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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预报误差降低到1℃以内，人工智能助力更准确“看破天机”

气象AI 既能做预报又能写快讯

上
海
儿
童
医
学
中
心
开
发
小
儿
白
血
病
辅
助
诊
断
系
统

AI系统
挑战细胞识别
儿中心血液肿瘤科副主

任医师、儿中心医务部主任周

敏，两年前着手开发这套用于

辅助诊断小儿白血病的AI系

统。她介绍，白血病是最常见

的儿童恶性肿瘤之一，主要包

括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急

性髓系白血病，约占儿童恶性

肿瘤的30%。儿童白血病预

后的改善，有赖于早期及时、

准确的诊断。

对于小儿白血病来说，

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是所有

白血病诊断的第一道关卡。

孩子的骨髓穿刺做完后，要

看骨髓涂片里有没有肿瘤细

胞。这一步，以往都是人工

读片。

“细胞师需要在显微镜下

看骨髓涂片，识别出肿瘤细胞

和其他类型的有核细胞，以肿

瘤细胞的类型和肿瘤细胞占

有核细胞的比例，来判断是否

达到白血病的诊断标准，以及

具体是哪一种类型的白血

病。从过去的经验看，人工智

能计算机识别技术已经正式

应用于肺部影像学的阅片工

作，并且和人工阅片起到了相

互补充的作用。在细胞识别

方面，尚未形成投放市场的商

品化软件。我们不妨来挑战

一下，设计一套针对骨髓涂片

以及血液涂片的小儿白血病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周

敏介绍，“说得这么高大上，其

实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认出骨

髓细胞里的‘敌人’。”

数据库
收录2万个数据
这套系统的开发，一开始

想得简单，AI机器人看片子，

只要扫描一下，学起来很快。

可是，骨髓涂片必须要放大至

少100倍才能看到细胞，市面

上的扫描仪没有办法达到要

求。最后，经过反复尝试，他

们发现其实只要买一台照相

机装在显微镜上，通过拍照的形式，就能

看得比较清楚了。这样一来，不仅省钱，

效果也可以得到满足。

第一个问题迎刃而解后，第二个问

题又随之而来。如何教AI机器人这个

“学生”判断是不是白血病呢？周敏说，

机器最经典的学法，必须通过大量标注

细胞的积累，跟着细胞师一起来标注与

核对数量。但考虑临床实际诊疗中是采

用肿瘤细胞/有核细胞的比例作为诊断

标准，因此理论上模型只要能分割并识

别肿瘤细胞，就可以实现白

血病的诊断。团队让AI练出

“火眼金睛”，只需要找准“敌

人”，而不需要再对其他的细

胞进行分类，就可以直接导

出诊断。同时，“老师”在教

“学生”读片时，也避开了那

些教科书上的“完美图片”，

选择的大多是真实世界的真

实案例。

“当然，我们建立的这个

模型也没有放弃经典的机器

深度学习方法，两种学习方

法互相补充，AI仍在学习如

何对20类骨髓细胞进行细致

分类。”据介绍，目前该项目

建立儿童骨髓细胞数据库，

已收录超2万幅儿童骨髓细

胞图像。

临床医生
深度参与研发
AI拥有不知疲倦的“大

脑”、过目不忘的本领和海量

储存信息的能力，所以学习

很迅速。周敏说，在经过一

段时间的“培训”后，“学生”

的辨识能力在逐渐提高。

“目前我们的系统还只是单

中心使用，希望这套系统建

立统一化、标准化的疾病数

据库，推广到多中心，邀请医

联体单位、基层医院等共同

参与，提高医生的工作效

率，辅助基层医生做出更正

确的诊断。”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研

究的数据库，已被放置于上

海智慧儿科临床诊治技术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源数据

库。该开源平台结合实际

使用需求，一共有呼吸音、

心音、骨髓细胞和超声心动

图4个数据库。其中，2020

年人工智能大会上被评为

SAIL奖TOP30的云听智能听

诊器，其元器件100%国产

化。经测试，云听智能心音识

别准确率＞91%、智能呼吸音

识别准确率＞86%，性能优于

国内外其他同类产品，价格

仅为进口产品的1/3。

在周敏看来，医工交叉

是人工智能适配医学发展的必经之路。

让临床医生参与到人工智能系统的研

发，有助于更好地将医生的经验复制推

广，生产出更多贴

近临床需要，能更

好服务患者

需求的人工

智能产品。

本报记者

左妍

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展出的M40P海洋
调查无人船平台，可进行地磁观测、水下地形测绘、
海底浅地层探测等任务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海洋调查
无人船平台

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SAIL奖TOP30榜单日前出炉，上海儿童医
学中心智慧儿科临床诊治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推送的“儿童白血病细
胞学人工智能创新识别方法研发”项目入围。两年前，该院的“云听系列
智能听诊器”也入选2020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SAIL奖TOP30。
近年来，儿中心已陆续孵化多个AI场景和解决方案，有的AI系统已

“上岗”多年，成为医院里的资深“员工”。在儿科发展人工智能有何意
义？孩子看病用人工智能靠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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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一场突然发生在几百米范围内的冰雹天

气，一个正在步步逼近的台风可能会带来的狂

风暴雨……在上海，人工智能正在助力天气预

报，协助专家更精准地“看破”这些以往难以捉

摸的“天机”。

AI修订
降低气温预报误差

这几年，上海气象部门的AI一直在不断

“学习”以往积累的海量气象数据，并向不同分

辨率的卫星、地面雷达、地面高空观测及社会性

观测资料“讨教”。如今的AI，对于高温、冰雹、

暴雨等极端天气，已拥有了一定的特征识别和

预测能力。上海中心气象台技术开发科科长储

海说：“在海量数据处理和目标图像识别方面，

AI技术具有先天优势，它能‘协助’预报员修订

以往只能凭经验调整的数值预报结论，让预报

员更精准地识别灾害天气。”

今夏上海遭遇百年难遇的高温热浪袭击。

“今天多少℃？”成为天气预报中最热议的内

容。“自动监测提醒-实况订正、1小时分辨率降

水、温度预报等多个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能精准

识别气温的快速变化。”储海说，对于气温预报，

目前上海智能预报已能将预报网格分辨率精细

到1公里，并最快能实现每10分钟更新一次。

“在今年的极端酷热天气中，AI针对气温

预报的表现尤为突出，比如，针对未来24小时

左右的最高气温预报月平均误差从原来的2℃

降低到现在的1℃以内。”

据了解，在AI助力下，上海已经建立了

0-10天2.5公里分辨率的智能网格预报业务，

逐步形成了由实时观测资料分析、短临智能外

推预报、短期数值预报智能订正和中期多方

法智能集成技术所支撑的0-10天无缝隙精

细化分析预报产品“一张网”。

“捕捉”冰雹
有了三维外推算法

每到夏季，强降水、台风、冰雹都是申城最

常见的灾害性天气。强对流天气的预报，通常

都有雷达回波的推算。传统的雷达回波推算只

能提供未来一小时的预判，但是2017年以来，

AI加入了上海气象部门的预报系统，智能模型

对长时记忆有了更大容量，能使雷达回波推算

时长延长至2小时，让预报员在暴雨等强对流

天气面前更加胸有成竹。

“学习了双偏振多普勒雷达观测所刻画的

强对流天气历史演变特征后，AI不仅可以给出

降雨强度，还能快速、准确地‘画’出降雨集中区

域。”储海说。

但是，冰雹、龙卷风这样超小尺度的天气，

对人工智能也是难点。“通常，冰雹、龙卷风会突

然出现在1公里以内的区域，这样的天气往往

是被人工观测发现才会被记录下来，可供机器

学习的数据更少。受限于此，人工智能对它的

精准掌握就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储海说，我

们仍在尝试“敦促”着人工智能“加强学习”，给

出更精准的灾害天气预报。

今年，针对高影响灾害性天气过程，上海气

象部门又改进了人工智能预报模型，比如，基于

星型网络结构，对短时雷达深度学习外推算法

进行改进，并基于三维雷达资料进行外推预

测。“针对冰雹天气，人工智能分析预测出来的

三维立体的雷达回波，能更有效地帮助预报员

判断未来灾害性天气的落区。”

智能写稿
每天详细“通报”天气

“气象快讯（制作时间2022年9月2日21:29），

台风实况：2022年第11号台风‘轩岚诺’（强台

风），9月2日21时位于北纬22.3度、东经124.7

度，中心气压为955百帕，距离上海市约1045公

里……”这样一篇涉及到灾情、预报、灾害预警的

最新台风气象快讯，实际上正是出自上海气象

部门决策气象服务写稿人工智能之“手”。

储海介绍说，去年起，上海引入了决策气象

服务写稿“AI”系统，如今AI每天都对天气的风

云变化，尤其是灾情、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

等信息做出详细“通报”，能更快速地为决策部

门提供“精细”服务。

人工智能既能做预报，又能写快讯，未来

它是否会取代预报员？储海认为，两者并非是

竞争关系，而是合作关系。“针对温压湿风这

种基础的天气预报，人工智能将预报的时效和

区域更精细化，而预报员丰富的经验能够帮助

它不断提升对大数据特征分析的效率。这几

年，上海气象智能预报算法将专家的经验不断

引入到计算模型中，把原有模型的600多个参

数简化至37个，大大降低了计算成本。”

储海说，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已给人类敲

响了警钟，致命热浪、干旱、洪水和台风等各种

极端天气，正变得越来越普遍，人类需要人工智

能在其预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未来，随着技

术的不断完善，常规定量化的天气预报或许会

让AI挑大梁，让预报员投入更多精力去研究和

预报暴雨、极端高温等高影响、预报难度大的灾

害性天气。”

本报记者 马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