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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我想和你谈一谈 无人驾驶
能走多远

说到人工智能产品，现在
风头最劲的当数无人驾驶汽
车。就在刚刚闭幕的世界互联
网大会期间，百度无人驾驶车
首次载着乘客上路。在浙江乌
镇一段3 . 16公里长的城市开放
道路上，超过200名嘉宾体验了
无人驾驶汽车的试验。

与此同时，全球还有18家
汽车巨头和互联网公司正在
进军这一产业，包括谷歌、苹
果、特斯拉、奔驰、福特……

尽管百度高级副总裁、自
动驾驶事业部总经理王劲野
心勃勃地表示，要“让无人车
的安全性能达到人类驾驶员
的100倍”，不过目前显然还没
有多少人相信。连百度工程师
自己都承认，目前百度无人车
已能区分不同障碍物，但并非
百分百准确。其识别红绿灯准
确率达到99%，识别行人准确
率达到95%，不过识别车辆准
确率仅为90%，且尚不足以应
对更复杂的路况以及缺少高
精地图情况下的自动驾驶。

年初，谷歌提交的测试报
告称，其无人驾驶汽车共遭遇
了272桩意外事件，必须马上
从无人驾驶状态移交人类驾
驶员进行控制。倘若没有人工
干预，可能会发生13起事故，
事实上，在今年3月，谷歌无人
车就因判断失误撞上了一辆
公交车。

自动驾驶领域的另一巨头
特斯拉同样也面临安全问题。
今年7月，美国一辆特斯拉轿车
在自动驾驶时与卡车相撞，导
致驾驶员死亡。一个月后，中国
一位特斯拉车主在北京五环路
上使用自动驾驶系统时亦因识
别问题遭遇车祸，但所幸只是
发生车身剐蹭。没几天，在上海
迎宾高速上，胡某驾驶着一辆
特斯拉汽车开启了“自动驾驶”
功能，当行经一处并道的隔离
石礅时，车子并未做出任何避
让动作，直接撞上了石礅，导致
特斯拉车头严重变形，前轴也
几乎报废。

在安全事故频发的同时，
有消息称，曾野心勃勃进军智
能汽车领域的苹果，已经悄然
放弃了这一项目。

对此有业内人士指出，由
于复杂环境难以感知、配件成
本居高不下、配套设施尚未完
善、法律责任仍不清晰等因素
制约，实现全天候自动驾驶仍
是遥远的目标。

目前来看，在低速条件下
率先实现局部区域的无人驾驶
将更有实际意义。这是因为低
速条件下车辆具有更充裕的反
应时间，对传感器精度、决策计
算速度、移动组网等技术要求
低，相应的成本也较低，更容易
实现规模化应用。

关于无人驾驶汽车的安全
问题，有网友神评论：“把自己
的命运完全交给一个看似智能
的机器，你是不是傻？你要明
白，人工智能永远不会对你的
生命负责，只有你自己会。”

(据《北京晚报》)

作为演讲嘉宾，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公司副总裁李正茂
上台之前有点“纠结”：他准备
了一个讲话稿，但犹豫要不要
掏出来。因为在距他几米远的
地方，人工智能系统只要把他
的讲话稿扫描一下，就可以用
与播音员相媲美的普通话声
情并茂地将它念出来。“比我
的四川普通话强多了。”

这是最近在国内人工智
能企业科大讯飞年度发布会
上发生的一幕。可以预见的
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不单是李正茂这样的企业
高管，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细
节都将悄然而变。而这种改
变，或许会先从“说话”开始。

“我”说话像你，还更懂你

在科幻电影《她》中，感情
失意的西奥多恋上了人工智
能系统“萨曼莎”。它用沙哑磁
性的嗓音随时随地与西奥多
谈心聊天，用语言交流填补了
西奥多的感情空白。

如今，这部2013年上映的
电影看起来不再那么“科幻”，
因为其中展现的智能语音技
术已部分成为现实。

早在2010年，苹果公司就
在其iPhone手机中应用了语音
助手Siri。几年来，Siri不断升级
换代，只是依然会被人嫌弃
声音有点“冷冰冰”。在科大讯
飞的年度发布会上，人工智
能系统用锤子科技CEO罗永
浩独特的声线讲起话来，令
坐在嘉宾席的罗永浩忍俊不
禁，同时也迷惑了不少参会
者：刚才说话的到底是不是
罗永浩本人啊？

“我”的眼中只有你

继鼠标、键盘、触摸屏之
后，智能语音技术的出现让人
与机器之间可以通过最自然

的“对话”搭起沟通的桥梁。当
然，这种“对话”不仅仅发生在
人与手机语音助手之间。

“随着万物互联时代的
到来，以语音为主、键盘触摸
为辅的人机交互正逐渐成为
刚需。”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
庆峰看来，未来5到10年人工
智能会像水和电一样成为人
们生活的必需品，深刻改变
世界。

坐在车里，基于语音交互
的智能车载系统可以让你动
口不动手，通过与汽车“对话”
来轻松实现打电话、导航、播
放音乐等一系列通讯和娱乐
服务。回到家中，只要一句话，
智能音箱就可以帮你打开台
灯、拉上窗帘、调高空调温
度——— 这不是想象，很快它还
可以与电商连接，成为你网购
的入口。去银行买理财产品，
金融客服机器人可以通过流
畅的语音交互为你提供金融
产品的购买咨询服务。

与近距离使用手机相比，
各行各业丰富的使用场景为
语音交互带来了各种挑战，也
促使技术不断迭代升级。过
去，人与机器之间的对话只能
发生在很近的距离，环境要十
分安静，而且多是人向机器吩
咐固定的语音指令，词汇上稍

有改变，机器人便无法识别。
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以智
能车载系统“飞鱼”为例，它可
在噪音环境下精确地将口语
化的地名如“北大”识别为“北
京大学”，不需多次唤醒就能
与人进行多轮自然对话，而且
支持随意打断。

“最重要的是在交互过程
中，实现远场识别、噪音环境
下语音识别、多人对话环境下
语音识别。”刘庆峰认为，这些

“黑科技”是将语音技术深度
融入产业应用的必经之路。

“我”将走进你的生活

今年年初，《麻省理工技
术评论》杂志曾将语音接口
评为“2016年十大突破技术”
之一。回顾即将接近尾声的
2016年，无论从技术突破还是
从产业应用来看，此预言都
已成真。

亚马逊在2014年就低调推
出了智能音箱Amazon Echo；
今年5月，谷歌在其发布会上
推出语音智能助手Google As-
sistant，并在10月推出智能音箱
Goole Home；有报道称，三
星计划在明年3
月推出

的Galaxy S8手机中搭载人工
智能语音平台Viv，与苹果的
Siri竞争。国内企业也铆足了
劲，百度总裁张亚勤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百度正在研究
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医疗
领域，提高医患交流效率。

国际知名市场调研公司
发布的报告认为，全球语音市
场在未来5年仍将维持显著增
长，到2020年全球语音市场规
模预计将达到约190亿美元。

“人工智能产业已迎来第
三次发展浪潮。”在刘庆峰看
来，中国企业应紧紧抓住这次
产业机遇：“因为未来谁掌握
了人工智能产业的主导权，谁
就将拥有全球话语权。”

而作为普通人，人们更
关心的则是，未来人与机器
之间的对话到底可以多亲
密？会像电影《她》中一样，孤
单时可以找自己的“萨曼莎”
谈谈心、聊聊天吗？或许，这样
的未来，正向我们走来。

(据《科技日报》)

□蔡文清

【未来生活】

□刘园园

遗传密码，人类只读懂了3%
地球上的生命生生不

息、不断进化，这都源于驱
动进化的遗传密码。那么，
对于它，你又了解多少呢？

人一共有23对染色体，
“染色体带有遗传信息，如
果它变了，人的状态就会变
得不正常。”中国科学院院
士陈润生举了一个简单的
例子：其他染色体都有两
对，如果看到第13号染色体
比别的多出一截，这就是一
个先天畸形，导致胎儿一出
生就是痴呆。

事实上，只要我们的遗
传密码即染色体改变一点，
就会导致非常严重的疾病。
比如心脑血管病或者肿瘤，
实际上就是染色体的某个
地方多了一些或者少了一
些，如果异常的地方刚好是
最关键的位置，就会导致非
常严重的疾病。

不可思议的是，遗传密
码DNA其实是非常长的两
股互信的匹配的链，这两条

互补的链保证遗传信息的
安全。陈润生表示，这条链
虽然很长，但其实只有四个
符号组成，被简单认定为
ACGP。“这四个符号排来
排去，它排出不同的花样就
能帮助我们造出生命活动
所需要的各种物质。”

换句话说，产生物质的
那个密码存在于四个符号
里 ，而 带 有 遗 传 信 息 的
DNA片段称为基因，基因
就是它们排出的密码。

陈润生介绍说，人类大
概有30亿个遗传密码。“如果
在一页纸上打印3000个密
码，100页订一本书，会有1万
本书；如果每本书厚1厘米，
那么1万本书就是100米高，
差不多是30多层楼。”

为什么说遗传密码是重
要的呢？是因为遗传密码记
载了好多基因，什么时候需
要了，这个基因就会造一个
蛋白。比如，我们的血球死
了，需要造出新的血球，那么

就要合成新的血红蛋白，这
就需要用到DNA上造血球
的这个血红蛋白的基因，它
收到一个信号，说你这个信
息得发放了，那么就发放出
来造一个血红蛋白，接着就
可以造出新一代的血液。

对于遗传密码，“全世
界从规律上真正能读懂的
只占3%，这3%就是我们从
中学的教科书里传达给我
们的编码蛋白质的部分。”
陈润生表示，实际上，对于
另外的97%，科学家并不清
楚它的规律，且它的序列也
不编码蛋白质，因此被称为
非编码序列。

“物理中我们尚未解的、
最重要的部分是暗能量，它
大约占整个物质世界的70%。
非编码序列在整个人类遗传
密码中，实际上也是这个数
量级的。”陈润生介绍说。

以肿瘤发病为例来说，
陈润生认为，很大的原因是
来自于我们根本就没有考

虑到的非编码的转录产物，
现在临床医学用的所谓分
子标记以及肿瘤所谓“靶向
治疗”的靶点，全是来自那
3%。或许可以试着去发现
那97%的转录产物，哪些可
以导致肿瘤，哪些可以作为
药物治疗新的靶向。

“有人说，我们对非编码
序列的功能和基因的了解仅
仅是冰山一角，我估计‘一
角’是否研究透了都很难
说。”陈润生说，它是我们对
人类、对生物的遗传密码认
识中非常重要的核心部分。

陈润生认为，未来在应
用上，它具有明显的前景，
包括临床诊断、治疗，同时
具有非常重要的基础研究
关联性。从过往经验看，占
人类基因组2%至3%的这部
分，一共有50个诺贝尔奖金
获得者，面对未开发的97%-
98%，将有多少位诺贝尔奖
获得者诞生，则不可估量。

(据《深圳特区报》)

未来人与机器之间到底可以多亲密?会像电影《她》中一样，孤单时可以找自己的
“萨曼莎”谈谈心、聊聊天吗？或许，这样的未来，正向我们走来。

【生命奥秘】

【前沿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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