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与管理科学
第 6 卷◆第 04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0637(P) / 2705-0645(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264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Science

人工智能在检疫设备检验中的应用前景
王华杰

中检鉴定技术（浙江）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 310000

DOI：10.12238/ems.v6i4.7325

[摘 要] 人工智能（AI）技术的应用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目前已在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

和自动控制等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AI 技术的发展为检疫设备检验提供了新思路，可利用 AI 技术对检疫

设备进行智能检测和维护，在降低人力成本的同时提升检验效率和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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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technology has gradually penetrated into

various fields of society，and signific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areas such as robotics，

language recognition，image recognition，and automatic control. The development of AI technology

provides new ideas for the inspection of quarantine equipment. AI technology can be used for

intelligent dete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quarantine equipment，reducing labor costs while

improving inspection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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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我国检疫设备检验的工作量和难度不断增大，

传统的人工检验方法效率低下，这严重制约了检疫设备检验

工作的开展。人工智能技术在我国的应用起步较晚，但在设

备检验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文章首先讲述了人工智能的

特点，接着阐述了人工智能在检疫设备检验中应用的前景发

展和必要性，而后对人工智能技术在检疫设备检验中的应用

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办法。基于此，本文展开研

究探讨。

一、人工智能的特点

1.计算能力强

在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工智能系统的计算能

力越来越强大。它不仅能够处理海量的数据，还能够模拟人

类的思维过程和行为模式。通过对大量信息的分析、归纳和

推理，人工智能系统可以以极快的速度执行大量的计算任务，

并能保持较高的精确度和准确性。这使得它们在处理大量数

据时表现出色，能够快速准确地完成各种复杂的计算和决策

工作。

2.自适应性强

人工智能系统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和自我管理能力，

能够独立作出决策并执行相应的操作。这种自主性使得它们

在面对复杂情况时能够灵活应对，不会受到人类情绪或主观

判断的影响。并且因为人工智能的学习能力和高效性，它们

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和应用场景，无论是简单的重复性任务

还是复杂的推理和决策，人工智能系统都能够胜任。此外，

它们还具有一定的自我维护能力，能够及时修复和调整自身

出现的问题。

二、应用人工智能检疫设备的必要性

1.适应当前形势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人工智能检疫设备越来越受

到海关部门的关注，这是因为当前的海关口岸监管模式正在

发生改变，从过去的人工查验向智能化设备监管转变，传统

的手持移动终端也逐渐被智能终端取代。人工智能技术可以

通过对采集数据进行分析并与数据库中已有数据进行对比，

从而识别出可疑物品，这样就能有效地提升工作效率和准确

度，减少漏检现象，有助于提高整体的检疫效率。2018 年 4

月，我国在青岛海关首次使用了“CT 智能识别检测系统”。

该系统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进行图像检

测，能够快速、准确地完成旅客人身和行李物品的检疫查验

工作，提升通关效率。这是世界上首次将人工智能应用于生

物医学领域。此项技术的使用不仅解决了传统 X光机检查存

在的盲区问题，还大大降低了人力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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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基于深度学习等算法模型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检疫

设备在疾病筛查、医疗诊断等方面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
[1]
。

2.减少工作人员工作量

传统人工查验方式费时费力、准确性低、劳动强度大，

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对于高效便捷、准确安全的检验检疫需求。

为了产品出入境把关能力和水平，有必要将人工智能技术引

入到口岸检疫中。利用人工智能检疫设备可以实现 24小时不

间断作业，不仅可以有效减少检疫工作人员数量，还能节约

大量人力成本。同时，在查验过程中，人工智能检疫设备能

够自动识别货物信息，并对其进行分类管理，极大地提高了

检疫工作效率。通过应用人工智能设备，海关可以更快地完

成检测任务，从而保证国家安全。

3.减少风险和损耗

在海关日常的监管中，主要通过 X光机、CT 检查设备等。

由于 X光对人体细胞组织进行成像检测时存在较大误差，同

时还会产生辐射，严重影响人体健康。因此，如何减少 X射

线辐射已成为海关工作人员所关注的焦点。而随着人工智能

技术的不断发展，目前已经可以实现对 X光图像进行自动识

别与判读，有效降低了人工作业带来的损耗和风险。比如，

当被检货物为动物产品时，利用 AI识别系统就可以对动物图

像进行识别，并与数据库内的对应信息进行对比，从而判断

该物品是否属于违禁品或禁止入境物品。相比于传统的人工

检测方式，人工智能检疫设备不仅能够提升工作效率，而且

还能减少人工操作带来的误差，提高监管水平。

三、人工智能在检疫设备检验中应用的问题

1.基础技术有待提升

目前，人工智能在医疗器械检疫设备检验中的应用尚处

于起步阶段，还未形成系统、成熟的技术体系，存在一些等

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在底层数据方面，目前人工智能算法

大多以国外开源平台为基础，这些平台虽已拥有大量的数据

资源，但缺乏相关的医疗器械信息和检验标准，难以满足中

国检验检疫部门对数据质量的要求。其次，在模型训练方面，

由于各进口国的检验标准和方法不统一，导致不同国家之间

的医疗器械设备差别较大，传统的机器学习算法很难适用于

新的医疗器械。最后，在应用落地方面，受限于算法研发成

本过高以及可供利用的数据量不足等因素，目前大多数企业

采用的是较为简单的图像识别或语音识别技术，无法有效解

决实际问题。未来，随着深度学习技术不断完善和行业数据

持续积累，将有可能突破现有瓶颈，推动人工智能在医疗器

械检疫设备检验中的广泛应用。

2.数据采集存在困难

目前，检疫设备的数据采集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人工

采集，即对设备进行实时监测，通过录像、拍照等方式记录

下故障或异常情况；二是远程监测，即在实验室内通过采集

卡和摄像头远程采集数据。上述两种数据采集方式都存在一

定的问题，无法满足人工智能的应用要求。首先，人为采集

数据的准确率不高，而且会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导致采集

到的信息不够完整、可靠。其次，远程监测时需要借助特定

的技术手段来完成，如无线传输、信号干扰等问题，都可能

影响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因此，如何提高检疫设备检验

过程中的数据采集质量，成为当前等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3.数据管理不健全

目前，国家还没有专门针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数据标准，

不同领域的数据格式也不统一，这给数据的分析与研究带来

很大困难。同时，由于缺乏统一的数据标准，海关口岸及实

验室的检测结果无法有效共享，影响了人工智能在各领域的

应用效果。另外，人工智能产业是一个知识密集型行业，数

据往往以文档、视频等非结构化方式存在，如果没有合适的

处理工具，将大大降低数据质量，使其难以被人工智能所利

用。

4.算法有待优化

当前，由于算法不够完善，一些 AI 识别技术在应用时往

往会出现错误结果。以机场货物 X光机为例，如果其通过光

学系统检查包裹中的物品时，可能会误判为液体等非违禁品；

但若运用人工智能对安检图像进行识别，则有很大概率发生

错误。此外，在用深度学习算法对图像进行处理时，受数据

量的影响较大，当样本量不足或数据质量差时，深度学习模

型就无法准确地描述真实世界。因此，需要不断优化算法，

提升检疫设备的检测效率与准确率。

5.硬件设备有待升级

目前，我国部分口岸使用的检疫设备还比较落后，例如，

有些口岸的智能审像系统、X 射线检查仪等硬件设备存在一

定缺陷，难以满足实际工作需求。为了保障安全，相关单位

往往会安排人员轮班值守，导致人力成本增加。随着时间推

移，这一现象将愈加严重。因此，要加快研究新的检疫手段

和设施设备，进一步提高检测精度，降低错误率，推动 AI

在检疫设备检验中的广泛应用。

6.人才储备不足

人工智能对人才的需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

对于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即既掌握计算机专业知识又了解生

物学、医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跨界人才；另一方面是对

于专门人才的需求。目前，我国从事检疫设备检验工作的人

员中，大多只具有某一项专业技能，而缺乏综合素质高、专

业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因此，面对当前日益增长的新技术

应用和新设备出现，就会出现“招不到人”和“留不住人”

的问题，特别是缺乏能够设计开发人工智能系统的高端人才。

7.法律法规不完善

当前，我国关于人工智能的法律法规主要集中在 2017

年和 2018 年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对于检

疫设备使用的人工智能技术并没有明确规定。而随着经济全

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国门生物安全受到了严峻挑战，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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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检验检疫部门对检疫设备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加

快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2]
。

四、人工智能在检疫设备检验中的解决方法

1.提升算法水平

传统的机器视觉算法，主要是基于高斯核函数和多元线

性回归方程来进行图像分割。虽然目前已经有了许多优秀的

算法，但随着机器学习领域的发展，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

能算法具有更高的精度，并且能够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作出

相应的调整。因此，在研发检疫设备时，应该考虑使用基于

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算法来代替传统的算法，以提高检测的

准确性和效率。此外，还可以通过构建更加完善的数据库，

对不同种类的进境动植物及其产品进行分类、标注，以便更

好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2.丰富算法种类

目前，针对图像检测的算法主要包括监督学习、无监督

学习和半监督学习。其中，监督学习是通过人为给出一些标

注数据集（如图片或视频）来训练模型，从而使其具备一定

的识别能力；无监督学习则不需要人为给出标注数据集，而

是利用已有的公开数据集来进行训练，以达到提高模型泛化

性能的目的；而半监督学习则是介于上述两者之间，既可以

使用少量的标注数据集来提升模型的准确性，也可以使用大

量未标记的数据集来训练模型，以便更好地处理未知类别的

数据。然而，当前检疫设备图像识别研究大多仅采用一种算

法，难以满足日益丰富的检测需求，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

应不断丰富算法类型，尝试不同的算法组合方式，以便更好

地应对新的挑战
[3]
。

3.开发智能辅助工具

传统的检测方式以人工为主，机器为辅，费时费力，而

智能化的检测手段能够有效地提高检测工作的效率。人工智

能是一种有效的信息处理手段，已经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的

各个领域。因此，海关检疫部门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积极

与专业机构合作，开发适用于检疫设备检验的智能工具，辅

助检疫人员更准确、快速地完成设备检验任务。比如，通过

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设备的潜在问题，从而提出解

决方法。同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对检测设备的实

时监测，并检测出可能存在的隐患。通过引进智能化的检测

手段，在降低人为误差的情况下，可以极大地提高检测的效

率和准确度。

4.促进资源共享

检验检疫人员应该增强资源共享意识，将人工智能技术

应用于检疫设备检验工作中，充分利用计算机、手机等多种

设备进行数据共享。在此基础上，通过网络平台、数据库等

手段，可以充分地进行信息交换和共享，从而推动我国各区

域卫生检疫检测机构间的长期合作。这对检验检疫工作人员

业务素质的提高，促进我国检验检疫工作的改革与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5.实现智能诊断

检疫检验人员应积极学习人工智能技术，在设备出现故

障时，及时运用该技术进行智能诊断，并根据具体情况提出

相应的解决措施。比如，在对一批次的仪器进行检测时，如

果检测人员发现仪器的某个部位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如果

不能查明原因，可以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对仪器进行全方位的

分析，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解决问

题。

6.完善数据收集

我国海关在使用智能检验仪器的初期，存在着数据规范

不统一，各系统间不能进行有效的信息交互，导致了大量的

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针对上述问题，各个部门应加强交流，

构建一个良好的协作机制，构建一个开放的、共享的、标准

化的数据库平台，把各个业务子系统集成在一起，利用电子

口岸和公共服务平台对各个业务子系统进行集中处理，从而

满足数据交互、资源共享的需求。同时，各个部门也可以通

过大数据分析，深入挖掘这些数据中蕴含的信息，为政府的

决策提供支撑。

7.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信息技术已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各类网络犯罪也随之出现。所以，要保障人工智能的健

康发展，必须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另外，还需要建立一套

严密的数据管理体系，让企业和个人对数据的责任与义务更

加清晰，在数据的采集、存储、使用、删除等各个方面都要

加强监督，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在此基础上，还应注意对个

人隐私的保护，避免信息的泄漏。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利

用这些资料，为检验检疫仪器的质量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结语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外贸的快速增长，

为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很大的机遇。与此同时，由于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贸易往来日益频繁，给我国带来了

很大的挑战。同时也给我国对外贸易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其

中有害生物输入对我国带来的威胁尤为严重。检疫设备作为

一种能够有效地保护人类健康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维

护国家经济利益、促进贸易发展等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需

要加强检疫设备检验工作，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提高检疫设

备检验工作效率，为实现检疫设备检验工作现代化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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