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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民互联网时代和大数据时代背景之下，人工智能逐

渐被人们广泛接受并使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是密不可分

的。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领域，如智能机器人、仿真系统

等，它们都需要大量的数据分析和数据支持，大数据能够促

进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完善，能够给人工智能提供更高效率和

更具时效性的数据资料和信息，通过计算机技术可以快速解

决人工智能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并对出现的故障问题和解决

方案进行备份，方便下次技术优化和改进。在人工智能中，

海量的数据信息是人工智能整体协作的基础，能够方便人工

智能处理好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和管理。运用大数据技术可

以充分挖掘人工智能储存的海量数据中的各种规律，将这些

数据转化成知识，再将知识转化为大数据，方便后人进一步

探讨和分析，进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2 大数据技术概述
2.1 大数据概念

大数据顾名思义就是指将各种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并将

其分类储存。在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大数据技术使

用成本低，使用方式快捷迅速，传播速度快，在互联网领域

和各种智能化领域中被广泛使用 [1]。在信息时代，信息技术

在快速发展，大数据技术也在不断增强，大数据的信息价值

不可低估，采取充分有效的技术手段利用大数据技术会带来

很好的收益和效果。

大数据承载数据的体积大，内容类型丰富多彩，存储方

便，且无论是利用度还是传播度都相对而言十分迅速。现如

今人们所使用的一般数据移动硬盘都更新至以 TB 单位，如

果是电脑或者计算机的话，容量更大，许多工业计算机的数

据储存容量达到 EB 单位。大数据的数据类型也具有多样性，

可以储存任何种信息形式，如文本、PPT、表格，或者视频、

图片、音频，甚至一些网络浏览痕迹、地理位置信息、电脑

运行数据等。一切能以信息形式呈现出来的数据都能够被大

数据技术进行存储和使用。

2.2 大数据的收集和储存
大数据的收集不仅是简单地将数据进行整理和收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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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将大量的数据整合为一个整体 [2]。大数据技术通过自身

的内在特点将储存数据通过分类整理，一部分是需要使用的

数据，一部分是不需要使用的数据，一部分可以是经常使用

的数据，还有一部分可以为异常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的管

理可以很快地根据数据资料信息找出内在关联，从而能快速

预测信息，最快提出解决方案和优化信息。部分异常数据并

不会对大数据总体产生影响，相反，大数据需要这些异常数

据的存在，能够提高其对数据分类的敏锐度，从而能够提高

数据整理和分析的准确度和精确度。

大数据的储存空间很大。大数据能够对所储存的数据进

行空间分析，对重复和利用度低的数据进行整合或者删除，

将使用度高或者价值较高的信息提取出来，就会有更多的使

用空间和储存空间。

2.3 大数据的优势
在没有进入信息时代之前，我们传统的收集数据或者解

决问题的方法只能通过实地调查和研究，从研究中提取数

据，分析这些数据再寻找出合适的解决方案。这一过程耗时

耗力，周期长且人为测量误差较大，精确度并不高。而在大

数据时代背景之下，大数据技术数据储存丰富，提取速度快，

通过全样本的方式能够快速地寻找出所在问题，并给出合适

的解决方案，还能对各种方案进行备份，方便以后快速查找

和使用 [3]。大数据技术能够研究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也能

分析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关联性，比传统的调查研究方法

更具新颖性和独特性。大数据的新思维计算方法正式传统的

数据整合方法所不具备的，且其能完美适应信息时代发展和

科技快速发展的要求。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中，大数据技术处理和分析数据

更加智能高效。利用大数据技术不仅能快速处理数据，实现

信息智能化，同时还能加工数据实现数据增值效果。大数据

技术可以直接将信息与用户进行匹配，利用快捷方式直接处

理数据，实现快速化分析数据和传输数据。传统数据并不能

做到这一点，传统数据无法分析用户的行为习惯，无法精准

分析与投放，无法精确得出用户具体所想和行为习惯。大数

据技术却很好地体现这一点。

3 大数据技术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的应用
3.1 人工智能机器人

人工智能机器人比普通的机器人智能化更高，其在认知

层面和操作层面更符合人的行为习惯，通过大数据技术的融

合，可以快速查找到体验用户所需要的各种信息和资料，可

以第一时间播放音乐、视频和电视电影等。通过大数据技术

的应用，人工智能机器人可以实现像人类一样思考和行动。

通过眼球识别人类的行为习惯和面部表情，可以经过算法和

数据整理准确分析出人类的决策方式和喜怒哀乐。目前有许

多公司致力于创造人工智能机器人，已经有许多智能机器人

实现与人下围棋、下象棋，人工智能机器人与人类进行魔方

比赛，举办人工智能机器人运动会比赛等。除了分析行为，

人工智能机器人还可以通过海量的大数据来模仿人类的思

维行动。已有上市智能公司研发智能机器人与人类比拼最强

大脑挑战赛。也有智能机器人配合警察进行嫌疑犯追踪，这

种技术是通过人工智能脑中的大数据技术，对追踪人物对象

进行云追踪和搜索，较为先进和新颖。大数据技术融合的人

工智能机器人丰富了人类的生活和体验 [4]。

3.2 智能制造
工业和重工业都是一个国家在发展中必须具备和拥有的。

而在智能化背景时代下，智能制造成为未来制造业和工业发

展的潮流趋势。智能制造意味着在生产的全过程无须由人类

进行，可以全部由机器或者机器人进行工作替代。这使得整

个生产过程中，人类更具自主性。人类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

而使用智能机器进行生产可以完全克服这种缺点。智能制造

可以全天候无时间限制地进行生产和制造，对于复杂和有高

技术要求的生产过程可以完全由机器或者机器人进行替代生

产，人类可以直接在操作间进行操作，便利了人类的生产活

动进行。在生产设备上，添加应用了大数据技术的智能设备，

如传感器、控制器等，在生产环节中添加信息化设备和网络

化设备。现代社会中，由于大量使用机器生产，机器经常会

发生故障和一些问题，而在大数据应用的智能制造技术下，智

能化设备可以进行自我诊断和自我维护功能，智能设备可以对

所发生的故障问题进行数据备份和储存，方便下次进行自我诊

断，这可以直接降低设备发生故障的概率，工作人员可以根据

数据分析对设备的运转情况进行直接的了解和预测，有效维护

了工厂生产的安全，也大大提高了工厂的生产率。

3.3 智能电网
中国的国家电网目前也在普及智能化电网管理。大数据

技术可以应用在电网配电和供电的环节，也可以在电力监控

中发挥其作用。利用大数据技术，配电设备同样可以进行自

我诊断和自我检测 [5]。当边远地区的配电箱出现故障问题时，

控电室的工作人员无法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这个时候就可以

根据智能设备收集的大数据直接在平台进行分析和自我诊

断，方便工作人员进入现场直接进行检修。节约了检修时间，

也给周边地区的居民生活带来了便利。

3.4 智能物流
网购时代的发展，让物品运输行业也迈入了新的发展阶

段。在大数据商业模式发展中，智能物流必不可缺。智能物

流可以通过信息拣选和数据分析，采用人工智能技术、自动

识别技术等充分整合物流资源，大大提高物流服务的效率。

在中国物流业需求量大增的情况下，智能物流的应用与发展

是时代发展的潮流与趋势。

4 结语
综上所述，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都是信息时代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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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表明，以 CNT 作为单一导热填料时，长径比

大的 CNT 更有利于改善硅脂的导热性能。当 CNT 为总填料

量的 6%，复合碳材料填料中 CNT 和 3D rGO 的质量比为

3 ∶ 1 时，复合导热硅脂的导热率提高近 26%，因为短而

细的 CNT 对 3D rGO 起分隔和桥接的作用，二者相互搭接

而形成的三维热传导网络，更有利于导热硅脂热传导性能

的提升。

硅脂的流动性强，硅脂导热性能随着吐温添加量增加而

明显提升，随后提升效果逐渐减弱；硅脂的流动性差，硅脂

导热性能随着吐温添加量增加在起初时提升并不明显，随后

提升效果逐渐突出，导热性能提升较大。由此可得知，表面

活性剂（吐温）对硅脂导热性能的影响与硅脂流动性有关。

6 结语
导热硅脂在散热材料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以及其广泛的应

用领域，是因为其具有高导热率、减震性、绝缘性好且耐高

温 [10] 等特点，现今，中国导热硅脂技术仍需提升，产品质

量不均匀，甚至存在不合格，致使大量高端市场一直被其他

国家公司占据。

目前，导热硅脂产品的导热性还没能达到理想值，因为

导热硅脂的制备工艺根本上都是由硅油基体与最常见的导

热填料混合均匀后的复合，所以导热硅脂的研究方向应在降

低其生产成本的同时，进一步提升热导率和边界润滑性等方

面的问题。因此，进行高导热复合材料或者聚合材料的研究

和探索新型高导热填充粉体将会是导热硅脂研究的新方向，

新型生产制备方法和生产工艺的复合填料导热硅脂必将广

泛地应用于发热电子元器件、航空航天以及机械制造等众多

重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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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趋势。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可以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

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大数据的发展需要我们提高网络安全的

保护意识，不断提高网络安全性能，保护全行业的发展，提

供智能信息维护，不断提升和优化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技

术，为人类带来更便捷和更优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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