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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电视剧《狂飙》已经迎来了大结局，
但热度仍然没有丝毫减弱，有的网友利用剧
中人物创作娱乐视频，也有的网友剪辑其中
精彩片段。不过，还有一些“较真”的网友，
发现《狂飙》中的一些人物对话，配音和嘴型
对不上，于是便想通过人工智能进行唇语识
别，还原最初的剧本情节。

然而，AI 读唇语并非只能被用于破译
“隐藏剧情”。据统计，我国听力残障人口超
过2054万，除了主要的手语交流外，读唇语
也是他们重要的沟通方式。但人工解读唇
语容易受到个人经验、视觉感受能力、语言
理解能力等因素影响，在正确率方面差强人
意，于是人们开始尝试利用AI技术来解读唇
语。

比唇语专家更懂唇语
“所谓AI读唇语，即人工智能唇语识别，其核心

技术框架为视觉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北京理工
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网络与安全研究所所长闫
怀志介绍道，具体而言，就是利用机器视觉技术，将
人脸从图像中连续识别出来，并提取其中连续的口
型变化特征，输入至唇语识别模型，辨识出该人物
口型对应的发音，进而输出可能性最大的表达语
句。

“视觉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分别有着庞大的技
术体系和不同的技术路线，但究其本质，都是通过
大量的唇语数据来训练AI模型，力求文本输出的准
确性。”闫怀志补充道。

近几年，不断有AI巨头开始在唇语识别赛道上
作出尝试。谷歌旗下Deep Mind公司就与英国牛津
大学合作，研发出了一款AI读唇语软件，通过让AI
读唇语软件“收看”数千小时的电视节目来训练其
唇语识别能力。有意思的是，在随机抽取200个视
频片段的读唇语测试中，AI读唇语软件的准确率达
到了46.8%，而经过专业训练的人类读唇语专家，准
确率仅为12.4%。

为何AI读唇语能够悄然兴起？闫怀志给出了
自己的分析：一是强烈的需求牵引，二是巨大的技
术推动。从需求牵引来说，唇语识别不仅可为部分
残障人士提供方便，更可以在公共安防等诸多领域
发挥巨大作用；从技术推动来说，由于AI算法、算力
以及数据瓶颈被不断突破，使得AI技术在唇语识别
领域取得较大成功成为现实。

众多难题有待突破
不过，闫怀志也表示，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唇语

识别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若想利用人工智能准确
地识别唇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语言本身来看，人类语言具有较高的复杂
性，在人类话语所涉及的所有音标中，仅有30%左右
是直接由人类嘴唇来控制的，70%是难以通过肉眼，
甚至是机器视觉区分的齿音、舌音以及喉音。而
且，不同人说话的语气、方言、连词、口音，乃至胡须
遮盖等因素，都会导致嘴型的细微变化，而恰恰是
这种细微变化，会严重影响人工智能对于唇语的识
别和判断。

从技术层面来看，人工智能采集唇语的环境通
常较为复杂，若想精准识别难度很高。以目前的人
工智能技术而言，对于长句、复杂句式等的识别水
平不尽如人意，更不用说还存在着多场景识别、多
人像唇语识别等问题。

闫怀志表示，只有解决了上述问题，AI读唇语
才能得到突破性提升，迈向成熟发展阶段。

人类不同语种之间千差万别，AI能读懂每个语
种的唇语吗？

闫怀志介绍，此前较为成功的AI读唇语系统大
多仅限于英语模型，这是因为多数AI模型都是基于
英语数据训练而得。但是，从技术框架上来说，不
同语种的训练模型是基本一致的，或者说可以依赖
于同一类技术手段来实现。

当然，为了适应不同语种的唇语识别，也需要
作一些适应性调整：一方面要选择对应语种的数据
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另一方面，还需要对AI模型
进行调整，比如纳入时间屏蔽、优化语言模型以及
改进超参数等。

此外，同一语种也会有不同口型，即便口型类
似，也可能代表着完全不同的意思。因此，成熟的
AI读唇语系统需要大量的唇语特征样本数据，并尽

可能地覆盖多种应用场景、多类型的说话人群，借
此来提升训练后的唇语识别模型的泛化能力，提高
AI读唇语对于不同口型和不同表意语言的识别准
确率。

亟须监管的技术双刃剑
尽管存在种种难题，但仍有越来越多的AI企业

开始涉足并计划深耕人工智能唇语识别赛道。目
前来看，各大AI巨头的选择不尽相同，具体可分为
唇语数据、唇语视频识别、唇语理解等。

闫怀志也表示，目前许多人工智能唇语识别技
术领域已实现初步突破，全链条集成前景可期，产
业集群正在逐步形成。

从应用场景来看，AI读唇语在社会公益、公共
安全等领域都已开始崭露头角。从目前各大巨头
的布局以及相关技术的发展趋势来看，AI读唇语预
期可在身份识别、国家安全、智慧系统等方面具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可以想见，由于公益、公共安全、
国家安全等领域巨大的潜在需求的牵引，以及AI技
术飞速发展的强力推动作用，在不久的将来，AI读
唇语有望实现快速推广与深度普及，产业前景十分
可期。”闫怀志说。

例如，在安防安监领域，很多安监场景噪音较
大或仅有视频信号，无法准确捕捉声音，人工智能
唇语识别技术就能派上用场；在身份识别领域，可
以利用AI读唇语来实现口型支付密码输入，“动动
嘴唇”就能实现身份识别和支付交易；在公共安全
领域，利用AI读唇语，可以在各类视频中分析案件
当事人的唇语信息，辅助案件侦查工作；在智慧系
统领域，可利用AI读唇语来实现“无声胜有声”——
只依靠口型来控制智能设备，比如智能家电等。

当然，技术应用是把双刃剑。很多人担心，AI
读唇语会使人们对话中的隐私内容遭到泄露，无论
当事人是公开发言、窃窃私语或是自言自语。“张张
嘴”就被别人窃取聊天内容，仔细想来确实可怕。

闫怀志表示，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AI读唇
语导致的隐私泄露，一方面可能是有人恶意进行唇
语获取识别，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正常使用的AI读唇
语系统，但其中的存储、使用等环节保护不当，导致
相关数据被窃取或滥用，进而对个人权益造成损
害。而且，由于涉及到当事人的对话内容，具有明
显的方向性，这种隐私泄露的危害性可能要比普通
的个人信息泄露更为严重。

因此，闫怀志建议，应从隐私安全保护的角度，
在管理层面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严格规范和
约束AI读唇语的应用场景、范围和目的，加大对技
术恶意利用的监管和惩戒力度。此外，还要在技术
层面加强AI读唇语系统的安全保护体系建设，以技
术手段提高系统的识别精准度，避免技术滥用，切
实保障用户对话的内容安全。

来源：科技日报

“动动嘴皮子”，AI就能知道你在说啥

据媒体报道，有老人因使用老年机，无法在
线上购买电影票；还有老人因不熟悉故宫博物
院网上预约方式，到了门口却无法进入。类似
事件时有发生，网友呼吁：数字时代，民生服务
应多些“温度”，别让老年人掉队。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普及，民生服务搭上
了数字化快车。从生活缴费、看病就医到交通
出行、用餐娱乐，智能化操作几乎成为绝大多数
生活场景中的“标配”。线上登记取代纸质材
料，提前预约免去排队等待，识别人脸就能办理
业务……这些新技术、新业态在方便百姓办事
的同时，降低了服务成本、提高了服务效率。

然而，民生服务的创新不应忽略老年人的
感受。很多对年轻人而言司空见惯的操作，却
给老年人带来不小烦恼，甚至成为难以逾越的

“数字鸿沟”。“十四五”期间，我国60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我国将进入中度老
龄化。在此背景下，适老化应成为民生服务的

“标配”。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数字技术适老化改

造，通过优化界面、简化程序、增加功能等多种
方式帮助老年人实现信息无障碍，共享互联网
发展成果。但适老化不是一时一地、查漏补缺
的简单动作，而是持续不懈、日益完善的长期过
程。要打破这一道道看不见的“数字藩篱”，需
要全社会成员设身处地站在老人的角度，感受
他们可能遭遇的困境和梗阻，让适老化理念贯
彻民生服务始终。

对于在科技浪潮中步履稍慢的老年人，我
们不妨多保留些传统方式，让线下服务担负起
兜底保障作用，如景区保留现场售票、餐厅保留
纸质菜单、乘公交保留现金投币、看病就医保留
人工窗口。这些看似“过时”的服务方式，却直
接关乎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与建设老年友好
型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对老年人来说，民
生服务多些适老化改造，不仅意味着办事更方

便、出门更舒心，还可以让老年人更加感受到社
会的温暖，更体现了全社会对老年人的尊重和
关爱。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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