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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当代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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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针对大数据的七大特征及人工智能涉及的领域，讨论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关系，探讨两者在生
活各方面的结合应用，并分析了现阶段还存在的问题，就这些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展望新时代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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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迅速发展的年代，计算机成为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类事物。当下热门的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越来

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数据

的世界里，大数据技术对数据进行处理，并配合上人工

智能的功能，使数据更有效地为人们服务。

1 大数据

1.1 大数据时代

大数据这个概念早在 1980 年提出来过，但当人们

真正意识到并接触它是在 2008 年的时候。人们这时候

才真正地开始对大数据这一新领域进行研究。大数据时

代属于新型智慧集合体，是自然智能和人类智能的结合

体 [1]。这个时代的数据量早已区别于当年的数量，我们

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无时无刻都在产生着数量级的数

据，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大多都是经过数据化的处理以某

种形式出现在我们眼前，种种迹象都在不断地暗示大数

据时代的到来是必然的结果。且数据的种类愈加丰富，

并且还在不断地增长，如果运用以前对于处理数据的方

式方法，效率极其低下，使得一些有用的信息不能及时

迅速地利用起来，导致工作或者是生活上出现错误。这

使得我们分析处理数据的速度要快，准度要精确，方法

要简洁，也不断促使着人们寻求更具效率的数据处理，

才能逐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大数据的特点普遍分为下面的几个方面：大容量、

多种类、速度快、真实性、非结构性、时效性、安全性。

这七大特性构成了我们现存的大数据，也意味着大数据

时代是个多元化的时代。每个年份的数据量都有量的飞

跃，甚至在某一年收集到的某项数据会比之前收集的某

项数据总和还要多。时代的发展牵动着数据种类不断地

增加，从以前的文字、图片发展到现在的视频、音频、

生活位置信息等。数据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地更新着，要

跟上迅速发展，数据的实时性少不了，这就是为何存在

着消息灵通以及消息滞后这一回事。数据的数量越多，

意味着会伴随很多鱼龙混杂的数据参差在里面，这让人

们不得不对其的真实性所进行考究，如果虚假的数据成

为大流，将会引导人们进入错误的方向造成不堪的后果。

非结构性是大数据大容量的必然结果，包含的格式会越

来越多。时效性决定着我们的消息是否灵通，数据是否

是最新最实时的。并且这一系列数据的安全是举足轻重

的，每个公司都会尽可能地去保护数据的安全，当下最

值钱的就是数据和信息，如果数据失窃，无疑就是一大

笔财富的损失。

2 人工智能（AI）
2.1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最早于上个世纪 50 年代的 Dartmouth 学会

上提出。从计算机应用系统的角度出发，人工智能是研

究如何制造智能机器或智能系统来模拟人类智能活动的

能力，以延伸人类智能的科学 [2]。随着我们的技术越来

越成熟，人工智能已经逐步渗入很多领域，其范围主要

体现在下面的九种方面里：符号计算，模式识别，机器

翻译，机器学习，逻辑推理与定理证明，自然语言处理，

分布式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专家系统。人工智能这

几年不断地在进军人们的视野，就在几年前，谷歌自主

研发的人工智能俗称阿尔法狗与围棋世界冠军进行人机

大战并最终取得胜利，并且在接下来的一年，和排名第

一的围棋冠军柯洁选手进行 PK，最终 3 比 0 取得了又

一场人机大战的胜利。不止围棋界有顶级的 AI 阿尔法狗，

汽车界也有强大的 AI，特斯拉自动驾驶系统的视频放出，

又一度引起了人们的热议，唤醒了人们对于自动驾驶的

憧憬，距离自动驾驶到来的那一天又近了一大步，想必

不久后，随着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自动驾驶系统将

会更加趋向人们所理想的模样。人工智能存在着极大的

发展空间，它不是人类，但却拥有类似于人类的思考方

式，甚至某一天可能超过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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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应用与面临的问题

3.1 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应用

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是相辅相成的，人工智能会

有数据过多无法处理的情况，这时候就得借助大数据技

术的力量来帮助处理数据，对拥有的数据进行必要的处

理再加以解析，从而获得我们真正需要的有用的数据，

过滤那些多余的数据，尽可能地在最小的储存空间内留

下可靠有利的数据，使人工智能发挥其最大的效果。人

工智能的大多数功能都是伴随着大数据技术从而实现

的，比如我们熟知的人脸识别系统，语音识别系统，医

疗人工智能等。

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处都可以见识到的，

最贴切我们的生活，人脸识别系统广泛地运用于街头的

摄像机中，能准确并快速的定位到个人身上，该系统利

用大数据技术将人们的面容照片进行储存，除去多余的

清晰度太差或拍摄角度难以识别面容的照片后，加以运

用在人脸识别系统上。

语音识别系统是人们最常接触的人工智能之一，近

两年来，语音助手得到了质的飞跃，更具有人工智能的

模样。在谷歌大会上，谷歌的人工智能语音助手充分体

现了人工智能的真正智慧以及便利。当你要求语音助手

为你预约一个理发师的时候，它会尊重你的意愿以及你

当天的行程安排为你预约一个合适的时间，自动拨号至

理发店，对对方作出适当的回应以调整好时间，最后完

成预约后，它会给予你一个提示：“您的预约已完成”。

整个过程就完全同两个真人在对话一般，对方也丝毫没

有察觉到电话那头的其实是人工智能。只需你一句话，

语音助手便会给你安排好整个事情，可以说在大程度上

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在如今繁忙且迅速的现代生活，健康是人们生活的

资本，一些小病小痛也要及时就医。这就造成了医院的

就医人数越来越多，就医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医

生过度操劳，以前一上午只预约 50 人，现在增长至 100

人甚至更多，且每个患者的数据截然不同。现在由人工

智能主导的医疗功能已逐步在各大医院投入初使用，它

能帮助医生进行临床诊断和用药建议以及健康指标预警

等，充当一个虚拟助手的角色，能为人们提供咨询，急诊，

自诊等一系列自助服务，大大节省人们的时间以及医生

的压力，还能将医生所叙述的病患信息通过大数据技术

进行实时处理和分析最终形成电子病历以便今后使用，

大大提高了就医效率。虽然这项技术在目前看来还不算

成熟，但紧跟着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的不断进步，想必

不久之后这项技术能以更为健全的方式运用在生活中。

3.2 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面临的问题

大数据汇集了人们各式各样的信息，这些信息数据

通过技术进行处理，得以用于人工智能的应用，可视化

的数据使得人们的隐私不再具有私密性，信息会遭到公

开化。并且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挑战是根本性的、深

层次的、颠覆性的 , 传统法律中的权利保护、权力制衡

等核心价值遭遇了危机。人工智能改变了社会的经济结

构 , 与资本的耦合规避了深层次的伦理探讨 [3]。随着大

数据应用愈加密集、普遍，大数据安全问题日趋严重，

漏洞和隐患也层出不穷。大数据平台组件之间和分布式

节点之间的通信信息容易被截取、分析，分布式数据资

源池的应用有利于数据汇集但会使用户数据隔离困难 [4]。

随着人们使用网络的频率越来越高，数据类型和数量也

在不断地上升，信息储存量不断增加，数据技术的建立

与运用最基础最核心的就是信息数据库建设，没有足够

庞大的数据中心，无法将庞大的用户数据进行存储，就

无法完成后续进行分析利用的开展 [5]。人工智能的技术

也同样如此，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项目成本

愈发增加。简单来说，这将会需要更多的科技力，甚至

会超出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技术，催促着人们不断的对技

术进行革新，革新技术固然是好的，但对此需要的人与

力的压力也就随之多了起来。

4 结语
总的来说，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的结合使得生活

朝着更好的方向在发展，但同样也会面临一些随之而来

的问题，如何去维护一系列数据的安全，去建立一个完

善的数据信息安全体系。如何在控制成本的情况下去提

升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去把控人工智能的一个伦理底线，

这些都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问题和挑战总会有，方法

总比困难多，我们只有不断去突破，才能运用大数据与

人工智能给人类和社会带来更大的回报，只有紧跟大数

据时代发展的脚步，时刻运用好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的

特性，不断挖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价值，才能在这个

信息化的时代更加得心应手。大数据跟我们的生活息息

相关，细微到甚至于生活的每个行为，都有数据与之对

应相关，常言道，掌握了数据的人，就掌握了这个时代，

跟随时代不断进步的人永远会是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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