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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边缘计算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两者结合催生了一种新兴计算范式———边缘智能,在推动边缘计算技术优化的

同时助力解决人工智能在“最后一公里”落地的关键问题.因此,边缘智能在工业物联网、智慧城市、无人驾驶、无人作战、疫情

防控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吸引了国内外政府、工业界与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基础科学理论、关键技术方法、新兴系统及

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诸多创新性和突破性的成果.«计算机科学»策划了“边缘智能协同技术及前沿应用”专题,希望能为相关

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交流合作、发布最新前沿科研成果的平台,促进学术界和工业界的深度融合,推动中国计算机领域的发展.

本专题采取定向邀请和自由投稿相结合的方式,最终有９篇论文入选,其中每篇稿件至少邀请两位专家进行两轮及以上的审

稿,根据研究方向其大体可以分为３类:基于协同的边缘智能框架设计与理论优化、边缘智能的协同资源管理和调度机制、面向

未来空天地一体化网络的协同边缘智能方法.

近年来传统云计算模式下人工智能框架与理论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广泛的应用,但由于边缘智能面临着算力有限、数据多

源异构、应用场景复杂等挑战,在迁移至边缘计算场景时或多或少存在一定局限.为此,以提高边缘智能模型部署效率为目标,

北京理工大学的赵健鑫等针对高异构边缘部署场景,提出了一种以优化内存密集型运算为目标的系统级解决方法,实现了深度

神经网络(DNN)模型在多目标上的有效编译与部署.此外,考虑到异构终端设备数据聚合对边缘智能化水平的重要性,山东

大学的于东晓等研究了单跳端到边缘通信网络中的加权数据聚合问题,提出了一种分布式端边协同方案和多臂老虎机(MultiＧ

armedBandit,MAB)算法,实现了端侧设备数据聚合的公平处理与信道优化.而面对边缘智能持续学习模型的灾难性遗忘问

题和算力受限的挑战,北京理工大学的刘驰等提出了一种面向边缘侧的,能够有效利用大量无标注样本及少量有标注样本的低

开销的半监督持续学习方法EdgeHierarchicalMemoryLearner(EdgeHML),实现了边缘侧高性能、低开销的半监督持续学习.

人工智能模型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对算力的需求也大幅度提升,而边缘设备算力异构、需求实时多变等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掣

肘了人工智能在边缘端的模型训练和推理效率.因此,如何基于云边端协同架构探究边缘智能的协同资源管理和调度机制得

到了广泛关注.针对多用户和多边缘服务器的 MEC系统,苏州大学的杨哲等提出了一种基于博弈论的双向更新策略(TwoＧ

wayUpdateStrategybasedonGameTheory,TUSGT),以确定每个边缘服务器的最优任务选择,并采用 EWA(Exponent

WeightAlgorithm)算法,在结合任务完成情况实时更新参数的同时提高了整体的任务完成率.针对边缘智能驱动的工业物联

网中边缘服务提供商(EdgeServiceProviders,ESPs)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对系统性能的影响,广西高校智能网联与场景化系统重

点实验室的叶进等提出了一种数字孪生辅助边缘智能的联盟博弈资源优化方案,有效提高了系统多维资源利用效率和 ESP的

平均效用,并在大规模边缘智能系统中表现出了更好的适应性.考虑到任务多源异构特征,国防科技大学的吴亚辉等将移动群

智感知技术应用于军事末端感知中,结合移动群智感知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特点,对移动群智感知中的任务分配方法进行了

研究,提出了一种面向系统效益的在线任务分配策略,在实现任务在线合理分配的同时增加了系统效益.

６G网络范式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热点,边缘智能协同技术助力探究面向未来空天地一体化网络构建方法,为６G网络

范式的研究提供了一定前瞻性的参考.吉林大学的杨馥宁、王恩等考虑到无人机的覆盖要求、地理公平性与能源充电问题,面

向基于无人机调度的高效移动群智感知,提出了一种分组多智能体深度强化学习方法,实现了分布式无人机高效调度并有效提

升了训练效率.福州大学的张建山、陈星等研究了一种空Ｇ天Ｇ地一体化的移动边缘计算系统,并设计了一种双层优化算法对无

人机的部署位置、地面设备与无人机之间的链接关系以及计算任务的卸载比例进行联合优化,从而实现了系统内系统平均任务

响应时延最小化.考虑到深空环境复杂且未知,通信时延长,星上计算资源有限,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袁家斌等提出了一种面

向深空探测任务的数字孪生云边端协同框架,在虚拟空间层利用着陆巡视器、环绕器与地球云中心三端协同的计算资源,决策

其最优执行策略返回给物理空间层的着陆巡视器,并提出了一种自适应遗传算法,以有效缩短任务完成时间和减少能耗.

近年来,我国边缘智能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期待未来我国在该领域有更多开创性的科研成果助力

我国占领人工智能科研高地,并以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推动成果转化,进而赋能数字中国建设.最后,感谢«计算机科学»编委

会和编辑部对专题工作的指导和帮助,感谢本专题的评审专家为该专题的辛苦付出,感谢专题的投稿作者! 希望本专题能对边

缘智能协同技术的进一步研究和发展有所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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