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大观4 2020年5月22日 星期五 责编：许璐瑶

名词解释

“新小微”是如何诞生的

“新小微”的原型是新华社记者
赵琬微，采用最新人工智能技术“克
隆”而成。从外型上看，“新小微”高
度还原真人发肤，在立体感、灵活
度、可塑性、交互能力和应用空间等
方面，较前一代AI合成主播（2D形
象）有了大幅跃升。在特写镜头下，
甚至连头发丝和皮肤上的毛孔都清
晰可见。

“‘新小微’的研发，经历了极其
复杂的过程。”据项目负责人介绍，
研发人员进行了海量数据采集工
作。赵琬微戴着数据采集头盔，几
百个摄像头对其身体部位360度全
方位“打点”扫描，采集每一处细节，
并对其多种形态的表情和动作进行
细致入微的捕捉记录。

“就像拼乐高一样，我们对‘新
小微’的各个部位和表情进行了模
块化处理，然后重新组装。”项目负
责人解释说，通过算法实时驱动、渲
染构建出来的3D数字人物模型，表
情唇动、肢体动作和语言表达实现
了高度契合。

据介绍，目前绝大部分“能动”
的3D数字人，主要是靠真人驱动。
而“新小微”采用的是人工智能驱
动，输入文本后，AI 算法便可实时
驱动“新小微”，生成的语音、表情、
唇动更接近于真人。

实现了哪些升级进化

和前一代 AI 合成主播相比，
“新小微”实现了从单一景深机位到
多机位多景深、微笑播报到多样化
精微表情播报等进步，播报形态可
通过不同角度全方位呈现，立体感
和层次感明显增强。

“前一代AI合成主播只能在坐
姿或站姿下做一些简单的手势。‘新
小微’不仅能走动和转身，还能摆出
各种复杂动作和姿态，灵活性大大
提升了。”项目负责人介绍。

此外，“新小微”以其“微模块
化”的特性，实现了灵活“变妆”。她
的发型、服饰均能根据不同新闻和
场景变换。

“可以说，3D版AI合成主播在
多方面都更加智能化了，在人工智
能的实时驱动下，可实现功能持续
自我更迭。”项目负责人说。

将开启怎样的未来想象

作为新闻界首位由人工智能驱
动、3D 技术呈现的 AI 合成主播，

“新小微”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可量
化生产新闻播报视频。

只需要在机器上输入相应文本
内容，“新小微”就能播报新闻，并根
据语义生成相对应的面部表情和肢
体语言。“随着后期自我更迭和进
化，‘她’的工作空间会更大。”项目
负责人说，随着3D虚拟场景不断拓
展，“新小微”将走出演播室，在不同
场景中更好地满足新闻呈现的多样
化需求。

2018年11月7日，新华社联合
搜狗公司发布全球首位 AI 合成主
播，“克隆”出与真人主播拥有同样
播报能力的“分身”。此后又不断迭
代升级和扩容，业界评论这是人工
智能技术在新闻领域的开拓性应
用。

作为新华社 AI 合成主播家族
的最新成员，3D 版 AI 合成主播在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将通过新华社客
户端为广大网友带来全新的新闻资
讯体验，也将进一步助力新华社智
能化编辑部建设，推动媒体融合向
纵深发展，为新闻生产的“未来场
景”开辟新空间。 据新华社

全球首位！3D版AI合成主播亮相

2019 年 3 月 3 日，全球首位 AI 合
成女主播“新小萌”正式上岗。此次
AI合成主播的升级版和新品发布，再
次引发全球媒体圈的关注。

英国Daily Mail报道称，网民对新的
主持人表示欢迎。印度媒体DaytodayGK
称，除了嘴唇动作稍显僵硬外，她几乎
可以以假乱真。

美国Futurism报道称，“新小萌”从
来没有上过新闻专业课，因为她并不
是一个真正的人。但是新华社称，每
一位AI合成主播都可以“每天24小时
在其官方网站和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
工作，从而减少新闻生产成本、提高生
产效率”。

约 旦 媒 体 AI Bawaba 称 ， 近 年
来，中国已成为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
发展中心之一。 晚综

她能随时变换发型，她能
随时更改服装，她能穿梭于演
播室的不同虚拟场景中……然
而，她却不是真人，她是全球
首位人工智能驱动的3D版AI
合成主播。

“大家好，我叫新小微，是
由新华社联合搜狗公司推出的
全球首位 3D版 AI 合成主播，
我将为大家带来全新的新闻资
讯体验。”

一段“未来感”十足的视
频播报画面让人眼前一亮，全
球首位3D版AI合成主播在全
国两会开幕前夕正式亮相，这
是继全球首位AI合成主播、站
立式AI合成主播、AI合成女主
播、俄语AI合成主播之后，新
华社智能化编辑部联合搜狗公
司最新研发的智能化产品。

AI合成主播是通过提取真人主播
新闻播报视频中的声音、唇形、表情
动作等特征，运用语音、唇形、表情
合成以及深度学习等技术联合建模训
练而成。该项技术能够将所输入的中
英文文本自动生成相应内容的视频，
并确保视频中音频和表情、唇动保持
自然一致，展现与真人主播无异的信
息传达效果。

2018年11月7日，在第五届世界
互联网大会上，全球首个合成新闻主
播——“AI合成主播”正式发布。这
不仅在全球AI合成领域实现了技术创
新和突破，更是在新闻领域开创了实
时音视频与AI真人形象合成的先河。

AI合成主播

全球首个AI合成主播

全球首个AI合成女主播

赵琬微正在进行数据采集赵琬微正在进行数据采集。。

““新小微新小微””在站姿状态下播报在站姿状态下播报
新闻新闻。。

““新小微新小微””播报新闻播报新闻，，面部表情生动自然面部表情生动自然。。

中国科学家揭秘
4.4亿年前地球生命大灭绝

蝎子是最早从海洋走向陆地的动物之一，但
它们是如何以及何时适应陆地生活的，仍然不甚
明了。

在一项发表于《科学报告》的最新研究中，美
国科学家研究了两枚距今 4.37 亿年的史前蝎子
化石。这些蝎子身长2.5厘米，研究者发现，它们
既有早期海洋生物的一些原始特征，也表现出现
代蝎子所具有的特征，如尾刺。此外，其呼吸系
统和循环系统表明，它们已经适应了陆地生活。

这项研究证明，这种最古老的蝎子已经可以
在陆地生存较长时间。 据《北京青年报》

史上最早的陆地生物
可能是蝎子

4.4亿年前地球曾发生生命大灭绝事件，导致
约85%的动物物种消失，国际学界为灭绝原因争
论了30多年。近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沈延安课
题组运用新方法研究认为，火山大喷发导致气候
剧变是这次大灭绝的真正原因。国际权威学术
期刊《自然·通讯》日前发表了该成果。

自5亿多年前寒武纪生命大爆发至今，地球
上已发生5次生命大灭绝，其中第一次发生在4.4
亿年前的奥陶纪末期。当时所有动物都生活在
海洋中，但大灭绝事件使约85%的物种消失。传
统研究认为，当时地球进入了冰川期，以及之后
冰川期结束气温上升带来的海洋缺氧，这“两幕”
气候剧变导致大灭绝。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
明，奥陶纪末期的“两幕”式生命灭绝，与冰川的
形成和消融时间不完全一致。

近期，沈延安课题组开辟新思路，他们在华
南地区找到与大灭绝同时代的黄铁矿，对其中的
硫同位素进行高精度分析，提出是火山大喷发触
发并驱动了生命大灭绝事件的新机制。他们研究
发现，奥陶纪末期发生的火山大喷发，将大量的二
氧化硫、硫化氢等输送到20公里高空，抵达大气平
流层并在那里形成以硫酸盐为主的“气溶胶层”。

“简单来说，气溶胶层会‘截留’太阳热量，使
地球变冷。但一段时间后，气溶胶层中的硫酸盐
会‘掉落’到地面，火山释放的温室气体占据上
风，又会使地球急剧变暖。”沈延安说，正是这“一
冷一热”的反复交替导致了生命大灭绝。而“一
冷一热”所产生的不同化学反应物，会随酸雨等
沉降到地表并保存在岩石中，成为数亿年后人们
追溯破解谜题的“钥匙”。

卫星观察表明，近50年来地球大气平流层的
硫酸盐浓度不断升高。有人认为是人类活动排
放所致，也有人认为是现代火山喷发造成。沈延
安认为，高精度的硫同位素分析法，能为寻求原
因和对策提供手段。 据新华社

奥陶纪生物世界想象图奥陶纪生物世界想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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