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3 月 23 日

科技
博览7责编：王肃 版式：刘静 校对：周永

标准是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党
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
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近日，由鹏城实验室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端边
云协同技术的国际标准——数字视网膜系统国际
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在国际标准化组织电气和电
子工程师协会标准学会（IEEE SA）正式发布，标志
着我国在该领域的标准工作取得重大突破。

标准的主要科研领军人之一、鹏城实验室智能
部视觉所所长王耀威告诉记者，相较现有的其他产
业应用标准，该标准具有三大优势：可调节注意力，
能够挖掘低密度的数据价值；软件可定义，充分优
化了整个传感基础设施的灵活性；隐私保护，有效
弥补了现行标准在隐私保护方面的欠缺。

着力破解超大城市海量视频数据处理

难题
随着近年来城市规模的扩张与需求的复杂化，

超大城市在公共安全与交通治理上迎来了巨大挑
战。传统的视觉感知系统已无法满足城市海量视
频数据的处理分析需求，难以支撑城市治理应用。

“例如，传统监控摄像头为‘一对一’模式，在此
模式下，海量高清视频数据的传输对系统带宽带来
很大压力，极大影响了城市治理效率。”王耀威表
示。

为着力破解超大城市海量视频数据处理难题，
鹏城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率先提出数
字视网膜这一重要概念。他强调在摄像头中嵌入
芯片，将摄像头获取的视觉数据经过高效编码和紧
凑特征提取后，传送给“城市大脑”，以便更为高效、

灵活地检索和分析。
基于此，鹏城实验室成立团队开展研究，并在

原有的“视频编码流+特征编码流”的“双流”模式基
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三流”模式，创新性地增加了
模型更新流，大大加强了该系统应对城市治理等复
杂环境的能力。

通过视频流、特征流、模型流的高效协作，团队
自主研发的数字视网膜系统实现海量视觉数据的
实时处理和时空大数据的分析与挖掘。

“我们提出的数字视网膜标准体系正是基于对
数字视网膜系统的研究。”王耀威表示，该标准体系
包含 12 个板块，此次发布的国际标准是首个板块

“总体架构”，完整定义了数字视网膜系统的整体框
架。

服务全球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该标准提出了“特征实时汇聚、

视频按需调取、模型在线更新”的视觉计算系统新
范式，既降低了系统内数据传输压力，又缓解了云
上的集中计算压力，且模型可更新、功能可定义的
技术特性能够灵活支撑各种应用，实现对视觉大数
据的实时分析和处理，解决了传统视觉系统在带
宽、计算、存储等方面的资源瓶颈。

研发过程中，因端边云协同涉及的供应商众
多，且技术创新和产业需求之间存在错位，这套标
准体系的建设困难重重。

为解决互联互通问题，鹏城实验室综合考虑全
球学术界和国内外厂商的意见，基于不同技术形
态，从技术和行业发展趋势的角度引导各个厂家形
成统一的技术框架；为应对需求错位的问题，对数
字视网膜系统开展了多个应用试点。

2022年初，鹏城实验室联合产业合作单位成立
了数字视网膜标准工作组，正式开启了数字视网膜
系统的国际化进程。历经多轮优化完善，系列国际
标准的第一部分终于顺利发布。

目前，鹏城实验室已与多个产业龙头企业合
作，将基于数字视网膜的大规模视频智能处理技术
赋能智慧城市应用，在智能交通领域初步构建了应
用生态，相关技术已推广至武汉、长沙、西安等数十
个大中城市和地区的智能交通、智慧安防等建设项
目中。

高文表示，鹏城实验室将加速推进数字视网膜
系列标准的建设，打通从研发、生产、测试到应用的
全过程，为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深
度融合提供坚实的标准支撑，服务全球人工智能技
术和产业的发展。 来源：科技日报

我国牵头制定全球首个端边云协同技术国际标准

《npj·食品科学》杂志日前发表的一篇
观点文章展示了一种数字烹饪方法，用可
食用食物“墨水”通过3D打印系统制造芝
士蛋糕（包含花生酱、能多益巧克力酱和草
莓果酱）。研究团队认为，精准打印多层食
物让人们能制造更定制化的食物，改善食
品安全，更轻松地控制食物中的营养成分。

许多烹饪方法（如使用烤架、烤箱、炉
灶和微波炉）需要一些人工操作，其运作会
加热统一的整个区域，可能会导致加热低
效。3D食物打印如今才刚起步，但由于其
定制化、便利等优点，或许会越来越受欢
迎。

为展示3D食物打印的潜力，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研究团队尝试打印了多种芝士蛋
糕的设计，组合了7种关键成分：全麦饼干、
花生酱、能多益巧克力酱、香蕉泥、草莓果
酱、樱桃淋酱和糖霜。他们发现，最成功的
设计和建筑原理相似，以全麦饼干作为蛋
糕每一层的基础成分，花生酱和能多益作
为支撑层形成坑洼以容纳较软的成分（香
蕉和果酱）最佳。

研究团队认为，激光烹饪和3D打印食
品，能让主厨在毫米级的尺度集中香气和
质感，创造出新的食物体验。这些技术可
能使烹饪更加营养、便利且成本效益更佳，
因为它们使用高能量、针对性的光，进行高
分辨率的定制加热。此外，人们越发强调
食品安全，用更少的人类操作进行食物准
备，或可降低食物源疾病等传播的风险。

来源：科技日报

数字烹饪来了！

3D打印蛋糕

色香味俱全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和瑞士巴塞尔大
学的科学家首次展示了识别和操纵少量
相互作用的光子（光能包）的能力，这些
光子具有高度相关性。这一史无前例的
成就是量子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
碑。研究论文20日发表在《自然·物理》
杂志上。

爱因斯坦在1916年提出的受激发射
概念，为激光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而在
新研究中，科学家观察到了单光子的受
激发射。具体地说，他们可测量一个光
子和一对从单个量子点散射的束缚光子
之间的直接时间延迟。量子点是一种人
工创造的原子。

研究人员表示，这为操纵所谓的“量
子光”打开了大门。同时，这项基础科学
研究为量子增强测量技术和光子量子计
算的进步开辟了道路。

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方式吸引着越
来越多的研究，例如干涉仪用光来测量
距离的微小变化。然而，量子力学定律
对这类设备的灵敏度设定了限制：在测
量灵敏度和测量设备中的平均光子数之

间。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建造的设备在

光子之间产生了强烈的相互作用，从而
使他们能观察到与之相互作用的一个光
子与两个光子之间的差异。他们看到，
与两个光子相比，一个光子的延迟时间
更长。有了这种非常强的光子—光子相
互作用，两个光子就会以所谓的双光子
束缚态的形式纠缠在一起。

像这样的量子光的优势在于，原则
上，它可使用更少的光子以更高的分辨
率进行更灵敏的测量。这对于在生物显
微镜中的应用很重要，尤其是当光的强
度会损坏样品，并且科学家需要观察的
特征特别小的时候。

研究人员表示，通过证明可识别和
操纵光子束缚态，新研究朝着将量子光
用于实际用途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
步。同时，可应用同样的原理来开发更
高效的设备，以提供光子束缚态，这将在
生物研究、先进制造、量子信息处理等领
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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