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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人工智能，让聋哑人同健听人顺畅
交流；戴上机械手臂 ， 让 缺 少 手 臂 的 人

“随心而动”；坐上智能轮椅，上下楼梯
来回自如……一项项助残“黑科技”不断
面世，提高了残疾人群体的幸福感与获
得感。

数 据 显 示 ， 残 疾 人 约 占 全 球 人 口
15%，中国残疾人总数在 8500 万以上。如
今，越来越多的残疾人不再甘于做“边缘
人”，而是自立自强，积极融入社会、实现
自我价值。辅助器具是帮助残疾人自立生
活的主要方法之一，能够推动残疾人融入
社会，提高残疾人对自我价值的认同感。
据统计，近八成的残疾人可以通过辅助
器具改善生活质量。残疾人群体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为中国辅具产业的发展提供了
大市场。

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垄断了助听

器、功能性轮椅、假肢、康复机器人等产
品原创专利的国外企业，占据国内残疾人
辅具高端市场的大部分。例如，重度脊髓
损伤残疾人手动定制轮椅的售价一般在3万
元左右，全是国外产品。国外企业还能不
断运用新科技推出新产品、新设备。相比
之下，中国部分助残辅具企业技术力量有
限，可利用资金不多，人力资源不足。部
分国产产品存在同质化严重、品种少、档
次低等问题。

帮助残疾人融入社会，首先应将目光
放在改进传统辅具上。辅具需要和用户适

配，然而进口辅具大多基于国外用户的体
型特点，有时中国人用起来并不“趁手”。看
似造型简单的轮椅、拐杖，背后涉及人体
工程学、运动力学等前沿学科。相关企业
应在这些最常见的设备上潜心研发，并基
于中国用户体型不断调试，真正让残疾人
和辅具“人具合一”。

运用新科技，对助残产品形态进行创
新，有助于中国企业实现“弯道超车”。以
人工智能为例，除了帮助听障人士实现无
障碍交流之外，相关企业还生产出运用该
技术的辅助眼镜，这种眼镜能对纸币、红

绿灯、斑马线等进行图像识别，通过转化
成 语 音 提 醒 用 户 ， 为 视 障 人 士 带 来 帮
助。中国企业不妨积极发挥想象力与创
造力，探索将人工智能等技术与助残产
品融合的新路径，让科技更好地造福残
疾人。

从长远看，让残疾人更好融入社会，
应在无障碍环境建设上发力。北京冬残奥
会举办期间，冬残奥村为打造无障碍环境
提供了示范。例如，在冬残奥村，运动员
只需在手机 APP 上一点，便可实时查看离
自己最近的无障碍卫生间，还能提供无障

碍路线导航。运动员还可以随时查看整个
冬残奥村的坡道、盲道等无障碍设施信
息。打造无障碍环境，不同领域的中国企
业应通力协作，实实在在为残障人士带来
便利。

科技进步为帮助残障人士更好融入社
会提供便利，也为相关企业发展带来新机
遇。期待企业洞悉需求、潜心研发、锐意
进取，生产出更多更合适的助残用品，让
科技带给残疾人更多温暖。

用科技造福残障人士
赵 昊

帮助听障人士获取信息、表达想法——

“我们沟通更顺畅了”
帮助听障人士获取信息、表达想法——

“我们沟通更顺畅了”
每年9月的第4个星期日是国际聋人日。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听力障碍残疾人数约2780万。庞大的聋人群体不甘愿“沉默”，他们渴望能和其
他人顺利沟通。为帮助聋人群体更好融入社会，企业、高校齐发力，研发相关设备和
系统，让聋人群体能够“听见”与“被听见”。国际聋人日来临之际，本报记者分别走访
了一些企业和高校，为您讲述相关品牌研发背后的暖心故事。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听障学生在上课中用手语回答问题。
丁根厚摄 （人民视觉）

腾讯智能创作中心的游戏AI主播研发团队正在讨论相关问题。
腾讯供图

在湖南省长沙市马栏山政务中心，听障人士使用双向无障碍沟通
平台。 长沙千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供图

在湖南省长沙市马栏山政务中心，听障人士使用双向无障碍沟通
平台。 长沙千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供图

天津理工大学鲸言创益无障碍智能科技研发团队正在讨论项目
进展情况。 天津理工大学供图

让更多听障人士被“听”见
本报记者 李家鼎

电视画面中，主持人侃侃而谈，一旁的“AI 手语主播”同步出
镜，将包含大量冬季体育运动专业词汇的语言一一翻译……这一
幕，发生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在央视新闻冬奥直播特别节目中，“AI
手语主播”的出现让人眼前一亮，受到不少听障人士的欢迎。

“能将科研成果带到举世瞩目的冬奥会上，服务于电视机前的
听障观众，我们感到十分自豪。”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副院长袁
甜甜告诉记者，“AI手语主播”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庞大的手语视频
资料库，过去 5 年，她带领学校鲸言创益无障碍智能科技研发团
队克服重重困难，构建起 30 余万条的视频语料库。如今，他们打
造的“复杂场景下中国手语实时翻译系统”已受到科创领域的不少
关注，在未来各种应用场景下，更多听障人士被“听”见，正在走
向可能。

“为什么一定要把手语翻译成文字或语言呢？现在语音识别软件
这么多，听障人不会说，打字给健听人看不就行了吗？”项目启动之
初，不少人曾对这项研究的必要性提出怀疑。“这些语音识别软件，
逻辑出发点永远绕不开健听人，对听障人来说，他们更渴望的是自
己的‘语言’可以被社会听见、听懂。”袁甜甜说。

不久前，天津市急救中心工作人员闻讯找到袁甜甜：“你们的项
目能否考虑在急救领域落地，我们太需要了！”在急救工作中，遇到
听障人士是常有的事，生死垂危之际，很少有患者还有意识在手机
上打字，而要求医生和急救人员会手语更不现实。

“要想让这套系统应用于更多场景，就需要让语料库变得更加丰
富。”团队成员、聋人工学院网络工程专业2018级学生王建源的主要
工作就是搭建语料库，“招募会手语的志愿者来录视频，反反复复地
录。”王建源介绍。两年时间里，王建源和伙伴们几乎每天都会出现
在学院三楼实验室，有时忙到很晚，干脆席地而睡。他们已经收集
到30余万条语料，“经过测算对比，距离中国汉语水平考试的 4级水
平仅差 100 多个词了。”王建源“说”完，一旁的显示屏上准确显示
出上述文字。

手语是一门视觉语言，有它特定的语法、语序。手势、表情、
肢体动作自由排列组合，表达的是不同的意思。“比如说‘阳光总在风
雨后’这句话，手语的语序是‘风/雨/结束/阳光’，让健听人看得
懂，就要用到计算机算法。”计算机学院研一学生孙悦说，在算法模
型搭建中，他们渐渐总结出规律，能够将一段手语中的手势、表
情、肢体动作全部识别到位，“通俗地讲，就是我们给计算机编了一
套‘教材’。”在孙悦看来，这套“教材”正是他们找寻的听障人沟通外
界的那座“桥”。

“这套系统已经涵盖教育、法律、餐饮、交通等应用场景，在光
线充足的环境下，识别率可达95%。”袁甜甜说，系统还在飞速升级，

“我们目标是100万条语料，基本覆盖社会生活的常用场景。”
“沟通永远是双向的，我身边的这些孩子们不是残障，他们只是

‘不一样’。我们要做的就是，用科技的力量让他们被‘听到’、被‘听
懂’。”袁甜甜说。

办事过程比想象的还方便
本报记者 申智林

走进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政务中心，来自吉林省的姑娘李丽打算咨
询一下残疾证异地换新的相关流程。由于存在听力方面的障碍，她做
好了因沟通不畅而办不成事的准备，却没想到，整个办事过程远比想
象中要方便。

大厅里，工作人员见李丽只能用手语交流，便将她引导至载有
“楼层业务导引”功能的屏幕前进行办事分导。

令李丽惊喜的是，点开一级菜单，屏幕左上角立刻弹出一个小
窗口，里边赫然出现一个虚拟人物“千语”。每当李丽往下划动，虚拟
人物都会迅速而准确地打起手语，充当导引内容的翻译。很快，李
丽就找到了对应的办事专窗。

没有一个懂手语的工作人员，也没有配专职手语翻译，开福区政务
大厅的工作人员驾轻就熟地打开“千博手语双向无障碍沟通平台”，先是借
助预置业务内容的手语翻译，同李丽沟通交流；深入沟通中遇到困难，
又联系平台后方的实时翻译，对李丽做好释疑解惑。不到半个小时，相
关业务就全部办理完毕。“有了这套系统，我们沟通更顺畅了。”李丽表示。

“这套服务系统目标是打通语音文字到手语手势、手语手势到语
音文字的双向映射，实现听障人无障碍获取汉语及文本信息，听障人与健
听人之间无障碍沟通。”长沙千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郭松睿介绍。

2018年，湖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长沙千博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主要创始人高春鸣带着郭松睿在内的研究团队，在一次同北京联合
大学的教师开展技术交流时，得知听障人士有对智能手语实时转译等功能
的迫切需求。

“这正是我们擅长的内容。”郭松睿说，彼时，团队在计算动画领
域已经积累了十余年技术经验，“说起来，智能手语可以视为计算动
画的一个具体分支，其中涉及的文本处理、语义分析等程序，需要用
到的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是完全相通的。”

要做到从文本语音到手语的精准翻译并不简单。“首先得理顺汉语同
手语在词汇及语法方面的对应关系。”郭松睿说，以词汇为例，2019年，
最新版的《国家通用手语词典》收入了8214个手语词汇，“但在日常生
活中，要满足沟通需要，至少还需要增加三四千个词语的手语表达范
式。”为此，研发团队开展了广泛的基础语料搜集工作，并从中提炼出
一些比较通用的手语词汇，补充到数据库中。

而语法方面，情况更加复杂。“一开始，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
手语和汉语普通话在语法规则上一致。”郭松睿说，可实际上，不管是语
序还是语义逻辑的表达，各地都千差万别。比如简单的一句“我不喜欢
吃苹果”，因为语序和语义表达上的差异，可能有很多种表达形式。“在海
量语料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大数据计算，我们逐步归纳手语语法特征。”郭
松睿说。

在研发团队不懈努力下，如今，对于新闻播报等较为规范的文本、
课堂教学等有章可循的语音报送以及类似政务服务等程序性较强的沟通场
合，千博信息推出的“千语”虚拟人物，已经能够做到实时精准的手语翻译。

“下一步，我们重点在于提高从手语到文本语音的智能识别和实
时转录，减少对人工的依赖。”郭松睿说。

终于能“听”解说了
本报记者 康 朴

“这个操作失误了”“放了一个大招”……在一场王者荣耀游戏比
赛直播间，主播语调激昂地解说着紧张刺激的对战场面，视频画面
右侧，一个AI主播双手不停变换动作——这是腾讯研发的手语AI主
播，形象取自游戏中的角色“云缨”。她的解说，让生活在无声世界里
的游戏爱好者很开心。

其实，人工智能手语主播在今年北京冬奥会上也有过亮相，腾
讯3D手语数智人主播“聆语”就用手语传递了中国冬奥健儿争金夺银
的激情与喜悦，温暖了无数人。

“在很多体育赛事中，专业、准确的赛事解说是观赛体验中的关
键所在，但对听障人士来说，如果没有实时手语解说，就很难充分
感受到比赛现场的激情。”腾讯智能创作中心相关研究人员说。目前
许多新闻资讯、文娱节目中都缺少手语翻译，手语主持人、手语主
播是稀缺资源，如何更好地让听障人士获取更多信息？

腾讯把目光投向人工智能：造一个AI主播，跟着解说同步比手
语。可问题是，程序员对手语一窍不通。

“我们请来专业手语老师上课，啃下《国家通用手语词典》，逐渐
形成对手语的基本认知。”腾讯智能创作中心研发团队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他们还跑了很多趟聋哑人学校，与师生交流，听取他们意见。

研发游戏AI主播的想法就是在这样的交流中萌生的。“在听障群
体中有很多人喜欢游戏、喜欢电子竞技，经常收看电竞直播节目，但
即便主播声嘶力竭，他们依然无法感受到解说的魅力。”研发团队相关
负责人说。

研发团队不仅仅要学习手语，更大的挑战在于把手语的手势、
表情、唇动、姿态、眼神等图像信息转化为计算机可懂的编程语言。

不了解手语的人，也许会认为手语仅仅需要手部动作。其实手
语是一门视觉语言，表情、体态等也是其表达的关键。比如“明白
吗？”这个问句，就需要身体朝向、表情、眼神、口型联动，才能有
效传递出疑问的语气。

为了实现更加准确、自然的手语表达效果，腾讯智能创作中心
建立了汉语-手语翻译系统，可以通过机器翻译生成手语表征信息，
基于多模态端到端生成模型进行联合建模及预测，生成高准确率的
动作、表情、唇动等序列。

在体育赛事中，一到紧张激烈的时刻，解说员语速都会加快，
这时，打手语就有可能跟不上了。“把解说语音识别为文本，用算法
进行取舍，抽取关键信息，保留主体意思，再通过语料库转换为手
语文本，最后渲染成手语视频。”腾讯智能创作中心研发团队相关负
责人说，系统还会根据解说员语速来判断是否需要压缩和压缩多少
语义，以达到更好的呈现效果。

“目前我们在和一些省级电视台合作，让手语数字人亮相更多
电视大屏，先为省级新闻联播等节目做好相关服务和支持，再
逐步拓展场景。”腾讯智能创作中心研发团队相关负责人说，“随
着技术不断进步和场景不断完善，听障人士会越来越便捷地获取
更多信息，我们的工作很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