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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点亮生活 创新改变未来

上上海海研研发发成成功功高高能能芯芯片片技技术术

五五亿亿级级像像素素云云相相机机
人人海海中中““看看””清清每每张张脸脸

! ! ! !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在中国航海博
物馆，一件看似普通的展品，代表着我国
航海领域最高科技。这就是辽宁舰航母的
阻拦索。这件展品是中国海军航母辽宁舰
在 !"#!年 $$月 !%日进行首次舰载机着
舰试飞时主阻拦索的一个截段。

航母阻拦索是应用于航母飞行甲板
后部的拦截装置系统。现代喷气式舰载机
的着陆速度在 !&&'(&& 公里)小时之间，
如果不经过拦阻，舰载机需要滑行一千米
以上才能停稳，而航母飞行甲板长度只有
!&&多米，阻拦索要在短短数秒内使战机
迅速减速至零，并使战机滑行距离不超过
百米，是舰载机着舰的“生命线”。因此，很
多国家都把所拥有的拦阻装置技术当成
核心机密，概不外传。航母阻拦索既要直

接承受舰载机尾钩牵拉带来的冲击力，又
要具备很高的抗疲劳性能，确保钢索能够
连续频繁工作，因此其硬度和韧性的要求
异常严苛，制造难度也非常大。为了保证
阻拦索在拦阻工作时安全、耐用、高效运
行，避免出现断裂问题或者频繁更换影响
作业效率，必须使用高强度钢丝，这一度
被认为是中国航母计划的难点之一。最
终，中国靠自力更生，研制出了完全符合
作战需求的阻拦索。据媒体报道，我国首
次舰载机阻拦着舰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从
舰载机尾钩与阻拦索“拉钩”开始到飞机
停下全程只有 !*(秒。

中国航海博物馆是我国首个经国务
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航海博物馆，位于浦
东新区南汇新城，以“航海”为主题，“博

物”为基础，分设航海历史、船舶、航海与
港口、海事与海上安全、海员、军事航海六
大展馆，渔船与捕鱼、航海体育与休闲两
个专题展区，并建有天象馆、+,影院、儿
童活动中心，涵盖文物收藏、学术研究、社
会教育、陈列展示等功能。

导游小贴士

地址!浦东新区申港大道 !"#号

票价! 成人 $% 元&人! 学生票 '$

元&人"!() 米及以下儿童!*% 周岁及以

上老人

现役军人!离休干部!海员!残障人士

等凭相关证件免费参观

时间!"+,%至 !-+%%#!$+,%停止入馆$

周一闭馆"节假日除外

去中国航海博物馆看舰载机着舰的!生命线"

了不起！辽宁舰航母的阻拦索科普
导游

“从上海中心的合适位置，整个外滩的人流细节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让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教授曾晓洋这样夸下海
口的，不是望远镜，不是摄像头，而是由其领导的团队自主研发的五亿级
像素云相机系统。基于这一系统研发的五亿像素智能视频瞭望相机，日前
亮相。拍得广，看得清，找得准，这款不一般的“高能”相机，或将刷新人们
对传统相机的认知。

! 五亿像素智能视频瞭望相机 采访对象供图

" 辽宁舰首次舰载机着舰试飞时主

拦阻索的一个截断 采访对象供图

! ! ! !研发出这一“高能”相机的团队由复
旦大学微电子学院副教授范益波作为图
像、智能与电子系统技术负责人，长春光
机所研究员黄玮作为光机系统技术负责
人，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副研究员荆明娥
作为图像算法技术负责人。

不对焦也能看得清
目前，先进的单反相机分辨率可达千

万像素级别，对图像的刻画已经非常细
致。人眼能分辨的极限像素是 $-!亿，五
亿级的超高像素意味着相机能捕获极其
细致入微的图像细节，即便在几万人的偌
大体育场，拍摄一幅全景照片也可以获得
每张人脸的清晰图像。加上人工智能助
力，这款相机还能进行海量数据人脸等目
标的检测与识别，瞬间锁定特定目标。
要使被拍摄物成像清晰，传统相机的

聚焦操作是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看得
清和看得广对传统相机来说是一对矛盾，
如两千万像素全部分配到一万个人身上，

每个人像就只有 !&个像素，一定无法看
清楚人体目标了。”曾晓洋说，既想看得
清，又想看得远，还要看得广，在现有的相
机条件下，根本就是一个悖论。“但如果相
机的像素能达到两亿、五亿或者十亿呢？
那么即使是十万个人也能拍得清楚了。”

芯片创新取得突破
除了超高分辨率的照片，对这款高性

能的云相机来说，拍同样分辨率的实时视
频也“不在话下”。实时视频对相机的计算
速度和运行效率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每
次成像都是上百张千万级像素的照片高
精度无缝拼接而成，而连续视频应该在每
秒 !%帧画面，这相当于在一秒钟之内把
拼接成像过程重复至少 !%次。显然，这种
情况下，相机系统的计算量大到人们难以
想象的程度。

目前，曾晓洋团队研发的三)五亿像
素的云相机系统实现了“共心复合尺度光
学成像”和“硬件亿级像素实时视频图像

拼接”，十亿级及以上像素的云相机系统
关键技术也处于攻关状态。“平时在 .//

上追剧，视频分辨率一般是 $&0&/，超级
会员能看到 +1高清，再高分辨率也看不
了了，网络带宽跟不上。而我们云相机的
像素分辨率是五亿，这可是 +1的百倍。”
“世界首款海量数据视频图像硬件拼

接专用芯片”“人工智能处理硬件加速引
擎专用芯片”，这两款自主创新的芯片正
是曾晓洋团队让五亿级像素云相机系统
能拍照、拍视频，能“有准头”的“独门武
器”。“功耗降下来、体积小下来，全靠芯片
技术，把上述两款芯片做出来是实现我们
整个系统技术突破的核心。”曾晓洋说，这
也是复旦大学承接该项目的主要原因，是
我们专用集成电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
室的使命所在。

"神奇盒子#实现量产
曾晓洋介绍，这款相机系统在国防、

安防和民用等领域都具有广泛的应用前

景。传统安防监控系统很难对街道、机场、
地铁等视域宽阔的公共场所中的车流、人
流等进行整体性的评估和预判。假如在上
海中心合适位置布置我们的五亿级像素
云相机系统，可以实时掌握整个外滩的大
人流分布情况，从而极大助力在特殊时期
警力更有针对性的安排，更有效地防范意
外事件的发生。

国产自主创新的五亿级像素云相机
系统是复旦大学和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
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协同创新的最新
科研成果，也是两个单位、两个国家重点
实验室团队紧密合作的结果。亿级像素的
云相机系统研发成功，获取了超过三亿像
素的超高清视频图像。这款相机外形类似
日常使用的投影仪，“盒子”样的“躯干”上
探出了一个“镜头”的“脑袋”。目前，三)五
亿级像素云相机已投入工业量产，它们作
为五亿级像素相机的“探路者”和“试验
田”，率先在各个相关领域发挥作用。

首席记者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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