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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千行百业

工程师手持一个酷似魔方的不规则多边体，一会儿蹲
下，一会儿起来，对着汽车左一下、右一下地挥舞……

刚走进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眼前的一幕引起
了记者浓厚的兴趣。乍一看，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视线一
转，眼前的汽车竟“钻”进了电子屏幕里——原来，机器
发出的 50 条蓝色激光线，正以每秒最高 368 万次的速度
扫描汽车，约8分钟后，一个完整的车辆数字三维模型跃
然浮现。转动鼠标滚轮，汽车细节在屏幕上不断放大，
直至轮廓、起伏、弧度全部消失不见，只剩最原始的
点、线，以及三角网格。

“这就是高精度工业 3D 扫描仪！它保留了物体结
构、几何细节、尺寸关系等信息，和现实物体高度一
致，可以广泛运用于工业测量的各个环节。”先临三维董
事长李涛介绍。

先临三维位于杭州市萧山区，是一家聚焦高精度3D
视觉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杭州，像这样深
耕视觉智能领域的企业还有很多：不仅有海康威视、大
华股份、新华三等叫得响的行业龙头，也有先临三维、
当虹科技、虹软科技等一批专注视觉智能产业某一领域
的企业。据统计，2023年，杭州视觉智能规上企业达846
家，全市视觉智能产业总营收达到7763亿元。

视觉智能产业，为何能在杭州落地生根、枝繁叶
茂？这得从20多年前说起。

21 世纪初，国内视频行业经历了一场大洗牌，数字
信号技术风头日盛。彼时，初创不久的海康威视和大华
股份嗅到商机，接连向市场推出一系列采用数字技术的
视频监控产品。到 2021 年，杭州生产的视频监控产品
DVR、NVR、摄像机市场占有率超过50%。

“虽然视频监控产品是杭州的传统优势，但从产业端
角度看，单纯的监控安防需求已趋于饱和，加上国际市
场不明朗、海外拓展受限等因素，只靠视频安防单一路
径，恐怕走不远。”浙江省北大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院长
蒋云告诉记者。

要想谋求新的生机，杭州必须蹚出一条更深、更宽
的路。“既然人 70%的信息是靠视觉获取的，那么理论
上，信息产业中70%都可以和视觉技术关联，这是一片巨
大的蓝海。”蒋云说。

将目光探向千行百业——环保领域，大华股份的热
成像摄像机可以全天候监控秸秆焚烧易发区；教育领
域，宇视科技的多媒体一体化的智慧黑板能让课堂更多
彩；文保领域，海康威视对13.74公里的西安古城墙进行
厘米级三维建模保护；交通领域，当虹科技的压缩技术能
让远洋船舶在卫星窄带宽传输条件下清晰、流畅调阅
视频……2023年，杭州提出“数字安防—视觉智能—智
能物联”的产业跃迁之路，一大批企业融入千行百业，
以视觉智能为核心提供智慧物联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

如何将自家的视觉科技融入更多的应用场景之中？
各家企业有独门“心法”。

“请躺下，放轻松。”在先临三维展厅，工作人员带
记者体验了一把牙齿扫描。将设备放入口腔，左扫一
下，右探一下，一两分钟左右，记者的口腔模型便实时
在电脑上生成，整个过程口腔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记者不禁好奇：一个做工业测量的企业，是如何迈
进齿科大门的？

十多年前，齿科数字化在国内还是新鲜事，牙齿正
畸、种植不仅需要患者长时间张口咬硅橡胶印模，而且
在后期制取、邮寄过程中，所产生的误差也会影响佩戴
体验。就算医院有口腔内数字化取模设备，大多也是从
国外进口。

有需求就有商机。齿科数字化这片国内市场的空

白，正好给拥有高精度 3D 视觉技术的先临三维一个机
遇。2011 年，先临三维开始攻关口腔内三维扫描技术：
牙齿表面有一层透明膜，这是3D扫描的天然障碍，为了在
不喷粉情况下获取三维数据，团队大胆革新，放弃熟悉的
方案，采取全新策略；同时，团队自主研发算法和软件，智
能识别并摈除人体颊舌侧等杂余数据……现在，公司口腔
数字印模仪已能将最远端两颗牙齿的距离误差控制在 50
微米以内，单颗牙齿的误差控制在10微米以内。

“我们不断寻找市场机遇，根据客户的痛点针对性升
级技术，目前产品已广泛应用于汽车、航空、能源、电
子、医疗等领域。只有生长出更多、更广的应用场景，
视觉科技企业的生命力才能不断绽放。”李涛说。

掌握核心技术

视觉智能的应用潜能巨大。然而，如果只在下游应
用端打得火热，却不掌握核心技术、核心标准、核心芯
片等，企业的“命门”终是掐在他人手中。

中国视频产业就曾吃过“卡脖子”的亏。
2002年1月的一天，一艘来自中国的轮船抵达英国港

口，孰料刚刚靠岸，便遇到难题。原来，船上漂洋过海
的DVD机没有获得国际编码标准的专利授权，被欧洲市
场拒之门外。一时间，传票纷至沓来，要求中国厂商缴
纳高额的专利费用。火热的国内DVD市场犹如当头浇下
一桶冰水被迅速冰冻。

如何避免“卡脖子”？杭州的企业交上了各自的答卷。
“嘭，嘭，嘭……”画面屏幕中，一个工匠正在打铁，无

论是亮部迸溅的火花高光，还是暗部冷调的铁器，甚至是
布衣上的褶皱，全都清晰可辨……在杭州市当虹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展厅，一台 8K 超高清编解码设备吸引了记者的
目光。公司董事长孙彦龙介绍：“这台设备以全国产化为特
色，采用的是中国自主研制的AVS3编码标准。”

啥是编码？孙彦龙介绍，以8K视频为例，一帧内的
像素点比 1080p扩大 16倍，帧数也从每秒 24帧扩大为 50
帧；视频“体积”如此巨大，要想流畅传输，就要经过
压缩编码，先变细，再还原变粗。这就像是经过一道两
头宽、中间窄的哑铃型传送门，如此，视频才能变成大
小合适的数字信号，在数字世界自由驰骋。

对于企业来说，想要实现这种编解码，就必须遵守行
业“游戏规则”——采用一套业内通用的音视频编码标准。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并不在中国。

“过去，编码标准由国外机构和企业制定，我们要

用，就必须支付相当比例的专利费用。”已经与视频算法
打交道 20 多年的谢亚光，是当虹科技创新研究院院长。
2002 年起，他和团队就开始参与制定中国自主知识产权
的视频编码标准 （AVS）。

“这就好比蚂蚁搬家、蜜蜂筑巢，在外国标准已经占
据先机的情况下，成千上万个技术细节都需大量补充，
自主研制难度很大，得一点点磨。”谢亚光回忆说，这是
全国音视频领域学术界、产业界的一次合力突围。经过
数年艰难推进，2009 年，AVS 标准已经被认为是国际上
最重要的3个先进视频编码标准之一，并正式成为国际通
行标准。现在，作为全球首个面向8K、5G产业应用的视
频编码标准AVS3，已经领先于国际同类标准。

此外，杭州市政府积极引导当地视觉智能产业集群
攻关核心技术，预计到 2027年将突破视觉智能关键技术
100项，核心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基础软件等领域建立
多源可供体系，实现备份系统全覆盖。

“你看这两个画面，有什么区别？”在当虹科技展
厅，记者来到一个实时显示某学校动态画面的屏幕前，
只见一条细线将画面一分为二，肉眼却察觉不出什么差
别。疑惑之际，孙彦龙为记者揭晓了答案：“右边是经过超
级编码的视频，能为行业客户节省近90%的传输带宽及中
心端存储的成本。之所以你看不出区别，是因为人、车、衣
服、背包等关键信息没有丢失，只有天空、地面等不重要
的信息，被不着痕迹地弱化了。”据悉，这项技术目前已在
卫星视频通信和工业视频传输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编码是当虹科技的核心技术之一，这种神奇的“区
别对待”效果，端赖人工智能的“大脑”。“我们对画面
的压缩不是简单、粗暴、无差别的，而是基于人工智能
算法的感知编码，精准淡化不重要的信息，而且可以在
调阅的时候按需还原。”谢亚光介绍。

“对于视觉智能企业，不光要做大应用层，更要做深基础
层、做强技术层，这也是杭州打造‘中国视谷’的目标之一，要
掌握核心技术，将产业‘命门’牢牢攥在自己手里。”蒋云说。

打造高效集群

沿着杭州时代高架一路向南，穿过冠山隧道，“中国
视谷”四个大字逐渐醒目。这里是位于杭州萧山的湘湖
未来产业社区，也是“中国视谷”窗口园区所在地。

“中国视谷”起笔在湘湖。两年前，园区里还是一片低
矮的老旧厂房；如今，站在园区高处俯瞰，只见一座座高楼
拔地而起，时代高架为“一竖”，湘滨路、腾飞路、亚太路作

“三横”，构成了整个园区的“丰”字形空间格局。
“如果说千百年来，人们在湘湖看到的是‘一泓新水

绿罗铺’的自然风光；那么今天，视觉智能产业集群俨
然成为一道新的风景线，人们在这里更能看见未来‘视
界’。”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副主任、中国视谷·萧滨
一体化专班负责人章菲说。如今，杭州市萧山区、滨江区、
余杭区、钱塘区等联动共建，一个视觉智能产业生态圈逐
渐显现，成为杭州具有辨识度的产业新地标。

蒋云表示，集群化的发展策略能集聚更多资源：“原
材料供给、运输物流、配套建设、人才引进等都会因为集群
化得到提升，产业集群让资源配置更有效率。”

在“中国视谷”窗口园区，产业集群带来的效应已
初步体现。“以前，我们先临三维会在设计好产品电路
后，交给广东的一些贴片厂或者电路板生产企业来做，
现在我们发现，本地也有企业能做，质量还蛮好，节省
了物流和沟通成本。”说着，李涛指了指窗外，“这家企
业离得很近，就在隔壁。”

这家“隔壁”企业，正是近年落户园区的杭州云尖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为行业客户提供服务器和算力芯片设
计与制造服务。章菲介绍，到 2027年，杭州将进一步强链、
补链、稳链，培育视觉智能产业链主企业5家以上，招引视
觉智能重点项目100个以上，产业投资800亿元以上。

未来，怎样确保视觉智能产业的“蛋糕”越来越
大？杭州将目光投向了增量市场。

“一个短发的女生在街头唱歌，早期彩色电影效果……”
在后台输入指令，片刻后，一段视频便生成：熙熙攘攘的人
群中，一个穿着针织裙、盘着卷发的姑娘高歌于马路中央，
她双目微闭，表情沉醉，画面色调复古而怀旧。如此逼真的
一幕，完全由AI生成。

今年4月，当虹科技发布了自主研发的BlackEye多模
态视听大模型。“随着Sora的出现，业内对视频大模型都
很关注，虽然现在它还没有大规模商用，但技术研发必
须超前。”孙彦龙介绍，当虹科技很多前瞻性的技术都是
提前 3—5年进行布局，企业内七成都是研发人员，每年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30%以上。

“每一个崛起的行业新秀，并非只是靠在存量市场上
争份额，而是因为前瞻了市场的变化趋势，才在增量市场
弯道超车。”蒋云表示，回看过去几十年视觉产业发展，企
业的业务增长不是“争”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

立足存量、锚定增量，如今，杭州这个“数字之
城”正在乘“视”而上。据预测，到 2027年，杭州市视
觉智能产业总体规模达到1万亿元，开发视觉智能领域新
产品新应用达 1000 个，越来越多的未来“视界”图景，
将在钱塘江畔徐徐展开。

本版照片均由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委宣传部和受访
企业提供

全市视觉智能产业年营收超7700亿元，800多家规上企业云集，
浙江杭州高标准建设“中国视谷”——

钱 塘 江 畔 探“ 视 界 ”
本报记者 吴雪聪

据统计，人类70%的信息通过视觉获
得。一定程度来说，“视界”有多大，人类
对“世界”的认知就会有多大。

在浙江杭州，越来越多的“黑科技”
正不断拓展视觉边界。工业视觉、医学影
像、虚拟现实、数字安防、自动驾驶……

如今，钱塘江畔已形成覆盖多个细分领
域的视觉智能产业集群。建设“中国视
谷”、打造“视觉智能第一城”……

视觉智能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哪些
改变，对工业生产又意味着什么？记者
来到杭州实地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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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虹科技展厅。 ▼ 俯瞰“中国视谷”窗口园区。▲ 当虹科技展厅。 ▼ 俯瞰“中国视谷”窗口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