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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技术在人工智能应用的研究

陈成武 张 莹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 广东 肇庆 506020

摘 要：电子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融合正引领科技革命的新浪潮。数据采集、处理、传输与存储技术的革新为

人工智能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硬件基础的不断升级，如高性能芯片和传感器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人工智

能的广泛应用。在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能家居及智能医疗等领域，人工智能展现出巨大潜力，显著提升了生产效

率、城市管理效率、生活便捷度和医疗水平，预示了未来科技社会的智能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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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电子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已

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塑

造了现代科技的全新面貌。电子信息技术为人工智能提

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源和强大的硬件支撑，而人工智能则

通过深度学习、大数据分析等手段，不断挖掘数据的价

值，推动各行业向智能化转型。本文旨在探讨电子信息

技术在人工智能应用中的基础作用及具体应用，展望科

技融合的未来前景。

1��电子信息技术概述

电子信息技术，作为现代科技的基础，其定义广泛

涵盖了计算机硬件、软件、通信技术以及传感器等多个

方面，旨在实现对图像、声音、数字及视频等多元化信

息的获取、处理、传输和存储。这一技术的范畴包括了

传统的电子技术，如二极管、三极管的研发与应用，更

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演进至集成电路、半导体等高科

技领域。信息技术也经历了从最初的文本处理到如今全

面电子化的深刻变革，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信息化进程。

在发展历程中，电子信息技术不断突破，从早期的电子

管计算机到如今的量子计算机，每一次技术的革新都带

来了生产力的飞跃。当前，这一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各个

领域，如智能制造中，通过集成物联网、大数据等技

术，实现了生产过程的智能化、自动化与高效化；智慧

城市构建中，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提升了城

市管理效率与居民生活质量；智能家居领域，通过传感

器、语音识别等技术，为用户提供了更加便捷、舒适的

生活体验。这些应用展现了电子信息技术的强大功能，

更预示了其未来无限的发展潜力。随着科技的不断进

步，电子信息技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将更加深入，

两者将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社会向更加智能化、高效化

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见证更多创新技术

的涌现，以及这些技术在各个领域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2��电子信息技术在人工智能中的基础作用

2.1  数据采集与处理
电子信息技术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基础作用，特别是在数据采集与处理方面。在当今数

字化时代，数据量呈爆炸式增长，如IDC所预测，到2025
年全球物联网连接设备数量将高达251亿台，这无疑为
人工智能带来了海量的潜在训练资源。电子信息技术中

的爬虫技术能从互联网上抓取大量的数据，如在电商领

域，获取商品信息、用户评价等数据。而传感器技术则

应用于更广泛的现实场景中，无论是工业生产线上的温

度、压力传感器，还是环境监测中的空气质量、水质传

感器，都在源源不断地产生数据。这些通过不同手段采

集到的数据，构成了人工智能模型训练的基础。然而，

原始数据往往存在噪声、缺失值和不一致性等问题，这

就凸显了数据处理技术的重要性。数据清洗技术去除数

据中的噪声和错误值，确保数据的准确性。数据整合能

将来自不同数据源的数据合并在一起，使其具有一致

性。特征工程则是从原始数据中提取出对人工智能模型

有意义的特征，能提高模型的准确性和性能。通过这些

数据处理技术，电子信息技术能将采集到的原始数据转

化为适合人工智能模型训练的高质量数据，推动人工智

能的发展[1]。

2.2  数据传输与存储
（1）5G技术的横空出世，无疑为数据传输领域带来

了革命性的变革。与4G网络相比，5G网络的传输速度实
现了质的飞跃，据专业机构评估，其速度可达4G的10至
100倍。这一提升意味着数据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传
输，更重要的是，它为人工智能设备之间的实时数据共

享和高效处理提供了可能。在自动驾驶、远程医疗等需

要低延迟、高带宽支持的场景中，5G技术无疑为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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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广泛应用铺平了道路。（2）云计算技术的崛起，为
人工智能的数据处理和存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捷。云

计算以其强大的计算和存储能力，为人工智能提供了几

乎无限的资源支持。在云计算的助力下，海量数据得以

被高效处理，复杂算法得以快速运行，推动了人工智能

技术的不断突破；云计算的弹性扩展能力也意味着，随

着人工智能应用的不断深入，其数据处理和存储需求可

以得到及时的满足，为人工智能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

的保障。（3）5G技术与云计算的结合，更是为人工智能
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

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其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日益

广泛，为人类社会的智能化转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随

着5G技术的高速率、低延迟特性与云计算的弹性计算能
力相结合，人工智能得以实现更快速的数据处理和更精

准的决策。这种技术融合提高了智能系统的响应速度，

还增强了其处理复杂任务的能力。在医疗、教育、交

通、制造等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正变得越来越深入，

提升了服务效率和质量，推动了各行各业的数字化升

级，为构建智慧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2.3  硬件基础
电子信息技术在人工智能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基础

角色，尤其是在硬件基础方面。高性能芯片是人工智能

得以高效运行的关键硬件支撑。图形处理单元（GPU）
和张量处理单元（TPU）在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和推理过
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NVIDIA在深度学习领域展
现出强大的优势，据其估计，其GPU在该领域的市场份
额超过80%。GPU具有高度并行化的架构，能同时处理大
量的数据运算，这使得它非常适合深度学习算法中大量

矩阵运算的需求。TPU则是谷歌专门为加速机器学习工作
负载而设计的芯片，它在处理张量运算时具有更高的效

率，能提升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速度和推理速度；传感

器技术为人工智能赋予了实时的环境感知能力。在自动

驾驶领域，这种能力尤为重要。如激光雷达能够通过发

射激光束并接收反射光来精确测量周围物体与车辆之间

的距离，构建出车辆周围环境的三维模型。摄像头可以

捕捉车辆周围的视觉图像，图像识别技术来识别道路标

志、交通信号灯、行人以及其他车辆等。这些传感器所

获取的数据为人工智能系统提供了实时的环境信息，使

其能做出准确的决策，如车辆的行驶路线规划、速度控

制等，保障了自动驾驶过程中的安全性和可靠性[2]。

3��人工智能在电子信息技术中的具体应用

3.1  智能制造
（1）从市场规模来看，据权威市场研究机构预测，

到2025年，全球智能制造市场规模将逼近万亿美元大
关，这一数字彰显了智能制造的广阔前景，也预示着人

工智能技术在其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人
工智能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如预测性维护、智能生产

线等，正在深刻改变着制造业的生产模式。预测性维护

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设备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测和

预测，有效避免了因设备故障导致的生产中断，提高了

生产效率和设备利用率。而智能生产线则通过自动化、

智能化的生产方式，实现了对生产过程的精准控制和优

化，提升了产品质量和生产灵活性。（3）电子信息技术
作为智能制造的重要支撑，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提供

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实时的数据监测和传输能力，电子

信息技术将生产现场的各种信息实时反馈给人工智能系

统，使得系统能根据实时数据做出更加准确的决策和调

整。这种实时的数据交互和反馈机制，提升了生产过程

的智能化和自动化水平，也为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

能化升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和

电子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制造领域将迎来更加广

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加深入的变革[3]。

3.2  智慧城市
电子信息技术领域，人工智能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

应用日益凸显。智慧城市涵盖了智能交通、环境监测、

公共安全等多个关键方面。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预

计到2025年，全球智慧城市市场规模将达到数千亿美元
的庞大体量，这充分彰显了其广阔的发展前景。在智能

交通方面，人工智能借助电子信息技术收集到的海量数

据，如车辆行驶轨迹、交通流量等，通过先进的大数据

分析和精准的预测模型，对交通状况进行实时分析和预

测。如能提前预测交通拥堵的发生地点和时间，为交通

指挥中心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优化交通信号控制，引

导车辆选择更畅通的路线，有效缓解城市交通压力，提

高通行效率。环境监测也是人工智能在智慧城市中的重

要应用场景。利用各种传感器采集的环境数据，包括空

气质量、水质、噪音等，人工智能进行实时监测和深度

分析。通过建立复杂的环境模型，精确判断环境质量的

变化趋势，及时发现污染源，并为城市环保部门提供针

对性的治理方案，保障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质量。在公

共安全领域，人工智能更是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

对城市中的监控视频进行智能分析，快速识别异常行为

和潜在的安全隐患，如人员聚集、非法入侵等。如果发

现异常情况，能立即发出警报并辅助相关人员进行快速

处置，提升了城市公共安全保障水平，使城市治理更加

高效、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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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智能家居
（1）从市场规模的角度来看，智能家居市场呈现出

持续增长的态势。据知名市场研究机构Statista的预测，
到2025年，全球智能家居市场规模有望达到近2000亿美
元，这一数字彰显了智能家居市场的巨大潜力，也预示

着未来智能家居将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电子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的结合为智能家居设备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智能化和个性化体验。智能音箱作为智

能家居的代表产品，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

现了与用户的智能交互，为用户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

的语音控制体验；智能门锁等安防设备的应用，也提升

了家居的安全性。这些设备不仅具备传统的锁具功能，

还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远程控制、异常报警等功

能，为用户的家庭安全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3）值得
注意的是，智能家居的智能化和个性化并不仅限于单一

设备的应用。电子信息技术的连接和整合，智能家居系

统将各个设备有机地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智能化的家居

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各个设备之间可以实现

信息共享和协同工作，为用户提供更加智能化、便捷化

的家居生活体验。如智能照明系统可以根据用户的习惯

和时间自动调整光线亮度和色温，智能温控系统则根据

室内外温度差异自动调节室内温度，为用户创造一个舒

适、节能的居住环境。总的来讲，电子信息技术与人工

智能的结合正在推动智能家居领域向着更加智能化、个

性化的方向发展，未来智能家居将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4]。

3.4  智能医疗
智能医疗作为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电子信息技术的关

键领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革新传统医疗模式。当

下，医疗大数据呈爆发式增长，据相关统计，全球医疗

数据量每年以超过30%的速率递增，海量的数据为人工
智能大展拳脚提供了肥沃土壤。疾病诊断阶段，基于深

度学习的图像识别技术优势尽显。以肺部CT影像诊断为
例，人工智能模型经过对数十万份带有标注的肺部影像

数据学习后，在识别肺部小结节这一早期肺癌关键指征

时，敏感度能达到90%以上，远远高于传统人工阅片的
准确率，极大地助力医生尽早发现肿瘤、病变等隐匿病

症，为患者争取宝贵的治疗时间。个性化治疗层面，人

工智能同样表现卓越。当整合患者的基因信息、复杂病

史以及实时生理指标等多源数据后，通过机器学习算法

构建的模型，在短短几分钟内从数以万计的治疗方案中

筛选并优化出最适配个体的精准方案。临床数据表明，

遵循人工智能推荐方案治疗的患者，其康复周期平均缩

短约15%，治疗有效率提升近20%。健康管理领域，智
能穿戴设备功不可没。如今市面上的智能手环、智能手

表等，已能实时、精准地监测心率、血压、睡眠质量等

多项生理指标。一项涵盖数千名用户的调研显示，长期

佩戴智能穿戴设备并遵循其健康预警与个性化建议的人

群，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降低了12%，整体健康水平显著
提升，人工智能与电子信息技术融合而成的智能医疗，正

全方位重塑医疗生态，为人类健康福祉注入磅礴动力。

结束语

综上所述，电子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融合正深刻

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从智能制造到智慧城

市，从智能家居到智能医疗，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日益

丰富，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捷和高效。未来，随

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人工智能将在更多领域发挥重要作

用，推动社会向更加智能化、高效化的方向发展。我们

期待这一科技革命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郑海花.电子信息技术在人工智能应用的研究[J].电
子世界,2021(19):9-10.

[2]刘述坤.电子信息技术在人工智能应用的研究[J].电
子通信与计算机科学,2021,3(6):2-3.

[3]尚欣烨.关于电子信息技术在人工智能应用的研究
[J].科学与信息化,2019(28):41-42.

[4]孔何磊.电子信息技术在人工智能应用的研究[J].商
品与质量,2019(28):1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