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人工智能全球创新高地

突破核心技术 力争原创成果

半年多来，中心已经定位人工智能中的“自主与感
知”、“协同与群智”等作为要害科学问题。中心负责人解
读，什么是协同智群，打个比方，我们现在拥有了无人汽
车，特斯拉一直在进行无人车试验，但还停留在单车概
念。而在未来，街道上不仅只有一辆无人汽车，如果 !"辆
无人车在同一街道上行驶，就需要无人车与无人车之间、
人工智能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协同，需要群智的融合。
再比如，早期人工智能只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

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
智能机器，而未来人工智能带来的科技产品，将会是人类
智慧的“容器”。人工智能可以对人的意识、思维的信息过
程进行模拟。人工智能不是人的智能，但能像人那样思
考、也可能超过人的智能，这就需要“自主与感知”。
基于以上科学难题，上海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科学中

心将从超材料感知、多尺度融合、自主与交互、多体与协
同等多个研究方向展开科研攻关，建设大科学设施和若
干个研发平台，突破智能传感、无人终端、网络协控与系
统等核心技术，力争在自主智能无人系统领域取得一批
原始创新性研究成果。

#月 $"日，国际顶尖期刊《自然》（“%&'()*”）全面介
绍了该科学中心，并面向全球招募人工智能领域的精英
人才，科技精英们正纷至沓来。

着力基础研究 获取行业先机

当上海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科学中心的原创成果落地
时，将带着我们进入怎样的“无人世界”？中心负责人又解
读道，首先是出行领域，作为传统交通工具的汽车正在面
临一场彻底的智能化革命。通过给车辆装备智能软件和
多种感应设备，车辆就能够自主控制车辆的转向和速度，
实现车辆自动、高效和安全地驾驶。
金融领域，金融与智能科技的结合正在催生一个全

新的领域———智能金融。以个人信贷为例，从智能获得客
源到智能反欺诈再到大数据风控，全链条的智能化能力

正在帮助信贷企业实现精准获客和强有力的风险管控，
并使其有能力针对不同类型的客户定制化开发信贷产品
并提升全流程的客户体验。
医疗领域，人工智能正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中凸显

优势。例如，人类研究人员可能要花费十数年时间研究和
反复试验，才能总结出一种诊断或治疗疾病的方法，而用
+,技术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完成。

中心负责人介绍，未来的“无人世界”还包括制造领
域、建筑领域、零售领域等。不过，作为上海自主智能无人
系统科学中心，还有项工作属重中之重，即人工智能的基
础理论研究。当下我们熟悉的机器视觉、指纹识别、智能
搜索、自动程序设计等人工智能技术皆源于西方的理论
基础。能不能我们自主发现一个不同的人工智能理论？拥
有基础理论，就能获取新的路径，在行业竞争中获取先
机。为此，该科学中心成立，同时开启建设“智能科学与技
术”上海市高峰学科，着力进行基础研究。同济大学已就
这一高峰学科建设召开多次专题讨论会，致力于以“人工
智能-”赋予传统学科新的发展动能，培养具有人工智能
基础研究和交叉应用能力的优秀人才。首批将培养 ."名
人工智能博士生。 本报记者 张炯强

它位于三面环水的张江
人工智能岛的 16号楼和
17号楼，放眼四周，IBM、微软、英飞凌等国际科研巨头围绕，一
块醒目的牌子上写着“上海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科学中心”。

2018年12月，上海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科学中心在上海推
进科技创新建设办公室第八次全体会议上揭牌成立。由同济
大学领衔，该中心充分发挥多学科优势，集聚上海及全球力量，
致力于解决人工智能重大前沿科学难题，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创
新策源高地，着力推动智慧城市、智能建造、智能制造、智能医
疗、智能农业等领域的产业变革。

科技点亮生活 创新改变未来

上海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科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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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采用水热氧化!湿式燃烧"方式

湿垃圾1小时 变肥料
! ! ! ! ! !本报讯（记者 易蓉）不论“吃”的是什么
湿垃圾，经过不到一小时的水热氧化技术转
化处理，它就能“吐”出“宝贝”———液态肥
和固态肥。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
程学院金放鸣教授团队攻关数年的
“湿垃圾水热氧化技术”迈出了工
业化“试车”第一步———第一台
连续式水热资源化湿垃圾技
术装置日前在浦东投料运
行测试成功，设计日处
理量 !""吨。相比目
前应用广泛的湿
垃圾厌氧发酵
技术，团队创
新采用水
热氧化
“ 湿

式燃烧”的方式，不仅不产生废气废水，设备转化
速度更快，而且高度集成、高度规模化的特点也可
节约能耗、空间等成本。

模拟地球自然碳循环
湿垃圾水热资源化技术是模拟地球自然的碳

循环过程。金教授解释，如同自然中生物质经过亿
万年漫长过程沉降到地心，通过水热反应成为化
石，实验室建立相似的高温高压水环境，湿垃圾就
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水中燃烧”，快速变成半
炭化状态，生物质有机物分解。研究发现，无论是
米、菜、肉、骨头还是纸张、粽叶，只要控制好进料
的含固率，都能实现“殊材同归”———含有大量有
机质和其他营养物质，可以直接用于农作物施肥
或水产养殖的液态肥，经过加工可以用于土壤、水
体修复等，或直接用于农业的固体“废渣”腐殖酸
原粉。“产出的液态与固态肥是处理量的 /"0以
上，其中固态肥约占 1"0，液态肥超过 2"0。”金教
授透露。
据介绍，该技术的产品转化速度非常快。根据

工艺需求只需 !小时就能完成，而且不会产生臭
味，不会产生二噁英、氮氧化物或硫化物等，其
中有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含氮、含硫和含磷
物质能够溶解在水中，只需要简单处理
即可达到排放标准。

在此次工业化试验成功
之前，金放鸣已开展多年的
实验室试验和中试尝试。

在日
本攻读博士
期间便开始了水热
技术相关研究，当时她就看
好这项绿色技术。1""2年回国时，
她决意在开展基础研究的同时，将这些
成果为我国垃圾处理技术创造创新实力。1"!!

年，开始进行连续式垃圾水热资源化技术的中试工
业化开发研究。1"!3年，何润田博士在金教授指导
下完成了连续式垃圾水热资源化技术中试设备的
开发。该设备在上海交大第三餐饮大楼的东面，处
理学校食堂的餐厨垃圾，进行百公斤级中试。

在上海交大科技成果转化政策鼓励下，金放
鸣团队迈出了成果转化的一大步。今年 $月，团队
获得投资开始创业进行成果转化。随后的 !1"天，
团队夜以继日完成了首套连续式（百吨级）湿垃圾
水热资源化工业装置的研发和生产，并于 2月 !

日开机试验成功。
具有日处理 !""吨湿垃圾能力的水热处理核

心设备，占地只需 3"平方米左右。基于该技术的
规模化程度，可根据需要建造大、中、小型装置，应
用于城镇、商场、学校等不同场景。金放鸣团队正
研究将技术扩展应用到生活垃圾、塑料和危险废
弃物处理中。

业内人士认为，该技术原理可行，可望为含水
量高的湿垃圾找到更高效的处理方式；实践和应
用是检验新科技的最佳舞台，期待进一步的成果
转化能积累更多详实数据，进一步证实该技术的
经济价值。

从实验室到工厂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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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式水热资源化湿垃圾技术装置投料运行测试成功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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