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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研發的 「人工智能異常狀
況偵測技術」 ，利用人工智能深度
學習檢測人體骨骼的關節點，實時
分析影像中人體的姿勢及動作，偵
測跌倒失救、暈倒或溺水等意外狀
況，以及打鬥、虐待等暴力行為，
從而即時發出警報和要求救援信
息。

負責研發的霍偉棟博士表示，
幾年前在新聞報道中留意到，泳池
兒童遇溺、院舍虐童、虐老，以及
交通意外等經常發生。當時，研發
團隊已開始通過利用人工智能觀察
分析人體打波、做瑜伽等運動時的
姿勢是否準確，進行分析研究判
斷。 「為什麼不能將有關研究應用
到異常偵測方面呢？」 霍偉棟說，
團隊下決心攻克這個難關。

機緣巧合下，當時還是學生的
研發項目經理博士研究生陳穎賢，
已建立了一個用人工智能分析運動
姿態的項目，並獲得創科基金扶
持。於是，由研究監察運動開始，
進一步開始了人工智能監察溺水的
偵測系統研發。

克服困難縮細體積如機頂盒
陳穎賢表示，開始時遇到不少

困難，首先需搜集大量不同場景的
數據量，分析數千張
至逾萬張圖片，因此
要在泳池旁放置龐大
的偵測系統模型（AI
嵌入式系統），由於
其體積龐大，且耗電
量多，難以在現實場
景中應用。之後，研
發團隊不斷測試研
究，逐步把研發模型
縮細改良，佔用空間
最小的，有如一部電
視機頂盒，而分析泳

池溺水異常的時間，由初期需時十
秒縮短到不用一秒。霍偉棟博士指
出，在保障私隱上，熱成像鏡頭遮
掩模糊了大量人體訊息，如眼、
耳、口、鼻及人體骨架，這在研發
中也是一個挑戰難點，但研發團隊
做到了。

霍博士續說，現時本港的部分
學校如民生書院、鳳溪學校及個別
私人屋苑的泳池，已安裝使用該技
術，偵測泳者的異常情況，防止意
外發生。此外，部分院舍如匡智兒
童宿舍、香港保護兒童協會等也安
裝了該套設備，通過畫面分析，偵
測舍內人員異常情況，做到提早預
防和提示，保護兒童安全，場景應
用範圍非常廣泛。

應用場景廣泛成本低至數萬
自上年開始，該項技術成果開

始落地，安裝價錢根據應用環境，
由數萬元至數十萬元不等。霍偉棟
博士表示， 「這絕對是一個好有競
爭力的項目，無論是在技術上還是
市場價格方面，最重要是可以預防
和減少意外發生。」 他希望，研發
成果最終可以成為標準化產品和技
術，令到使用範圍更加廣大，造福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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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電機電子工程系運動人工智能實驗室總監、電機電子工程系首席講師職 銜

霍偉棟博士小檔案

「眼見社會上經常發生意外事故，
例如兒童泳池溺水、院舍和無障礙洗手
間意外，以及交通事故等等，我靈機
一觸：如果用人工智能去幫助解決這些
問題，也許事半功倍。」

香港大學電機電子工程系運動人工
智能實驗室總監霍偉棟博士對大公報記

者表示，這次在日內瓦獲得三個大獎的 「人工智能異常狀況偵測
技術」 ，其來由就是 「想幫到人」 ！

霍偉棟團隊經歷了疫情下在實驗室 「游乾水」 作模擬、成員
離隊，以及如何把設備縮細到可以普通民用等困難，終於成功勝
出。該項研發上月底揚威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奪得兩項大獎和一
項金獎。目前，該項發明已率先在本港部分院舍和學校安裝使
用，成本最低由數萬港元起，很受歡迎。

大公報記者 盛德文、黃山（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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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電機電子工程系博士、工業工程碩士、環境管理碩士；英國劍橋大學工商管理碩士；中
國人民大學博士

學 歷

人工智能、運動科學、電子學習、電子商務、再生能源研究興趣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香港大學卓越教學獎、知識交流獎、工程學院最佳教師獎成 就

公共運輸系統
在巴士站、火車站
等，行人出現異常
或處於危險位置及
時發出警示。

行人交通燈
如過路者過於緩慢
或跌倒，會發出警
告，自動調整、延
長交通燈信號，提
升道路安全。

學校、院舍
當人員不慎跌倒、
暈倒、被虐待等，
及時發出警報。

泳池或泳灘
偵測溺水等意外，

通知救援。

公共場所及
大型活動

在出現打鬥、推撞等
暴力及混亂行為時，
可即時發出警告通知
安保人員及時應變。

由創新及科技基
金之公營機構試用計

劃資助的人工智能異常狀況偵測技術，
目前已在民生書院的泳池應用。相關偵
測設備在安裝後，會分析水裏和水面的
視頻影像，勾畫出人體的骨架去分析游
泳者的動作，計算游泳者溺水的概率。

當概率高於警戒線的時候，警報系
統會先發出黃色警號，但如果溺水情況
持續，就會升級至紅色警號，並在救生
台的移動裝置發出警號，顯示溺水者的
位置，讓救生員及時拯救遇溺者。系統
還可同時偵測多位泳者位置和姿勢，也
可配合安裝在天花板的鏡頭，從高處監

控水面偵測溺水情況，有助減輕救生員
的工作量和壓力。

不會記錄泳者面貌保障私隱
此外，系統可以將原始影像處理

後，只利用骨架數據來作分析，避免記
錄泳者真面目，保障游泳者的私隱。

公共道路系統
偵測交通意外等

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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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一掃 有片睇

民生書院試用 分析泳姿評估遇溺風險
落地應用

酒香也要好包裝
苦練法文打動評審

為了在日
內瓦發明展能

夠更好地與評審委員溝通，有效
展示團隊的科研成果，霍偉棟博
士透露，團隊曾經在短時間內苦
練法語。 「我哋都是以英文表達
為主，轉用法文做介紹，評審團
在聽到母語會有種親切感。這不
但是知識的交流，亦是用心的交
流。」

第48屆日內瓦發明展匯聚
來自全球各地的科研團隊，參展
項目有逾千項。面對林林總總的
發明，評審委員給予每項發明的
介紹時間只有十多分鐘。因此，
如何簡明扼要、深入淺出地把團
隊的發明創造向評委完美演示和
說明，非常重要。

霍偉棟博士直言，為了確保
每個環節都發揮得最好，團隊
「臨急抱佛腳」 ，在出展前一周

苦學法文，用法文介紹。 「獲第
一個大獎時大家好高興，當聽到
獲第二個獎時，大家簡直難以置
信，有同事當時還以為是否聽錯
了，這真是非常難忘的經歷！」
霍偉棟說道。

許多人認為從事科研的科學
家心態是有麝自然香，毋須太過
宣傳自己，但參加比賽或把科研
成果商品化需要與工業界、企業
界、投資界溝通，如何有效地把
科研訊息深入淺出地解釋出來，
還需要有推廣的本領： 「酒香也
要好包裝」 。

難忘中國大使到場打氣
最令研發團隊激動的是，在

參展期間，中國駐瑞士大使王世
廷親自到展場為內地和香港的科
研團隊打氣。霍博士說，大使還
參觀了港大的研發項目，細心聽

取了團隊的研發展示
和說明， 「這給我們
帶來很大鼓舞，體現
了國家對創科的支
持，大家好開心、好
激動！」 霍偉棟博士
和博士研究生陳穎賢
開心地說道，希望通
過技術轉移，盡快把
今次的發明轉為民
用，造福社會。

準備十足

▲霍博士與團隊克服重重困難，成功研發AI偵
測技術揚威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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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經理博士研究生陳穎賢（左）還是學生
時，已建立了用人工智能分析運動姿勢的項目，
其後在霍偉棟博士（右）領導下，繼續開發出監
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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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在日內瓦國
際發明展揚威，憑
偵測技術奪得兩項
大獎和一項金獎。

「人工智能異常狀況偵測技術」
（AI Abnormal Detection Technology），
可實時分析影像中人體的姿勢及動
作，準確偵測異常情況，即時發出警
報，及時救援。溺水檢測、行人和道
路交通、兒童住宿、殘疾人廁所、安

保和運動等各方面均可應
用。

偵測技術
適用範圍廣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