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永豪期望，當AI平台順利建
成，未來可開始將項目延伸，為大
量的運動動作進行評分，繼而組合
成一套可以指導人們循序漸進的個
人訓練系統，長遠或有助降低市民
大眾尋求運動專業指導的門檻。
「當目前在做的評分平台完成
後，我們可為同一套動作設多個分
段，舉例有30分、35分、40分、45
分、50分等，這就有循序漸進的過
程，有助指導人們從低分慢慢練習
到高分。」梁永豪指，這是目前三

年項目完成後的下一個工作方向，
「始終想將項目推向大眾化，而一
般市民很難一下子由30分（水平）
跳到50分，所以會希望通過系統，
展示整套進步的流程，幫助巿民一
步步改善運動動作。」
事實上，以AI科技輔助個人運動
訓練已經愈見普遍。參與項目的博
士研究生李怡聰表示，內地近年也
有不少公司從事相關應用，市場很
大。「體育和健康息息相關，每個
人都會追求健康的生活狀態」，通
過這個項目的不斷發展，他相信應
用潛力非常廣闊，「只要輸入任何
影片就能打分，帶來運動動作質量
上反饋」，例如應用到高爾夫球
時，將來或可通過系統比較新手跟
專家揮杆動作的差距，通過AI為用
戶帶來3D可視化的分析及建議，推
動科學地進行訓練，減少損傷並提
高表現。
梁永豪又提到，雖然目前未有計
劃進一步「跨界」發展，但如果人
工智能以文字或語音進行旁述亦
相當具有發展潛力，也與他們現
行的評分平台有關連，未來有機
會亦會歡迎不同合作，探索更多
發展空間。

以視像影片技術為運動動作質量進
行評估已發展相當長時間，不過過
往技術主要基於視覺畫面或姿勢輸
入，前者面對複雜的環境變數時，
往往會忽略人類移動的重要詳情，
後者則容易忽略場景中的細節，如
跳水運動的水花；此外，傳統的2D
關鍵點亦無法完全捕捉人體動作的
細微之處。為解決這些缺點，梁永豪
首次使用 3D 骨架方法（3D skele-
ton）作為特徵，結合三原色模式
（RGB）及音頻特徵作多模態學習，
令AI數據模型能力得以提高。
在項目的三年期內，平台初期會
集中評估花樣滑冰及體操影片，其
後會嘗試延伸到更多體育項目，期
望發展出通用性強、可適用於多種
運動和動作類型的人工智能體育評
估平台。
「前人的研究大致可歸納為兩
類，其中一類通常是從影片提取2D
姿勢」，但梁永豪指，2D骨架缺乏
深度訊息，在不同鏡頭角度的畫面
下，即使運動員做相同動作，提取
出來的 2D姿勢特徵都會有些微差
別，「人的動作始終都是3D的，2D
難免有機會損失一些資訊。」因此
其團隊首次使用3D骨架數據作為特
徵，「好處是可以從多角度檢視動
作表現，有更完整的空間訊息」，
亦可減少對相機視角的依賴。
至於另一種方法是以視覺輸入，
梁永豪解釋，這類方法會連運動員

身後的背景都一併收錄，「當背景
出現變化時，就未必可以將人和背
景分得太清楚。」尤其部分藝術體
操項目設有球、圈、絲帶、棒等關
鍵道具，如當中球的軌跡，在這類
方法下有機會被忽略。此外音頻訊
息亦有其重要性，如花樣滑冰運動
員能否根據音樂做出相應的動作，
彼此是否匹配，都會影響最終得
分。
「因此我們會結合以上的模態
（Modality）去做機器學習，通過多
模態學習，不同模態信息可以互
補，提高模型能力。」他們會在運
動影片中分別提取3D骨架、RGB及
音頻特徵，其中3D骨架特徵經提取
後 ， 會 再 通 過 圖 形 卷 積 網 絡
（Graph Convolutional Network,
GCN）模組處理，從而獲得更為自
然流暢的3D人體姿勢信息，最終結
合三者進行分析處理，得出影片評
分。
梁永豪預計，項目會在首年建成

系統，「第一年我們做的相對簡
單，是一段段分開動作影片；第二
年則會挑戰較長的運動影片，當中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動作，系統如何
逐一識別及分析，需要進一步嘗
試。」至於第三年就會嘗試將系統
通用至花樣滑冰及體操以外的運動
項目，「如果可以通過微調已有系
統，就能通用至不同運動項目，應
用性就會更高。」

實時反饋動作得分 助循序漸進

談及香港發展運動科技的潛力，梁永豪認為，香港
擁有5大優勢，包括高度國際化環境，背靠祖國與大
灣區機遇，又有完善的金融與創業支援，以及科技研
發的基礎和多元化的運動應用場景，都有利進一步推
動運動科技研發以至產業化，有望成為亞洲運動科技
樞紐。
梁永豪表示，香港是匯集全球專業人才的國際化城
巿，文化背景多元且具備健全法律體系和良好商業環
境，有利運動科技的跨學科和跨國界合作，亦方便技術
轉移，其學系亦有參與很多國際性的研發合作項目。
此外，香港亦是連接內地和國際市場的重要樞紐，能
活用內地龐大的體育產業和市場需求，例如運動健身應
用和體育大數據分析等，同時借助大灣區內地城巿的支
持，幫助香港定位為亞洲運動科技創新中心，吸引國際
企業設立研發中心，從而促進科技合作，而跨境合作更
可推動產業化。
「香港的創新能力與內地龐大的市場需求相結

合，例如與內地製造商合作，開
發硬件設備，再出口至國際市
場，將更快速的實現運動科技產
品產業化。」梁永豪說。

全民運動成風氣 便於產品測試改進
梁永豪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加上特區政府大

力推動創科，資助研發資金及創業融資等，都有助運動
科技初創企業發展。至於研發層面，本港各大學在工
程、機器學習、大數據和醫學技術等領域都具備強大科
研能力，加上醫學與運動科學水平先進，亦適合進行運
動科技與健康科技的跨領域合作。
另外，香港體育設施完善，適合測試和應用運動

科技，例如智慧健身設備、運動分析系統等，加上
社會正推動全民運動，體育風氣漸濃，馬拉松、單
車賽等大型活動，皆可為運動科技產品提供測試和
改進的機會。

依託大灣區支持 推動運動科技產業化

首次使用3D骨架
聲畫結合分析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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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巴黎奧運男子花劍決賽尾段，出
現了「決一劍」變「決三劍」的情況，

港隊劍神張家朗與意大利劍手馬基電光火石
間的對決，就連專業裁判都要翻看錄影片段
兼多番思量，才能作出艱難判決。城大電腦
科學系副教授梁永豪認為，「人很重要，評
判很重要，但正如一些高速鏡頭可以為我們
帶來更清晰的畫面，AI可以幫忙看得快一
些、有效率一些，而且可以提供更加穩定且
一致的客觀評估，有助人更好去作出判斷，
看得更好。」

AI化身教練 即時評估動作
他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詳細介紹
了其領導開展的「體育影片評估：結合3D
人體姿勢的深度學習方法」最新研究，它
是一套可為體育影片評分的AI平台。「通
常大家通過電視觀看運動，都會有專業評
述員去講解每一位運動員的表現如何，個
別動作做得如何，怎樣會取得高分或低
分。而我們希望做的，就是偏向以AI方法
去做體育評估。」這樣只要把一般於電視
或網上可見的運動影片上載至平台，系統
就會提取包括3D人體姿勢等重點特徵，進
行評估並作出評分。
相比傳統體育評估方法，梁永豪指，AI
體育評估是基於數據與算法進行，客觀性
高，結果穩定且一致，「平時一個人一次
也就看一段影片，但AI可一次過、自動化
地處理更多影片，並進行分析。」加上AI

體育評估通用性強，可適用於多種運動和
動作類型，自動化後成本低，易於大規模
應用等多項優勢。若AI系統的發展足夠成
熟，甚至可以即時捕捉、分析動作，並快
速提供反饋。
梁永豪的團隊目前主要以花樣滑冰及體
操影片訓練AI模型，兩項運動合共約1,500
段影片，全部均附有現實專業評分，有助
訓練並提升AI評分水平。「我們之所以用
這兩種運動作起步，一方面是比較多人認
識和喜歡看，多人知道它們會計分，而且
這套DATA SET（影片集）都有前人用其
他方法做過，方便我們進行比較。比較過
往的方法，會發現我們系統的相關系數
（Correlation coefficient）是比較高分，也
就是表現較好。」
他特別提到，項目其中一項主要目標，
是希望推動體育普及化，「一般市民未必
有很高的賞析運動能力，所以要有評述員
講解，否則很快就失去興趣。」研發中的
AI 平台將可為大眾帶來更多的便利性，
「未必再需要等電視的專業評述講解，只
要在某平台看到影片，又或自己參加一些
比賽並拍片，上載到平台就會知道分數，
亦可比較不同片段的表現，有助大眾更了
解不同運動項目。」
團隊未來更會考慮利用這個評分平台為
基礎，發展一套可輔助人們逐步改善運
動姿勢的訓練系統，進一步推廣大眾參
與運動。

●高度依賴人工觀察，主觀性強，評估一致性不高
●分析耗時長，需逐幀觀察，效率低
●缺乏結構化數據存儲，難以進行長期比較
●評估範圍有限，需針對每種運動特別訓練專家
●需專家人工參與，成本高且難以大規模應用
●無法實時反饋，需事後分析
●適用於專業運動員和比賽場景

●基於數據與算法，客觀性高，結果穩定且一致
●自動化處理，快速完成大量數據分析，實時性高
●系統記錄和分析歷史數據，支持進步可視化
●通用性強，可適用於多種運動和動作類型
●自動化後成本低，易於大規模應用
●即時捕捉和分析動作，快速提供反饋
●適用於專業運動員、大眾健身、智能設備等多場景

客觀性
效率
歷史數據追蹤
適應性
成本
實時性
應用場景

傳統體育影片評估 AI體育影片評估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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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聰表示李怡聰表示，，通過人工智能為用戶通過人工智能為用戶
帶來帶來33DD可視化的分析及建議可視化的分析及建議，，將有將有
助推動大助推動大眾眾更科學地進行運動訓練更科學地進行運動訓練，，
減少損傷並提高表現減少損傷並提高表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攝

●●梁永豪指梁永豪指，，項目其中一項主要項目其中一項主要
目標是要推動體育普及化目標是要推動體育普及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攝

1.

2.

3.

●團隊目前主要以花樣滑
冰及體操影片訓練 AI 模
型，未來計劃形成指導人
們循序漸進的個人訓練系
統。圖為香港冰舞組合康
然/鄒函運。 資料圖片

運動科技近年急速發展運動科技近年急速發展，，結合結合

33DD模型與人工智能模型與人工智能（（AIAI））對運動姿對運動姿

勢與動作質量進行評估分析勢與動作質量進行評估分析，，更是學術更是學術

與科技界的熱門領域之一與科技界的熱門領域之一。。香港城巿大學學香港城巿大學學

者梁永豪今學者梁永豪今學年起獲得香港研資局資助年起獲得香港研資局資助，，

開展開展「「體育影片評估體育影片評估：：結合結合33DD人體姿勢的深度學習方法人體姿勢的深度學習方法」」項目項目，，目標是設計一目標是設計一

套可為運動影片評分的套可為運動影片評分的AIAI平台平台。。負責學者形容負責學者形容，，透過透過AIAI進行評估進行評估，，能讓系統具能讓系統具

備高客觀性備高客觀性、、可快速完成大量數據分析可快速完成大量數據分析、、記錄和分析歷史數據等多項優勢記錄和分析歷史數據等多項優勢；；而而

在應用方面在應用方面，，除可以更有效率檢視以至提升運動員表現除可以更有效率檢視以至提升運動員表現，，亦亦能協助一般市民進能協助一般市民進

行個人訓練行個人訓練，，提升大眾對不同運動項目的賞析能力提升大眾對不同運動項目的賞析能力，，有望為進一步推動運動普及有望為進一步推動運動普及

化化，，為達至全民運動與健康作貢獻為達至全民運動與健康作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姜嘉軒、、楊盈盈楊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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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取出的3D骨
架數據，可多角
度檢視動作表現

2.提取 3D人體姿
勢等重點特徵

1.原始運動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