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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机器人装上明亮的眼睛、聪明的大脑，

让它们看懂世界、学习技能……这是科幻小

说里的情节，也是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

与工程系教授卢策吾孜孜以求的梦想。

十几年前，当人工智能还很小众时，卢策

吾“弃热逐冷”，投身其中；在人工智能成为热

门领域的今天，他并未逐热盲从，坚守前沿基

础研究，带领团队研发出人体行为引擎、高性

能机器人抓取、机器人通用学习系统等一系列

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的开源人工智能框架和数

据集。

40岁的卢策吾获得过不少荣誉，“创新之

路道阻且长，但我相信突破指日可待。”他说。

锚定科研生涯的长赛道

卢策吾的科学理想萌芽于初中。当时，

他喜欢思考推导数学公式，而且发现自己推

出来的公式和老师讲的相差无几。满足感充

盈着少年的心，他沉醉在数理世界里。

强烈的好奇心驱动卢策吾刨根问底。在

重庆邮电大学学习时，第一次听到老师提及

“ 移 动 基 站 通 常 采 用 蜂 窝 式 的 最 佳 组 网 布

局”之后，卢策吾就自己琢磨蜂窝式为什么是

最优解，并一步步推导，严谨而完整地证明了

出来。“科研就是找寻一套科学的语言来认知

和刻画世界。”这与他多年后从事的人工智能

研究有相通的底层逻辑——赋予机器人科学

思维，让它们认知和建构世界。

2006 年进入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

深造后，卢策吾在处理复杂多变的信号时遇

到了传统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他思索智能

化算法，开始自学人工智能。“那时人工智能

不像现在这么热门，大家觉得人工智能技术

不大成熟。”但卢策吾不考虑专业“冷热”，他

思考的是自己未来要做什么，觉得人工智能

符合他对科研价值的判断——基础前沿的科

学、成果能够改变人类，因此将之定为自己科

研生涯的长赛道。

探索独特的学术地图

人脑所获得的外界信息中，70%以上来自

视觉。机器亦是如此，要想让机器变得“聪

明”，首先要让它看清楚、看明白。硕士毕业

后，卢策吾师从计算机视觉领军学者贾佳亚

教授，攻读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博士学位。在

这位把学术论文当“艺术品”看待的严师指导

下，卢策吾和师兄徐立共同完成了对图像平

滑技术的创新，论文提供的代码加上注释只

有几十行，简单实用、通俗易懂，成为一篇高

被引佳作。

2015 年，卢策吾成为博士后。他参与发

起了“视觉关系检测”的课题，研究图像中物

体之间的联系。这项研究就像为计算机视觉

知识建构打地基，技术挑战层出不穷。在一

次次课题组讨论、碰撞中，他奇思妙想不断，

总能提出不同的研究思路。“每个科研人员手

里都有一张学术地图，如果只是复制粘贴，就

无法进步。”探索绘制属于自己的学术地图，

被卢策吾称为“科研自觉”。他志存高远，想

将机器人培养成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

多面手。2016 年，卢策吾应邀到上海交通大

学执教，带着自己的学术地图组建研究团队，

开启深入研究。

卢策吾坦言，刚开始他有些过度乐观，以

为只要眼和脑搞定了，安装上机械臂，无非就

是解决转动角度的问题。但他深入研究后才

发现，软硬件协同远比他想象的复杂，在电脑

上学习和在机器上学习是两码事，实验室刚开

始训练出来的机械臂“呆若木鸡”，“看到”物体

后在原地转圈。卢策吾沉心反思，优化算法，

制定更加扎实可行的技术路线。经过近 7年的

打磨，2022年底，他的团队实现了机器人自主

学习后，智能机械臂一小时能精准抓取近 1000
个物体，小到 5毫米的碎渣残片、大到 9厘米的

圆球方盒，还能在水里抓到游动的鱼，实现了

对未知动态物体的抓取。

根据学生的特性因材施教

现在，卢策吾时常“出没”于上海交通大

学的校内论坛和各大社交平台，因为网络上

活跃着大量的年轻人，他希望从中找到有科

研潜力的学生。

方 浩 树 就 是 卢 策 吾 发 掘 的 青 年 才 俊 。

2016 年，上海交通大学大三学生方浩树在寻

找硕士阶段的研究方向，偶然间在论坛上看

到卢策吾发布的课题组招生令。仅凭一封邮

件 往 来 和 一 次 简 短 面 谈 ，双 方 便“ 一 拍 即

合”。在方浩树眼中，卢策吾更像一位“全能

型”师兄，做得了学术、打得了网游，还能聊哲

学、话人生。“他的风趣幽默无处不在。”方浩

树说。

卢策吾的课题组，自由探索、大胆创新

的氛围是鲜明特色，这也让原本枯燥的科研

变得更有趣。有一次，一位在国外生物实验

室的师妹联系方浩树，称他们在研究动物行

为和脑神经的联系，但全靠科研人员用眼睛

观察，费时费力，对此十分发愁。此时，卢策

吾团队研发的人体姿态估计系统开源后，已

得到国内外 20 多家技术公司的青睐。如果

开发一个类似于人体姿态估计的动物行为

数 据 集 系 统 ，自 动 监 测 分 析 实 验 对 象 的 行

为 ，不 就 能 实 现 人 工 智 能 自 动 实 验 的 功 能

吗？方浩树把想法告诉卢策吾后，立即得到

了支持。

经过对 1000 多个视频、图片的解析后，

他们开发出基于视觉的机器学习模型，形成

了基于机器视觉学习发现未知行为功能神经

回路的新研究范式，该项成果 2022 年发表在

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

“根据学生的特性因材施教。”这是卢策

吾培养人工智能人才的理念。国内的人工

智能本科人才培养刚刚起步，教材课程、授

课模式都在摸索中。卢策吾在自己主讲的课

程上布置创新性作业，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

位围绕人工智能领域中的某个问题开展研

究，鼓励学生在国际会议上发表研究成果。

在他看来，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思考、带着目

标去创新，得到的锻炼是普通报告作业无法

比拟的。

“能者达人所不达，智者达人所未见。”卢

策吾经常用这句话鼓励学生做学术价值更高

的研究。“如果你觉得一个创意，你不做也会

有 很 多 人 做 ，那 么 要 重 新 评 估 一 下 是 否 要

做。做原始创新和未知探索，即使失败了，也

能获得超过原先维度的认知，是一件令人兴

奋的事”。

图为卢策吾在学校作报告。

上海交通大学供图

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卢策吾——

让机器人更“聪明”
本报记者 黄晓慧

投身人工智能领域，上
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
程系教授卢策吾钻研了多
年。坚守前沿基础研究，他
带领团队取得一系列处于国
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他
认为，做原始创新和未知探
索，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尽管创新之路道阻且长，但
他始终相信突破指日可待。

核心阅读

■科技自立自强
青年科学家

R

本报北京 1月 21日电 （记者刘阳）21 日，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2024 年春节联欢晚会》完成第二次彩排，辽宁沈阳、湖

南长沙、陕西西安、新疆喀什四地分会场与北京主会场节目首

次合排亮相。

在沈阳分会场，东北曲艺与当代风尚的创意碰撞，让观众

在冰天雪地感受火一般的热情；在长沙分会场，青春之歌赞颂

“不夜星城”朝气蓬勃、敢为人先的昂扬风貌；西安分会场的国

潮表演将陕派说唱、创意水袖、鼓乐交响等艺术形式融合；位

于喀什古城内的喀什分会场，各族群众带来器乐展示、情景演

绎等表演，奏响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绚丽乐章。分会场各具特

色的舞台设计和节目创排展现出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浓郁的新

春氛围，让五洲四海的人们共赴美好之约。

本次春晚彩排还邀请到几名特别观众。他们中有的在繁

忙劳作中追求文学梦想，有的传播学农爱农正能量，有的用镜

头传递温暖和善意……春晚剧组持续寻找在平凡生活中勇敢

追梦、乐观善良的普通人，将他们的故事作为节目创作的灵感

来源，用质朴纯真的情感连接你我。

《2024 年春节联欢晚会》将继续优化各类节目的呈现效

果，以充满生活气息和真挚情感的精彩节目陪伴全球华人同

庆欢乐年。

2024年春晚完成第二次彩排

本报合肥 1月 21日电 （记者李俊杰）近日，安徽省科技

厅出台《安徽省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方案》，从评价导向、评

价主体、评价方式、评价结果应用等方面提出了 13 项试点任

务，明确分类建立健全涵盖创新价值、能力和贡献等要素，科

学合理、各有侧重的科技人才评价标准。

对承担国家、省重大攻关任务的人才，重点评价国家和省

重大科研任务完成情况。实行重大科研项目“里程碑”节点考

核。对基础研究类人才，重点评价高质量论文代表作或国内、

国际公认的重大成果，鼓励更多成果在具有影响力的国内期

刊发表，不把论文数量、影响因子高低等相关指标作为量化考

核评价指标。对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类人才，重点评价技术

标准、技术解决方案、高质量专利、成果转化产业化、新产品开

发应用、产学研深度融合成效等代表性成果。

安徽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

本报太原 1月 21日电 （记者郑洋洋）日前，山西省太原

市晋阳古城考古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据了解，晋阳古城

考古博物馆是太原市第 101 座博物馆。

晋阳古城考古博物馆是晋阳古城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

晋阳古城考古博物馆参照国家一级博物馆标准建设，是一处

集文物考古、收藏、展陈、保护、研究、教育、旅游观光功能为一

体的城址类考古专题博物馆。晋阳古城考古博物馆主体分三

大区域，采用场景复原、多媒体现代设备等辅陈手段，不仅展

示文物及历史，还对考古发掘现场进行复原重现。

山西晋阳古城考古博物馆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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