药物研发中引入人工智能，可以大大提高计算
速度，加速研发进程；但是，保护药企的商业机密同样重要。这个时
候，密码计算可以帮忙。早在 1982年，姚期智就提出了 MPC这一密
码计算的概念，即对加密值进行计算。通过使用 MPC，多个数据库可
以联合计算一个函数，却不会透露各自的数据。

具体来看，在药物研发中，人工智能可大大降低制造新药物的
时间和成本，提高发现新药物的成功率；而“人工智能+密码计算”能
使多家制药公司在不披露各自独家知识产权的情况下， 进行合作。

大胆想象，如果全球制药企业通过“人工智能+密码计算”进行合作，

新冠肺炎的疫苗研发进程是否能大大加速？

支持物资调配城市管理
在昨天的大会上， 有一名并非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颇受关

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这场科技盛会
上，“张爸”提出了自己的期待：中国疫情的控制主要靠传统智慧和
城市管理能力，但人工智能必然会在未来的公共卫生系统中发挥作
用，打破数据孤岛，实现线上线下实时融合。

他表示，人工智能的参与，可以让医护人员知道哪里有什么、哪
里缺什么，从而可以对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进行迅速调配。

此外，张文宏还认为，人工智能能帮助政府实现智能化管理，同
样有利于应对公共卫生事件。“在会场里， 有国外企业老总问我，上
海真的没有新冠肺炎病人了吗？上海怎么做到的？我说人工智能起
到很好作用。”他说，当社区封闭后，城市如何运行、人民如何生活、

如何获得医疗服务， 以及怎样在封闭的情况下维持城市正常运转，

人工智能为政府管理提供了很多技术支持。

所以，张文宏认为，疫情提醒人们思考如何加快公共卫生体系
中的预警速度，“比如，这次新冠肺炎的 CT表现和以前的流感、其他
肺炎完全不一样， 人工智能如果在去年 12月初就看到了大量肺部
CT图片，数据会发出警报。”

在谈及人工智能与人工的关系时，张文宏不认为人工智能的发
展方向是取代人类的工作，他觉得，人工智能在公共卫生监测体系
的运用应该是把线上数据和线下数据进行融合、提出预警，构成一
个完整体系。例如在后疫情时代，可以有这样的应用场景，“今天多
少个航班入境、出发国家的疫情如何、本地的医疗资源要增加到什
么程度等，让人工智能进行汇总建议，从而发挥更大的防范作用。”

加速预防诊断治疗研究
在美国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清华大学教授沈向洋的发言聚

焦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沈向洋说，最近的疫情让人工智能
有机会真正应用到医疗领域的很多方面。一方面，人工智能加速推
进预防诊断治疗相关科学研究，特别是疗程手段的突破。另一方面，

通过人工智能，可以从全球卫生健康、流行病学数据里提取数据进
行分析，从而将新冠肺炎疫情的特征、变化、趋势、传播直观立体地
展现出来，及时分享给全球各地的医生，支持医生们群策群力，共同
应对健康风险。

沈向洋说，应对疫情必须要采用新手段，特别是通过人工智能
辅助，进行远程协作。这种协作可以更好地推动医疗资源的平等分
享，让有限的医疗资源帮助更多的人。

此外，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探索和应用需要考虑隐私保护问
题。他同样认为，这涉及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既要做好隐私保护工
作，也要进一步推进标准化操作，让医疗资源能安全、高效、可靠地
分享。

他特别强调，人工智能必须在数据计算上发挥作用，参与全球
防疫战疫。沈向洋表示，只有把采集数据、打通数据、分析数据全部
有机整合，人工智能才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未来可以做到秒级画
像、分钟预警、小时诊断……如此才能在应对疫情时做到早发现、早
预警、早诊断。”

“AI家园”汇聚人工智能抗疫成果

30多款机器人构成“智能方舱”

现实版“大白”将是医护好助手

昨天启幕的 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云
展览“3D AI 家园”展示了全球 150 多家参
展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探索和研发
成果。 抗疫话题同样引发全球企业关注，纷
纷展示了他们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在防疫、抗
疫领域的思考。

AI+医疗展区的“镇馆之宝”正是以抗疫
为主题———来自达闼科技的 “智能方舱医
院”。 展位的一段视频再现了今年 3月 8日
武汉方舱医院刚运行的场景：不同类型的机
器人各司其职，有的带领医护人员和患者做
简单的运动； 有的敬业地对方舱医院进行消
毒……原来，整个“智能方舱医院”共有医护
助理、清洁、巡检、测温等 30 多款智能机器
人。据达闼科技介绍，“智能方舱医院”还能升
级，其发展思路是通过部署机器人助力医护，

再通过物联网设备整合数据，最后基于指挥
舱，实现方舱医院内的智慧防控一体化。

在 AI+基础技术展区， 云计算服务商优
刻得的“智能防疫一体机”已经在上海浦东国
际机场、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武汉市港务

局、武汉汉阳派出所等落地应用。这款产品带
有人脸识别测温平板，通过高清摄像头，即使
在监测对象佩戴口罩的情况下，仍能成功识
别人脸。同时，一体机采用高度集成化设计，

集测温、消毒、人脸识别等多种功能于一体。

AI+教育展区的 “镇馆之宝” 优必选
Walker机器人堪称现实版的“大白”（迪士尼
动画中智能机器人）。 这款仿人服务机器人
具有主动避障、自平衡等功能，可以在复杂
的地形中自主行走； 还能通过语音识别、目
标识别等功能，与家庭成员互动。不过，别以
为它只能应用在教育领域，因为作为中国第
一款可商业化落地的大型仿人服务机器人，

只要通过后台设计，Walker就能成为医护好
助手，帮助照料病人。

业内人士表示，评判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的重要依据是能否落地应用、 能否回应社
会关切。此次云展览上的展品，虽然不同企业
的研究方向有差异，但无不致力于“技术让生
活更美好”，积极利用人工智能造福全人类。

“人工智能已经进入‘长尾应用’阶段，开始产
生价值闭环……”在昨晚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智
汇浦江”圆桌论坛上，沪上人工智能企业的企业家
们在头脑风暴中，形成了对人工智能产业最新变化
的一致看法。

何为“长尾应用”？就是那些不如人脸识别那样
关注度高但又关乎大众生活、 不可或缺的场景。比
如上海“一网统管”，在疫情发生后，开始使用人工
智能来监测车辆违章停放、垃圾抛洒等问题，从原
先被动需要人力维护，变成主动进行智慧管理。

受到这个新“长尾理论”启发，投资界和企业家
眼中值得投入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变得更为多元。

在网易董事局主席兼 CEO 丁磊看来，教育、音乐、

游戏等领域都是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中的“潜力股”。

“这些领域都是人工智能下一站的应用场景。”

如今，人们愈发关注车路协同领域，这也是新
“长尾理论”带来的变化。中智行 CEO王劲说，中国
有 485万公里的公路和 3亿辆车，只要每辆车成本
下降 1.5万元， 就有机会在每公里部署 100万元的
传感器和路边单元， 如此车路协同的总成本会更
低。“车路协同是对全局的优化，是智能交通系统的
最新发展方向，将使整个交通系统效率更高。”

通过密码计算合作，疫苗研发能否大大加速？通过计算分析，
可以做到秒级画像、分钟预警、小时诊断

数据发力，AI助力全球战疫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人工智能能做什么？在昨天的云端峰会上，

多位嘉宾不约而同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本报记者 任翀 栾吟之 刘锟

“智汇浦江”圆桌论坛形成共识

AI进入“长尾应用”

■本报记者 李晔 栾吟之

■本报记者 任翀

荩优必选 Walker机器人不仅可以与家
庭成员互动，还是医护人员的好助手。

▲在“互联网诊室”，医生对家庭医生签约居民进行
线上诊疗服务。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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