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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学术界(人工智能学术界学者)

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人工智能学术界，以及人工智能学术界学者对应的知识点，文
章可能有点长，但是希望大家可以阅读完，增长自己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希望对各
位有所帮助，可以解决了您的问题，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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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发展史60个字

人工智能发展史:

第一个是启动期(1956～1966)。1956年夏季，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约翰·麦卡锡
、马文·闵斯基等科学家聚在一起，举办了长达两个月的在当时人看来无用的神仙对
话：如何在机器上实现人类的智能。后经约翰·麦卡锡提议，正式采用了人工智能这
一术语，第一次将人工智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研究方向。1958年约翰·麦卡锡发
明了表处理语言LISP，这种语言成为建造智能系统的重要工具。会议之后，人类开
始了机器模拟人类学习过程的探索。

第二个是萧条波折期（1967～1974）。迅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取得的一些瞩目成果
，使人们产生了乐观情绪。然而，当人们进行了深入的工作后，发现人工智能研究
碰到的困难比想像的要多得多。比如，在机器翻译方面，词到词的词典映射法没有
成功。在神经网络技术方面，电子线路模拟人脑神经元没有成功；国际象棋走第一
步就有10120种可能（组合爆炸）。人工智能的研究进入了萧条、波折时期。有人
说，只有上帝才能创造智能，人类不可能创造生命。还有人认为，亘古以来就没有
会思考的机器，人工智能就像炼金术、星相学一样是骗人的迷信。在这样的背景下
，很多国家和机构减少了对人工智能研究的投入。

第三个是兴旺期(1975～1998)。1977年第五届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会议上，费根
鲍姆教授系统地阐述了专家系统的思想，并提出了“知识工程”的概念。知识工程
的概念使人工智能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转折点，即从获取智能的基于能力的策略，变
成了基于知识的方法研究。知识工程的方法很快渗透了人工智能各个领域，促使人
工智能从实验室研究走向实际应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人工智能出现研究高潮，人工智能开始由单个智能主体研究
转向基于网络环境下的分布式人工智能研究。人工智能面向实际应用，深入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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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各个领域，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有什么关系

不请自来，更多精彩内容关注中科智桦

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有什么关系？

物联网的概念由1998年麻省理工大学提出，自此物联网的概念便开始走入了大众
生活，更是在近几年来，物联网行业在其“万物互联”的口号中大力发展，物联网
的发展也带动了其他衍生产业的进步，如智能办公.、智能家居、智能公寓、智能楼
宇，智慧社区，这些进一步便组成了智慧城市，因为物联网推动的这些产业处处有
体现了智能的痕迹，于是人工智能便于物联网之间的概念便走向了模糊，似乎物联
网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也可是物联网一般。

其实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虽然二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但是二者又是一个互为
独立的系统，因此万不可将两个概念混为一谈！

物联网

物联网起初人们的构想便是万物互联的互联网，其本质核心还是互联网，只不过是
属于互联网的一种延伸理念，它将各种传感设备所收集来的数据与互联网进行连接
，使得人们在不同时间、地点做到人机互动的条件。

物联网作为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互联网行业中，物联网又被
称作泛互联，来折射出它万物互联的理念，这也透露出其两层含义，其一物联网是
基于互联网的一种衍生产品，其二其客户终端是在物与物信息交换和通信，因此，
物联网的定义是通过射频识别、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
感设备！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可大致分为人工和智能，其更为广泛的称呼便是AI,其本质便是模仿人
类思维的信息过程，在科技人员的研究下，将人类的思维模式固有的赋予某一机器
，使其拥有了对某种特定情况产生特定反应的过程便是目前人工智能的主流方向，
这也属于学术界的弱人工智能的范畴，而目前强人工智能陷入瓶颈，这里就不多赘
述！

大家在了解了以上内容以后，不难发现，二者都是依托于大数据收集处理，但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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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又有本质的区别，物联网进行将各类设备连接起来，继而收集数据，而人工智能
这时候便充当一个思维者的角色，将物联网收集的数据进行集中处理，继而再通过
物联网连接至各个终端。

显而易见，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是相辅相成的存在，二者缺一不可，只有在二者在技
术上共同发展，才能促进其技术衍生行业的带动发展。

现在5G时代的重磅来袭，物联网及人工智能便可借此搭上时代的潮流，必将做出
更加进一步的发展，作为物联网从业者，我们也衷心的希望，物联网与人工智能携
手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免责声明1、本宣传资料中对相关行业、材质、工艺等知识的介绍，旨在提供相关
信息，不意味着本公司对此作出了承诺；2、本文部分图片源自网络，素材、版权
属于原作者，转载素材仅供大家欣赏和分享；3、本图文如无意中侵犯了媒体或个
人的知识产权，请私信告知，我们将立即予以删除

以上为小编个人观点，更多精彩内容关注中科智桦

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含金量

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的含金量非常高

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不仅提供海量机器阅读理解的数据及算力平台，而且提供
专业的培训，辅以学术界和产业界专家指导，全力支持与帮助所有个人参赛者和参
赛团队，通过竞赛推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技术创新与突破。

同声传译究竟会不会被人工智能代替呢？

我的观点是人工智能不能取代同声传译！在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除
了一般大型会议“标配”的同传耳机，会场大屏幕两侧还提供了实时中英文字幕。
有趣的是，虽然在同步翻译相同的内容，但两块屏幕上的文字内容并不相同。据悉
，左侧屏幕来自讯飞听见，右侧则来自腾讯同传。同场竞技，干货十足的“别苗头
”之外，两家公司的创始人也在“暗中较劲”。马化腾在发言时表示，这次大会上
，腾讯同传的文字识别和翻译都是由机器完成。人工智能的应用总体上还处于初期
阶段，今天腾讯同传全部依靠机器，而不是人机协作方式完成，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机器需要识别不同人的口音，理解个性化的表达，这对于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
来说颇具挑战性。”科大讯飞创始人刘庆峰也分享了自己对AI翻译的看法。在他看
来，众多科技巨头都在机器翻译上取得了持续的进展和进步。然而，即使在未来，
机器也并不会代替人类，人机耦合才是未来AI翻译发展的关键。何为人机耦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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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了解到，人机耦合指人与机器的合作。比如讯飞听见在部分翻译场景下，运用AI
转写技术，配合同传人员的同步翻译，可最大效率地提供实时字幕支持，具有准确
率高、转写速度快的优势。

总结来说，两家公司创始人对于AI同传今后的发展，可归结为“与人类同传各取所
长、优势互补”的大方向。但事实上，目前AI翻译的水平，已经到了可以与人类媲
美的水准。就在去年，由微软亚洲研究院与雷德蒙研究院的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宣
布，其研发的机器翻译系统在通用新闻报道测试集newstest2017的中-英测试集上
，达到了可与人工翻译媲美的水平。这是首个在新闻报道的翻译质量和准确率上可
以比肩人工翻译的翻译系统。虽然此次突破意义非凡，但研究人员却提醒大家——
—这并不代表人类已经完全解决了机器翻译的问题。原因在于，表达同一个句子的
“正确的”方法不止一种。“由于翻译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它更像是一种艺术，
因此需要更加复杂的算法和系统去应对。”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自然语言计算
组负责人周明表示，这也是为什么机器翻译比纯粹的模式识别任务复杂得多，人们
可能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达完全相同的意思，但未必能准确判断哪一个更好。也就是
说，正是复杂性让机器翻译成为一个极有挑战性的问题。人工智能翻译虽然厉害，
但本次大会依然设置了传统的人工同传。面对来自人工智能的“威胁”，同声传译
员倒是十分坦然，因为翻译过程中有许多文学性、修辞性的内容，是机器所实现不
了的。此外，机器很难理解“口语的模糊逻辑”。根据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规定，
同传译员只要翻译出演讲者内容的80%就已经算合格了，100%的同传几乎是不可
能的。正是这种模糊的东西使得机器翻译更加困难。另外她还提到，除了字面理解
人们说的话之外，还要感受说话者的情绪和心理活动，去理解话语背后的意图，“
这些目前只有人才能去识别、判断。”新算法将使机器日臻完善。此前，科大讯飞
执行总裁曾公开表示：我们一点都不用担心人类翻译会丢掉饭碗，将来的翻译一定
是人和机器之间一个良性的耦合互动。而上海外国语学院高翻学院的副院长吴刚博
士表示：机器能够取代翻译当中技能比较单一，运用到人的智慧相对来说比较少的
部分，从而让人可以腾出更大的更多的精力来去从事更有创造力的活动。在未来，
人工翻译与机器翻译在目标市场的分野上会逐渐明晰。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将占据
市场上不同的生态位，实现错位竞争。例如，AI翻译占据主导的应用场景应当并不
复杂，包括日常生活、外出旅游等。而人工翻译则主要面向对翻译精度要求较严格
的高端市场，比如文学、法律文件、医学资料等专业内容。不过，刘铁岩对技术的
进展表示乐观，因为每年微软的研究团队以及整个学术界都会发明大量的新技术、
新模型和新算法，“我们可以预测的是，新技术的应用一定会让机器翻译的结果日
臻完善。”

OK，关于人工智能学术界和人工智能学术界学者的内容到此结束了，希望对大家
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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