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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农机不见人

北斗赋能
耕出“智慧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黄磊
通讯员 黄宣 秦镜

12月23日，虽是农闲时节，武汉市黄陂
区永旺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却是一片繁忙景
象。走进该合作社，十余名农机手正在对各
类农用拖拉机、无人驾驶智能插秧机、无人
驾驶智能收割机等进行检测和维修。而在
合作社的监控室里，技术人员正在智慧大屏
前观测10万亩农田里的土质情况，为来年
的春耕备耕作准备。

种地“不见人”，种菜“不见土”；农机装
“北斗”，农地上“户口”。2021年起，永旺农
产品专业合作社与武汉梦芯科技开展合作，
拖拉机、插秧机、收割机、无人机等近百台合
作社的农机，北斗设备安装率达100%。如
今，合作社内，农机自动导航、农机无人驾驶、
卫星平地、变量施肥、精准播种、谷物测产等
都离不开“北斗”。

农机装上“北斗”后，可实现24小时不间
断作业。合作社负责人胡丹介绍，无人驾驶
拖拉机依靠北斗技术规划田间地块路线，可
一人控制多台拖拉机进行精准作业，农机手
在农业生产时可依托北斗导航系统实时显示
翻耕深度、车辆时速、开沟长度等信息，提高
作业精度、质量和收益。智能插秧机应用北
斗系统后，农机手只需在手机APP上提前设
置出发点和转弯点，它就可以做到自动规划
最优插秧路径、自动避障、掉头和转弯等功
能，省时省力，秧苗成活率基本达到100%。
无人机使用了北斗智能导航辅助，能够减少
复播、漏播、错播的现象，一台农用无人机一
天可飞播1000亩地，大幅节约了人力成本、
提高了生产效能。

此外，永旺合作社2万亩农田还通过“北
斗”进行农业智能系统数据整合，将稻田分成
394个地块，块块田地都有了“户口”，能随时
监测每个田块和每棵秧苗的酸碱度、降雨量、
温度、风速等情况，进行精准补给。

“原来农忙时，合作社需要100多个农民
帮忙，现在只需要15个农机手，就可管理整
个合作社。”胡丹说。

2024年4月，永旺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还
联合黄陂区农业部门，整合全区农机资源，
创立武汉市陂供腾农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邀约160多名农机手、农机拥有者组成
联盟，组织1000多台北斗农机设备，开展跨
区、跨市农机社会化服务，目前业务已开展
到新洲、东西湖等新城区，乃至省外的河南、
山东等地区。

据测算，同样30亩地，传统旋耕机需一
天，而北斗旋耕机最快3小时完成，大大提高
了种植效率。今年9月15日到11月4日，陂
供腾农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组织1000多台北
斗农机设备，实现了黄陂区7.16万亩油菜的
高密度、高效率种植。

目前，黄陂区安装北斗农用智能监测终
端超过1177台，农机数字化作业面积累计突
破200万亩。

“AI助教”一键批阅数万字论文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马文俊 通讯员 胡玥

上传学生论文，短时间内系统即可分析好其
论点、结构；输入调改方向，“AI助教”便能给出针
对性建议与修改意见……自今年暑期上线智能论
文评阅系统，传神任度大模型已收获全国近百位
高校教师的青睐。

“传统论文评审方法，要求在有限的时间内批
阅大量论文，尤其在寒暑假前的高峰期，教师更是
面临巨大压力。”传神语联网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闫栗丽说，该系统研发团队调研市场需
求时发现，从开题报告到最终答辩的近一年时间
中，一篇论文会经历多次调整，“一轮轮反馈修改，
任务十分繁重。”

针对这一痛点，研发团队充分利用传神任度
大模型多模态能力，依托传神长期积累的外文翻
译语料库，率先将其应用在外语学院的论文批阅
上。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在其系统内试用时发现，
该系统不仅能准确识别日语、法语等小语种翻译
中的基本语法、用词错误，并结合上下文语境，让
遣词行文更加流畅，还可以快速提炼包括论文观

点、论文成果、研究方法、论文结论、论文亮点在内
的重要信息，并分析学生在修改中的成长轨迹。

借助新系统，一篇数万字的论文批阅时间可
节省70%左右，教师可将更多精力用于评阅论文
的逻辑结构，为学生提供更具深度的指导。根据
其规划，未来系统还将提升逻辑优化、AI写作鉴
别等多方面能力，并覆盖更多专业领域，加速“AI
助教”在新专业、新院系上岗服务。

能力提升的自信，源于任度大模型的基座能
力。其百万级参数的版本目前在国内外多项测评
中，以更少的参数超越了数百亿乃至千亿参数大
模型的表现。同时，相较于大参数模型，小参数模
型更节省算力且更适配商业应用，成为验证大模
型落地的便捷途径。

“任度大模型‘双脑’联合推理模式，一方面
能大幅压减训练、使用成本，另一方面还便于完
成端侧部署，保证大模型使用中的数据安全。”传
神语联任度大模型技术负责人介绍，凭借其轻量
化、自主可控、安全经济以及对多模态的多元支
持等突出特性，包括论文评阅在内，该大模型已
经成功服务智慧政务、智慧金融、智慧医疗等近
十个行业领域。

在对话框内输入论文调改需求，传神任度大模型可实时回答。
（受访者供图）

上亿张图片训练大模型

胶囊内镜AI阅片系统
准确率高达99.9%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杨然 刘洁

一颗小小“胶囊”，能够游走胃肠，巡检身体消
化器官是否有恙。

安翰科技（武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
翰科技”）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赋能医疗器械，与
知名三甲医院和研究院所共同打造的“多模态消
化道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及健康管理平
台”，入选了武汉市2024年数字经济应用场景“揭
榜挂帅”揭榜项目。据介绍，该平台采用了上亿张
图片训练大模型，提升人工智能辅助阅片能力，人
工智能辅助阅片系统准确率达99.9%，还能进行
远程辅助诊断。

12月23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来到安翰科
技，探寻其中的奥秘。

记者看到，“胶囊内窥镜”外形就如一粒普通
的药物胶囊，长约27毫米，直径11.8毫米。“它的
表面非常光滑，遇水不会粘连，很好吞服。”安翰科
技CEO肖国华博士说。

“胶囊内窥镜”内部有小灯泡和微型摄像头，
小灯泡进行照明，摄像头负责拍照，还附带无线发
射器。受检者吞下胶囊后，医生操作磁导航设备，
精准操控胶囊在胃内上下、左右、前后、水平和垂直
旋转运动，摄像头可全角度拍摄胃肠道内情况，并
将图片资料无线发送到随身穿戴的记录器内。受
检者无需麻醉和插管，15分钟就能完成胃镜检查。

随后，胶囊内窥镜将进入肠道，受检者可以穿
着检查服正常生活工作。约10个小时后，医生就
可以查看记录器拍摄的食管、贲门、胃和小肠的情
况。胶囊内窥镜在任务完成后，会随着代谢排出
体外。

一次检查，往往会产生数万张图片，医生阅片
耗时费力。为此，安翰科技团队将人工智能和大
数据在医疗健康领域进行应用，以数年积累的上
亿张图片对大模型进行“阅片训练”，创新研发了
胶囊内窥镜人工智能辅助阅片软件，不但能自动
精准定位消化道结构，还能识别消化道的病灶，降
低医生阅片时间，提高诊疗效率。

据介绍，该软件通过AI算法对拍摄的图片进
行整体质量分析，可自动区分重复、无效、低质量
图片，精准分类医学影像，快速分离异常图像，实
时标注并提示可疑病变。有了该软件的辅助，医
生平均阅片时间从96.6分钟缩短为5.9分钟，大
大减轻了工作量，提高了精准度。

肖国华介绍，在开发胶囊AI模型的过程中，
由多位知名消化医学专家组成的团队，对病灶数
据进行标注，使用了海量的图片数据，完成模型的
训练和验证，并集成到AI辅助阅片软件中，大大
提高了胶囊内窥镜阅片的精准度和可靠性。

“安翰的胶囊内窥镜系统，将AI技术与大数
据、云存储、云计算平台结合，从‘本地、单机’使用
提升到远程和网络化应用方式，安翰科技提供了
互联网阅片平台解决方案，全国各地的医疗机构
和体检中心采用这个方案，将受检者的图片上传
云端后，人工智能平台可实时进行辅助阅片。”肖
国华说，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中，医疗健康检测突破
了地域的限制，服务于更广大的人群。

目前，安翰科技已累计服务超过百万人次，产
品进入了国内近千家医疗机构，其中包括近80%
的国内百强医院。在美国，安翰科技已进入近200
家医院和诊所。自2020年起，安翰科技的国际业
务连续三年实现翻倍增长，海外业务占比达25%。

11月12日，武汉汉口北低空港正式启动
运营，多架无人机运载货物起飞升空。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倪娜 摄）

在位于武汉经开区的岚图汽车4.0数字工厂总
装车间内，工人在检测即将下线的新车。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柯皓 摄）
“胶囊内窥镜”的大小和普

通药丸差不多。

烽火通信数字工厂完成数字化改造后，智能产线和5G机器人成为生产主力军。（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魏铼 摄）

881家企业试点数字化转型

武汉数字化应用场景频频“上新”
湖北日报讯（记者马文俊、通讯员张智）当下，随

着数字技术高速演进，数字化转型已不仅是企业提升
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还与个人成长、社会
发展等息息相关。

多年来，武汉持续服务企业“腾云驾数”。作为国
家首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目前已有881

家企业纳入试点名单，其中专精特新“小巨人”145家、
省级专精特新243家、创新型中小企业252家，优质中
小企业已成为数字化转型的主力军。

引入了多个数字化系统后，长飞光坊生产效率提
高了70%，数据准确性达到了99%，成本降低了15%，
数据分析和数据采集能力持续提升；成立于1928年的

双虎涂料实现全面自动化生产运营，出货时间从之前
的“至少7天”，变成现在的“最快1天”……

今年10月，全国首个服务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
中心在武汉投用，整合全国优质诊断咨询服务商、解决方案
集成商等各类资源，为企业提供技术、人才、资金等一站式解
决方案，进一步降低企业转型成本。“下一步，我们将以500

家试点企业通过转型验收，4000家中小企业上云用数为基
本目标优化工作。”武汉市中小企业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从赋能产业到服务生活，层出不穷的数字化应用，
究竟为我们带来了哪些切实“福利”？近日，记者深入
田间地头、教室车间，探访我们身边那些看不见的“数
字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