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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SIGIR2020大会今年词频统计，推荐系统和机器学习占到前两名。 图片来源：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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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检索：在融合中寻求“新”自我
■本报记者 郑金武

近日，第 43届国际计算机协会信息检索大
会（SIGIR2020）落下帷幕。原计划在陕西西安
举行的 SIGIR2020大会，受疫情影响改为线上
举行。
“根据今年词频统计，推荐系统和机器学习

占到前两名。”SIGIR2020大会共同主席、吉林
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常毅在接受《中国科学
报》采访时，对信息检索领域的研究方向进行了
分析。

然而，从今年的 SIGIR大会录取论文内容
看，信息检索与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数据
挖掘等技术融合创新，是大会的重要特点。而阿
里巴巴、百度等公司团队多篇论文的入选，又彰
显了信息检索领域技术创新与工业界结合的紧
密性。

在常毅看来，“交叉融合，与工业界结合紧
密”，也正是 SIGIR成为信息检索领域顶级会
议的重要法宝。

交叉融合促进技术创新应用

“会议开幕式上近十年关键词的动态演化，
显示推荐系统与机器学习是近期 SIGIR 会议
最热门的方向。机器学习最新方法和模型在信
息检索领域的创新性应用，也是学者们关注的
焦点。”常毅介绍。

机器学习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
学教授徐宗本此次大会报告的关键词。“机器学
习是在一系列前提条件的基础上运行和应用，
有助于人工智能的巨大成功，而人工智能也有
助于机器学习进一步发展和突破瓶颈。”

机器学习需要大量用于训练的数据集。“研
究人员从一个不完整的数据集中逐步进行机器
学习，并由易到难，为处理非常复杂的不完备数
据集提供可行的方法。”徐宗本表示，类似由易
到难的进阶式训练，有利于突破机器学习的瓶
颈，并取得进展。

自 2008年至今，天津大学智能与计算学部
副教授张鹏一直致力于开拓量子人工智能与自
然语言理解这一交叉领域的研究工作。其入选
今年 SIGIR会议的论文，是基于量子干涉的检
索神经匹配模型研究。
“在人类认知和人类相关性判断过程中，研

究表明存在量子干涉现象的大量证据。在此基
础上，我们将量子干涉的理论建模在神经匹配
模型中，将神经匹配模型扩展到量子概率诠
释。”张鹏说，这一神经匹配模型在信息检索任
务中应用时，表现出不错的检索效果。

类似的交叉融合研究，在本届 SIGIR大会
论文中比比皆是。常毅表示，信息检索与人工智
能、自然语言处理、数据挖掘等技术融合创新，
既促进了信息检索领域的长足发展，也带动了
相关技术的创新应用。

与工业界结合紧密

常毅说，随着算法、算力的不断提升，SI-
GIR会议成果在现代学术界、工业界都显示出
重要的研究与应用价值，推动信息检索成为大

学和企业都非常关注的专业领域，吸引了更多
相关领域的顶级科学家和顶级信息技术公司科
研人员加入。
“近十年来，学术团体的研究方向与工业界

的实际应用，与机器学习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常毅说，这样的紧密结合，也有利于学术的不断
发展。

在今年的 SIGIR大会上，阿里巴巴的研究
团队表现突出，共有 20多项研究成果入选，是
全球论文数量最多的科技公司。有专家表示，阿
里巴巴在多个成果中，都展现了人工智能在理
解文本信息任务上的突破。

在其中一篇论文中，阿里巴巴研究团队提
出了一种能够理解文本言外之意的方法，通过
推敲给定隐晦文本的全局语义、局部语义，以及
可能存在的噪声，有效提高了模型识别隐晦文

本是否包含色情、暴力等内容的精确率。
据统计，百度、华为、腾讯、平安科技等科技

公司，在今年的 SIGIR会议上的论文投稿量都
很可观，这些论文都来自于信息检索相关技术
在实际场景中的应用，而应用又促进技术创新
的案例。例如，平安科技公司团队的论文，是平
安科技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与寿险线上营销业务
深度融合的一项创新成果。

信息检索和自然语言处理是人工智能的
基础技术，要实现突破，不仅需要全新的模
型，还需要结合实际应用提出更创新的训练
和推理方法。而阿里巴巴、腾讯等经济体丰富
的场景，恰为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的研究提
供了良好条件。

中国青年学者唱主角

在今年的 SIGIR会议上，中国和美国学者论
文在投稿率录用率排名中，分别名列第一、第二。

据介绍，SIGIR 2020会议上华人学者的表
现十分突出。入选的论文中共有 317位华人学
者，其中有 1人发表 9篇论文。另外，第一作者
华人学生共有 55人，以一作身份发表 2篇论文
的学生有 7人。

本届会议最佳论文奖由康奈尔大学
Thorsten Joachims团队获得。而清华大学本次获
得了多个奖项，包括最佳论文荣誉提名奖和两
个最佳短论文奖。其中，两个最佳短论文奖的第
一作者分别是常健新和于是。值得一提的是，于
是目前是清华大学大三学生。
“这些成绩，都显示了中国学者在信息检索

相关领域的创新与贡献。”常毅说，“今年 SIGIR
会议的一大亮点，是有更多非论文作者尤其是
青年学生加入到信息检索社群中来。”

常毅介绍，假如青年学者定义为青年学生、
青年博士、青年教师，则今年 SIGIR 会议上青
年学者的参与比例超过了 75%。

常毅表示，青年学者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
议，多学习、多交流，将有助于他们打开视野、开
拓思路，结识海内外、业内外资深而优秀的研究
者、业内同行和同学。
“青年学者应通过交换计划、访问计划，积

极开展国际合作。”常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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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一台高端服
务器整机，需要多久？
在中科曙光福建高端
整机智能制造基地，答
案是两分钟。

近日，中科曙光高
级副总裁任京暘在首
届信息产业先进制造
高峰论坛上透露，随着
新一代智造工厂的落
成，其服务器产品的生
产效率和迭代效率大
大提升。

服务器的装配工
作并不简单，除了需要
将各类处理器、内存、
硬盘、网卡等部件组装
到主板上和机箱内，还
需要确保机箱、主板及
部件的完好无损，并通
过先进的测试技术完
成质量检验，整个制造
工艺比较复杂。以前，
这一系列工作通常需
要经验丰富的技术工
人完成。

高效率装配
实现柔性制造

“高效率组装一台
服务器，得益于工业机
器人的自动化、智能化装配。”中科曙光副总裁张
迎华对《中国科学报》介绍说，一台服务器的生产
可以拆分成多个工序，不同工序用时有别，“比如
嵌入 CPU可能需要 90秒，装配内存需要 80秒
等。在流水线上，不同工站机器人、机械臂同时运
转，实现协同生产，整个装配的节拍取决于速度
最慢的那个工作站，只要让最慢的工站控制在两
分钟，那么整条生产线的节拍差不多就是两分钟
组装一台服务器”。

流水线往往青睐于同规格、同配置产品的大
规模量产。然而，不同用户对服务器的配置需求
迥异，提交到工厂的订单也“五花八门”。面对这
些问题，智造工厂如何应对？
“柔性制造可以解决这一难题。”张迎华说，

智能工厂首先将销售订单信息转成生产订单信
息，然后对订单进行排序，接下来智慧仓储物流
系统根据需要从库房调度不同的原材料运送到
流水线的各个工站，并智能调度不同的机器人、
机械臂、治具等开展协同生产，实现最优化的生
产排程和不同种类产品的混合生产。他透露，通
过“合并同类项”和分配机器人用工，目前曙光智
能化生产线可支持 6种不同产品的柔性生产，同
时支持复杂订单排产模式。
“以用户为中心，通过‘人—机—物—环境—

信息’等的优化融合、互联，个性、柔性地交付生
产制造，是智能制造新模式。”在上述论坛上，中
国工程院院士李伯虎表示。

日臻完善的智能生产线

用户订单的高效率交付，离不开智造工厂日
臻完善的智能生产线。

张迎华介绍说，除了离线型的智能设备，中
科曙光还研制出高端整机的通用智能制造生产
线。比如，由 1个线边立体库和 4个智能工位结
合设计的“猎户座一号”智能生产线，具有简易
化、小型化、智能化的特点，可以实现中高端产品
年产能 5万台的目标；升级版“猎户座二号”复杂
度更高，可支持的产品形态更丰富。

张迎华透露，通过智能制造生产线的建设，
福建高端整机智能制造基地已能够实现年产量
10万台高端整机的目标。
“中科曙光智能制造的技术能力，主要体现

在 6个维度：智能工厂的整体规划设计、3D建模
仿真、智慧仓储物流系统解决方案、工业治具的
设计和加工能力、机器人编程算法和控制技术、
电气规划设计工艺和技术。”张迎华说，这其中包
含了曙光智能制造的技术融合理念，即机器人设
备与质量检测技术的融合、先进制造与先进计算
技术的融合等。

“融合”推动发展

“对于智能制造，最初中科曙光需要智能制
造解决方案实现高效率生产和高品质目标。通过
这几年建设智造工厂的实践，并将曙光最擅长的
先进计算等技术融入到智能制造方案之中，实现
了智能制造的融合和创新，中科曙光智能制造逐
步成长为业内的创新者。”张迎华说。

张迎华披露，近年来曙光承担了多项国家重
大科技项目，从 2016年起，陆续承担智能制造、
绿色制造、智能工厂新模式等课题专项，最近又
成功入选了工信部数字化车间方向的智能制造
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同时，记者了解到，中科曙光在智能制造领域
的“横空出世”，除自身技术积累和实践外，也离不
开与上下游伙伴的积极合作。同样孵化自中国科
学院的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松机器人），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新松机器人总裁曲道奎介绍说，新松机器人
拥有丰富的机器人系列产品，而中科曙光对服务
器的设计、生产、制造全流程有深刻的理解。针对
服务器产品快速迭代、小批量、多层次定制化生
产这些痛点，双方通过发挥各自优势，打造业内
领先的高端整机智造解决方案，来实现服务器产
品柔性、精细化的制造。
“通过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可以

产生更大的价值，孵化出更为先进的智能制造装
备和解决方案。”张迎华说，除了类似智能内存检
测设备这样的技术层面的融合，产业链方面的融
合也非常重要，产学研用一体，可以解决许多痛
点问题。

在采访中，张迎华进一步表示，目前我国在制
造领域“软实力”（工业软件）的差距相比“硬实力”
（硬件设备）更大，希望未来能够与各合作伙伴协
同创新，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态继续攻坚克难。

真正的全息投影“在路上”
■池涵

日前，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从空中
“现身”的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虚拟歌
手洛天依赚足了观众的眼球。这次现身让全
息投影技术再次成为热议的焦点。

然而，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
信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桑新柱提出，这次大
会使用的技术仍是一种用 45 度角放置的半
透半反膜进行投影的显示方式，与真正的全
息投影技术尚有距离。

那么，怎样才能算是真正的全息投影技
术？这项技术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人类的
生活呢？

条条大路通“全息”

像航（上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像
航）产品总监胡宪旺从事产品研发多年。他告
诉《中国科学报》，所谓全息投影技术，就是要
包含光携带的全部信息，包括波长、振幅和相
位等。

但是目前使用普通摄像机采集的信息并
不包含相位信息，或者说缺乏景深信息，因此
影像给人的视觉感受仍是二维的。
“真正的全息要提供光的相位信息，这样

观众看到影像才会有景深的感觉，远近感由
此产生。”胡宪旺说。

那么，如何实现全息投影呢？
桑新柱告诉《中国科学报》，全息投影基

于干涉原理记录，即利用相长和相消干涉形
成明暗相间的干涉条纹记录光的相位信息，
显示时再用参考光照射全息图，形成衍射光
波的再现光的三维光场信息分布。全息投影
可以看作是一种三维光场显示技术。
“实现三维光显示的方法有很多种。”桑

新柱说，“目前不少具有一定三维效果的显示
技术被赋予‘全息投影’的名字，而实际上并
非真正的全息投影。”

190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 Gabriel Lipp-
mann首次提出集成成像显示方法，即通过透
镜阵列在胶片上记录物体的三维信息，显示
时再用光源照射胶片实现物像在空中的三维
还原。受当时的技术条件制约，实现的难度比
较大，成像的分辨率也难以提高。三维显示可
以用每秒几千帧的速率输出图像的高速旋转
投影，或者用投影机阵列和光学屏幕组合的
方式来实现光的三维分布。

空间投影显示时既可以借助烟雾、水雾
等散射介质实现光的空间散射分布，也可以
借助其他介质来实现。桑新柱说，北京邮电
大学研究团队研发的空中成像裸眼 3D 光
场显示技术，利用空间光场技术配合多重控
光器件调控三维空间光场，实现不同方向的
光在空间的重组。这种方法记录的点阵量动
辄几百万、上千万，投影时将点阵携带的信
息在空间中重建，可以使三维影像悬浮显示
在空气中。

另一种三维光场显示方法是，美国
Magic Leap 公司利用光纤扫描将三维光场
影像直接投射到人类的视网膜上，实现头戴
式 3D显示。2016 年曾播出几个演示视频，
效果惊艳。

胡宪旺介绍，像航也研制了一种无介质
全息投影技术，通过光学微镜结构来复制光
场，在三维空间重现一个三维立体的实像。

常见的薄膜成像中，用户和影像分别在
薄膜的不同两侧。与之不同，该成像方式将用
户和影像置于成像材料的同一面，因此可以
实现用户和影像的互动。比如，将按键在空中
成像，再用平台内置的传感器识别手势和操
作，传给对应的计算机系统，就可以解决人机
交互的问题，届时人类在空气中触控将成为
现实。

“刚需”实现尚有距离

现如今，借助全息投影等技术，不少博
物馆、科技馆都将展品数字化，在空中形成
的三维影像，有时甚至比实物更清晰，方便
观众鉴赏。

业内专家却认为，全息投影近些年来略
显沉寂。全息投影“刚需”的一面实现尚有段
距离。
“三维显示技术在很多行业应用领域算

得上刚需。”桑新柱说。
目前，医生诊断病情时还大量使用二维

图片。由于不同医生对平面图像会产生不同
理解，远程会诊等特殊场景下，用二维图像去
推断三维空间中的实际情况，不免出现“盲人
摸象”的情形，导致偏差发生。

桑新柱表示，三维数据能够三维显示，或
可使三维医疗信息准确、无偏、全面地构建，
医生、患者、家属都能清晰地看到不同阶段病
情变化，从而降低误差发生的概率。

此前热播的美剧《名医》中，年轻的医生
在实际做手术前先用三维影像模拟患者的
身体器官，可以看出器官之间的遮挡关系，
预演手术过程。桑新柱说，全息投影技术用
于外科手术培训，或可将训练时间减少到之
前的一半。

此外，在工业制造领域也存在刚需应用。
工程师在制造、装配前看纸质图纸，因为

晦涩，容易让人“挠头”。胡宪旺认为，如果方
案用三维构建出来，就能提高设计、生产、装
配等环节的整体效率。此外，全息投影技术也
可用于餐饮等行业，在点菜、缴费时使用交互
式全息投影技术，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技术有待标准化

既然全息投影技术有这么多优势，为什
么这几年行业渐渐平静了呢？

桑新柱认为，从技术方面来讲，目前全息

显示还需要解决在显示方式、显示尺寸、分辨
率、计算和存储能力等方面的瓶颈。
“提高分辨率是显示技术永恒的主题。”

桑新柱说。他表示，目前的显示器件从结构尺
寸和分辨率来讲，都不足以支持大尺寸动态
真彩色全息显示应用的要求。
“学术上对全息投影的理解，需要其显示

器件的结构单元尺寸小于 1微米，最好做到
50纳米的量级，并且可以 360度全方位调控
相位。现在还缺乏成熟的技术手段做这样的
器件。”桑新柱说道。

另一个问题是提高计算效率。全息显示
技术要实时生成动态的全息图，计算量非常
大，因此对计算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现在静态全息图能够达到每毫米数万

个全息干涉条纹，相当于单个结构单元的尺
寸在几十个纳米，可以说静态全息图已经可
以做得非常逼真。”桑新柱介绍，“动态的全息
投影钟，显示器件的单元结构尺寸决定了显
示的视角和分辨率。这就要求动态显示单元
的像素尺寸必须做到 50纳米，这方面短期内
很难实现。”

胡宪旺认为，全息投影行业缺乏统一的
工业标准，导致该行业目前还是主要面向产
业应用。
“目前 VR/AR眼镜厂商基本上都基于各

自的系统，应用技术间不能相互兼容，性能和
体验与用户需求还有一定的距离。”胡宪旺
说，“这说明行业还处于初期，未进入工业化
发展阶段，广泛应用还未到来。”

胡宪旺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需
求的推动，统一的行业标准将提上议事日程。
届时，用户拿到的硬件即便来自不同厂商，也
可以实现“互联互通”。
“不远的将来，购买全息投影设备就可能

像买电脑和智能手机一样，自行选择配置，并
基于配置选择具体的应用。但只有先实现行
业的标准化，整个生态才能良性、快速地发
展，应用才会更广泛。”胡宪旺说。

基于全息投影技术设计的虚拟键盘

专家研讨建筑行业
智能化转型

本报讯近日，由中国科协科技传播中心指
导的产学研融合“新基建”系列活动第二期———
“科技智联·融合基建”在京举办。

联合建管（北京）国际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副总经理刘磐认为，建筑业是世界上最大的
商业生态系统，正面对整体生产效率持续增长
缓慢、资源利用率较低、信息化基础薄弱的行业
问题。该市场目前处于“低水平均衡陷阱”状态，
急需依据建筑业典型场景，从现场实施、后台整
合、数据协同三方面寻找智能化创新突破口，助
力建筑业提升生产效率。

铁甲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副总裁吴玥
从设备全生命周期的视角，提出横跨机械制造、
市场流通、建筑施工三个产业链的设备互联商
业概念，并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边缘计算等
技术，将施工场景的入场、施工、调度、结算、出
场实现数字化，帮助企业做到设备管理心中有
数、降本增效。

圆桌论坛环节，与会嘉宾认为，建筑业的
智能化是必然趋势，技术创新要尊重产业模
式。在政策推动下，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
息网络为基础，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
合创新等服务的新基建体系，将迎来建筑行
业发展的重要机遇。 （高雅丽）

AI计算盒参考设计
加速智能边缘崛起

本报讯近日，英特尔发布人工智能（AI）计
算盒参考设计，同时还推出了“英特尔中国 AI
生态合作伙伴算法方案集萃”（以下简称算法方
案集萃），以加速智能边缘技术的崛起。

英特尔公司物联网事业部副总裁、中国区
总经理陈伟说：“边缘计算的落地，尤其是边缘
计算 +AI+行业的应用模式，表明只有用贴近
真实应用需求的方式，才能让边缘计算在当下
数字社会生根发芽。”

他认为，作为边缘计算的发展趋势，智能边
缘将与 AI、5G等关键技术相互交织，推动数字
化智能进入新的发展拐点。

据悉，AI计算盒参考设计将针对边缘计算
中不同应用场景对算力的灵活需求，使用不同
特点的神经网络模型，搭配一系列软硬件的组
合，帮助开发人员及客户高效、灵活选择，优化
部署，缩短开发时间及成本。

此次发布会上，英特尔携手小钴科技等十余
家合作伙伴共同打造了算法方案集萃，共包括 15
家合作伙伴的 60多种算法。它全面展现了智能
边缘在市场与技术方面的发展趋势，基于英特尔
架构的智能边缘平台、算法，以及英特尔与各领域
生态伙伴为智慧城市、智慧零售、智慧教育、工业
互联网等多元化场景打造的应用实践。（计红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