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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 出與真人主播擁有同樣播報能力的 「分身」 ，
能隨時變換髮型，隨時更改服裝，還能穿梭於演播室的不同
虛擬場景中，功能多樣的 「新小微」 是全球首位3D版AI合成
主播，以新華社記者趙琬微為原型，採用最新人工智能技術
合成。作為新聞界首位由人工智能驅動、3D技術呈現的AI合
成主播， 「新小微」 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可量化生產新聞播
報視頻。只需要在機器上輸入相應文本內容， 「新小微」 就
能播報新聞，並根據語義生成相對應的面部表情和肢體語言。

據項目負責人介紹，研發人員進行了海量數據採集工作，
原型記者需要戴着數據採集頭盔，由幾百個攝像頭對其身體
部位360度全方位 「打點」 掃描，採集每一處細節，並對其
多種形態的表情和動作進行細緻入微的捕捉紀錄。

目前，世界絕大部分 「能動」 的3D數字人主要是靠真
人驅動，而 「新小微」 採用的是人工智能驅動，生成的語
音、表情、唇動更接近於真人。在外形上， 「新小微」 高度
還原真人髮膚，通過特寫鏡頭甚至連頭髮絲和皮膚上的毛孔都
清晰可見。加上多機位多景深，播報形態可通過不同角度全方位
呈現，立體感和層次感明顯增強，生成的新聞播報達到電影級別
製作。

機器人快手「做筆記」
2020全國兩會期間，新華社 「媒體大腦」 推出 「兩會機器人」

，提供數十款智能模板樣式，以及相關的APP和小程序，用智能技術
幫記者拚手速、拚腦力。在5月20日舉行的兩會首場新聞發布會上， 「
兩會機器人」 已大顯身手，其短時間便拆分數十條短視頻供媒體使用，
並精選其中精彩片段集成了微專題。

據了解，上述 「媒體大腦」 是新華智雲自主研發的國內首個媒體人工智能
平台，能向媒體機構提供 「大數據┼人工智能」 的新聞生產、分發和監測能力
。通過融合雲計算、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多項技術， 「媒體大腦」 將
扮演智能時代新聞生產基礎設施的角色，為各類媒體機構提供線索發現、素材
採集、編輯生產、分發傳播、反饋監測等服務。

雲剪輯師幾分鐘製視頻
今年，人民日報打造的 「雲剪輯師」 也在兩會期間投入使用。記者將在

一線獲取視頻素材回傳至智慧平台，平台在第一時間即對素材進行處理，
用智能剪輯、智能導播等方式，更高效、更準確地製作視頻新聞，實
現對新聞採編發的全流程智能化管理。

人民日報新上崗的智能剪輯師還內置人工智能多媒體信息識
別能力，可對視頻畫面進行人像、識別和語音識別，只要短短
幾分鐘，就能根據需要對海量視頻資料迅速生成視頻，自動匹
配字幕。此外，還能完成畫面人物的動態追蹤，去除視頻的
拍攝抖動，多方位修復視頻畫質，迅速實現橫屏轉豎屏，適
配短視頻平台特點。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多家媒體攜帶 「利器
」 亮相。新華社推出全球首位3D版AI合成主
播上崗播報新聞，與前一代相比，真實感強，
還可以一鍵切換妝髮，深受網友喜愛。與此同
時， 「兩會機器人」 也已開始投入工作，短時
間內就能拆分視頻。人民日報使用的雲剪輯師
能在第一時間智能剪輯，高效製作視頻。

今年兩會， 「VR+AR」 技術將繼續助力兩會報道
，智能AR直播眼鏡依靠獨特的注意力捕捉技術，使用
者用眼神即可指揮攝像機所拍攝的視頻畫面，讓記者解
放雙手解放雙肩。另外，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將利用5G
網絡開展直播連線，全方位多角度報道兩會。

「VR+AR」 技術集合VR視頻、VR圖集、手繪圖解
多樣態形式為一體，讓全國的受眾能夠身臨其境般體驗
兩會現場。智能AR直播眼鏡則依靠獨特的注意力捕捉技

術，使用者用眼神即可指揮攝像機所拍攝的視頻畫面，讓
記者解放雙手解放雙肩。

5G操控實時切換機位
據悉，為迎接2020年全國兩會，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此前專

門進行了首次5G+8K實時傳輸和快速剪輯集成製作 「預演」 。借
助5G手機+高清攝像機的組合，電視台記者既可以解決高清視頻拍

攝，又能實現高清視頻通過5G網絡進行實時傳輸的問題。同時，5G手
機還能實現導播台功能，實時進行不同機位的切換，擁有集成化和便攜性

的特點，能夠彌補以往固定機位拍攝的不足。
2019年，5G技術在中國正式商用，業界認為隨着技術成熟今年將迎來建設

爆發年。以今年全國兩會報道為契機，已有多家傳統媒體宣布將與內地三大通信
運營商等合作共同開展5G環境下的視音頻製播技術創新，推動廣播電視媒體和傳
播技術的跨越式發展，完成從傳統技術布局向 「5G+4K/8K+AI」 戰略格局轉變。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社會各界人
士紛紛嘗試網絡直播，全國人大代表、河南豫
劇院院長李樹建近日亦直播 「上癮」 ，他化身
直播 「主持」 ，連線各界好友互動，擁抱互聯
網傳播手段新利器，傳遞兩會聲音。

「親人們、家人們大家晚上好！」 李樹
建這位從藝40餘年的豫劇名家，面對着5.5吋
的手機屏幕，全情投入老戲曲的 「新傳播」 。

自3月7日入駐快手至今，李樹建共發戲
曲小視頻197條，收穫71.5萬粉絲。他算了這
樣一筆帳： 「我演了45年的戲，每年按100多
場算，45年就是5000場左右，每場按2000名
觀眾計算，45年就是1000多萬觀眾，可我入
駐快手2個多月時間，觀眾的點擊總量就達到
了兩億多人次，抵我演幾輩子的戲。」

「我覺得點擊量就是觀眾走進劇場的人
數，獲讚點讚就是觀眾的掌聲，進直播間就等
於觀眾進劇場看戲，評論就是我們過去在劇場
給觀眾發出的問卷和評價。」 李樹建稱兩會前

已開始琢磨和積累直播經驗，現在全國兩會已
召開，他將聯繫全國戲曲界的代表、委員，發
出倡議書擁抱互聯網傳播新利器，自己也將更
多化身直播 「主持」 ，積極邀請代表、委員和
各界人士連線直播，傳播兩會聲音。

採訪代表委員後能拍出全景合影
照片，進行互動，拉進與代表委
員的採訪距離

2016年 全景自拍桿

功
能

「鋼鐵俠」 集新聞
信息採集、發布於
一體，現場只需一
名記者即可快速實
現視頻、全景、VR
等內容的同步直播
與錄製，讓多種媒
體產品在同一平台
快速生產聚合

功
能

2018年 拍攝鋼鐵俠

5G迎來
商用元年，
媒體可以在
報道現場體
驗到千兆的
上網速度，
支持4K高清
畫面傳輸

功
能

2019年 5G+4K傳輸

用眼神即可指揮攝像機，所拍攝
的視頻畫面，便於攜帶，解放記
者雙手雙肩

2019年 AR直播眼鏡

功
能

代表變身主播 傳遞兩會聲音 為提升兩會報道效率，大公文匯全媒體中心今年
專門購置了兩台帶美顏功能的Vlog相機和兩台訊飛錄
音筆。網紅直播流行的當下，美顏功能的Vlog相機可
以滿足直播連線時女性代表委員的需求，特殊的錄音
筆則可以實現錄音實時轉文字，普通話粵語實時翻
譯。

在20日召開的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新聞發
布會上，以往發布廳主席台上的桌椅換作三塊巨型
屏幕，台上還架設了攝像裝置，台下記者的座位間
距明顯增大，接下來兩會採訪將普遍通過這種方式
進行。

值得一提的是，5G數據終端是今年兩會的新鮮事
物。借助一塊半牆大小的綠幕，它可以幫忙無法前往
一線的記者達成以假亂真的 「現場直播」 。主播可以
通過綠幕方式將其視頻數據採集下來，然後把基於綠
幕的實時摳像和提前錄入的所需固定背景相結合。呈
現出的畫面裏，主播如同置身真實場景中，人物的大
小角度都可以按需調整。

受疫情影響，往年記者 「長槍短炮」 ，追着代表
委員跑的場景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將不再看到。今年全
國兩會在新聞安排上作出了一些調整，主要通過網絡

、視頻、書面等方式進行採訪，多位今年進行網絡視
頻採訪的記者談及感受稱，通過視頻會議軟件 「雲跑
會」 ，在互動上比往年辛苦去現場 「圍堵」 委員更方
便高效。

綠幕演播 主持如親臨現場

記者張帥整理

AI直播眼鏡
指揮攝像機開拍

全球首位3D版AI合成主播正式上
崗，能走能轉身，真實感強，髮
型、服裝還可以一鍵切換

2020年 3D版AI主播

功
能

3D＋AI合成主播
靚女靚聲報兩會

形象百變栩栩如生 量產新聞出口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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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可將一線獲取的視頻素材回傳至智慧平台，第一時間對素
材進行處理，用智能剪輯、智能導播等方式，更高效、更準確
地製作視頻新聞，實現對新聞採編發的全流程智能化管理

2020年 智能雲剪輯師

功
能

▲今年兩會，雲訪談成為趨勢，記者在後方與代表全
息影像基本可以直接交流、實時互動，實現 「面對面
」 雲訪談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