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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赋能百业，深度融合实体经济“新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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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会场内有一座

“虚拟电厂”， 它利用人工智能大脑发

出指令，以数据为“燃料”、用商业楼宇

当“机组”、靠物联网当“机房”，在无形

中产出了实实在在的绿色电能。

全市电力如何调
配？AI大脑：我来算！

在“虚拟电厂”运营管理与监控平

台上按下“削峰”键，将运行负荷下调1

兆瓦，沙盘上的“机组”之一上海中心

大厦模型立即对指令进行响应———模

型上代表着用电负荷的小风扇转速骤

然下降。昨天，记者在国家电网上海市

电力公司展区直观体验了一番虚拟电

厂是如何“发电”的。

其实，这座“虚拟电厂”运用了人

工智能、能源互联网等技术，把全市电

网中许多分散的电力负荷整合起来，

聚沙成塔，变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可控

制的负荷资源，通过这座“看不见的电

厂”，既能“削峰填谷”调配电力资源，

又能助力节能减碳。现实中，这个小风

扇代表的就是大型商业楼宇内几台空

调主机的暂时关闭、 无人搭乘的电梯

暂时停运或地下车库部分照明的短时

熄灭。 这些暂时不需要、 节省下来的

电，就可视作为这座“虚拟电厂”发的

电，大型商业楼宇就是发电的“机组”。

那么，“虚拟电厂” 是怎样运作的

呢？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在收到调度

中心的指令后， 它的人工智能大脑就

开始飞速计算了， 现在有多少可调配

电量 、要怎么才能达到 “削峰 ”或 “填

谷” 的目标…… “AI大脑能迅速分析

‘脑海’ 中存储的海量电网负荷数据，

一边预测电网负荷、 一边估算它能调

控的负荷，把两边一匹配，就能画出一

条负荷曲线，把指令发给用户。”工作

人员解释。

为了让AI大脑轻装上阵，“虚拟电

厂” 还运用物联网的边缘计算技术为

它“减负”。工作人员解释说，所谓边缘

计算， 就是把一些数据在用户端提前

算好， 参与的多个大型商场楼宇分散

在各处， 它们的日常电力负荷数据就

可以在其内部先汇总算好， 再发给AI

大脑，这样就不用把所有零散的、单个

的数据都发给AI大脑统一计算了，既

提高AI大脑运算效率， 又避免出现数

据“堵车”情况。

除了调配电力，“虚
拟电厂”还有这些能耐

AI大脑不仅能算负荷，还精通电价。“削峰”时，AI大脑能

根据交易中心给出的电价计算出应当给参与行动的用户多少

电价奖励。

而“虚拟电厂”的能耐就更大了。5月5日凌晨1时，位于浦东

新区成山路的公交充电站内150台智能充电桩同时开启充电模

式， 临港多家大型制造企业的生产线不约而同开足运行马力，

遍布全市的近万个5G通信基站内蓄电池机组启动储能……3小

时后，上海市电力需求响应中心的数据显示，整个电网的用电

负荷上升41.2万千瓦，约占夜间电网低谷负荷总量的3.3%。

除了“削峰”节电外，“虚拟电厂”在低谷时期的“填谷”还

能更多利用水电等清洁能源。数据显示，水电等清洁能源占上

海电网夜间总电量的20%以上， 适当提升夜间用电负荷能有

效消纳这些不易储能的清洁能源，减少碳排放，同时减少发电

机组的能效损耗。

据国网上海电力介绍，在此前一次“双碳”主题“虚拟电

厂”需求响应行动中，不到两天时间，“虚拟电厂”就累计调节

56.2万千瓦的电网负荷，消纳清洁能源123.6万千瓦时，减少碳

排放约336吨。

此外，通过运用信息物理系统（CPS），“虚拟电厂”中的大数

据还能用来摸排用户的碳排放情况，科学指导他们减碳降排。

疫情防控“功劳簿”上，AI也应记上一笔
从临床医疗诊治到未来智慧医院———

人工智能加持下， 智慧医院长啥样？

AI将怎样改变临床医疗的诊断和治疗？在

昨天举行的2021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

健康、智享未来”健康高峰论坛上，与会者

纷纷给出答案。

防疫技术研究中应用了AI

    论坛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 、 著名呼

吸病学专家钟南山通过视频发表主旨演

讲。 “面临当前的新冠疫情， 我们在疾

病的监控预警、 在病毒的溯源 、 在防控

救治、 在疫苗研发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

大成就和成果。” 他说， 其中， 结合人工

智能的技术研究也是令人瞩目的。

据钟南山介绍， 目前 ， 国家呼吸系

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联合中科院 、

科研机构和AI企业， 共同打造了 “人工

智能呼吸健康大数据的云平台”； 此外 ，

我们还建立了全球疫情控制的趋势预测、

AI新冠肺炎影像的识别、 AI药物的筛选、

AI肺功能管理和质控的人工智能新一代

技术平台， 从临床医疗、 科研教学 、 卫

生防疫、 公共应急、 健康服务等方面加

快健康资源供给、 提升质量 ， 对医疗卫

生管理和服务新模式进行有益探索。

联影医疗技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薛敏举例说， 去年联影推

出的人工智能天眼CT产品， 可以基于CT

图像自动标记病灶， 辅助医生进行诊断，

“在疫情防控中， 它减少了医生与病患接

触的频率， 能有效避免交叉感染”。

AI改变医疗手段、医疗模式

接下来， AI还能为医疗健康事业做

些什么？ 中国科学院院士、 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院长樊嘉说： “人工智能赋

能医疗健康， 改变了医疗手段 、 医疗模

式， 为健康行业带来巨大变革 ， 医院也

正通过数字化建设推动临床诊疗 、 运营

管理更加规范， 提升病理分析能力和为

患者服务的能力。”

“中国的医疗卫生战略将变为以健

康为中心， 代替此前的以治疗为中心。”

钟南山说， 这也意味着， 健康医疗工作

的重点要放在上游， 让人们健康 、 少得

病、 不得病或只得小病， 而这也离不开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的赋能 。 他说 ，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医疗 、

健康、 公共卫生领域， 推动全球医学基

础研究、 临床应用研究以及药物器械研

发， 在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防诊治效率、

降低服务成本等方面也有出色表现。

未来智慧医院从“有”到“无”

樊嘉透露， 由中山医院和青浦区合

作共建的长三角 （上海） 智慧互联网医

院， 是长三角示范区的第一家智慧互联

网医院， 也是国内第一家开通线上异地

医保结算的互联网医院， 已于去年10月

建成并投运。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互联

互通。” 他说， 这座医院以5G互联网技术

赋能， 建成远程门诊、 远程多学科会诊、

远程超声、 远程影像、 远程检验 、 智慧

病房等多个平台 ， 依托医院的AI中枢 ，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和青浦区的居民都

可享受与来中山医院就诊一样的服务。

有趣的是， 未来智慧医院的追求从

“有”变成了“无”。 樊嘉解释道，智慧医院

将是“无院墙的医院、无感的技术支撑、无

微不至的个性化服务、 无障碍的便捷服

务”。 而借助人工智能手段，将最终形成以

患者为中心的未来医疗新模式。 “具体来

说， 患者诊前就可实现居家智能预问诊、

精准预约挂号、 人性化院内导航导引，在

诊中有数据互联诊室服务，诊后还有AI远

程随访、用药管理等。”

AI化身“田螺姑娘”，助力教师因材施教
既能给学生作业打分，还能进行智能化辅导

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教育的数字化转

型？ 在2021世界人工智能大会AI赋能教

育数字化转型主题论坛上， 国内外教育

领域 、 人工智能领域的大咖们给出了

解答 。

AI 助力打造“没有围
墙”的学校，实现因材施教

AI能给教育带来什么 ？ 与会大咖认

为， AI能让因材施教变得切实可行 ， 带

动教育体系的变革。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 教科文卫委

副主任委员杜玉波表示， 人工智能可以

打造 “没有围墙” 的学校， 让学习跨越

语言和文化的差异， 缩小国别和区域之

间的差距； 人工智能还可以化身为智能

导师和虚拟助教， 利用数字画像 、 知识

图谱和学习分析技术， 帮助教师真正读

懂学生， 精准推送学习资源 ， 为每位学

生提供适合的学习指导和学习方案 ， 推

动大规模标准化教育向大规模个性化学

习的转型。

科大讯飞副总裁 、 教育技术首席科

学家王士进说， AI一方面可以替代人工

完成重复工作， 节省老师和学生的时间；

另一方面， 通过深度学习功能 ， AI能发

掘出学生最感兴趣、 最擅长的领域 ， 并

有针对性地、 用最科学的方式帮助他们

实现效率最大化。

微软亚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周礼栋

则带来了一个 “田螺姑娘 ” 的故事 。

“田螺姑娘” 一到晚上就悄悄地把累活给

干了， 那么， 谁来把老师从大量重复的

作业批改工作中 “解放” 出来 ， 把更多

精力投入到对学生个性化的辅导中 ？ 这

个 “田螺姑娘” 就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开

发的中文写作智能辅导系统 “小花狮 ”。

周礼栋解释道， “小花狮 ” 能在几十秒

内识别出学生作文中的语病错误 ， 也可

以圈出文中的亮点之处， 综合在一起给

学生作业打分， 甚至还能进行智能化辅

导， 告诉学生该在哪些方面进行拓展学

习， 并提供相关的练习资源。

机器增强了肌肉的力
量，AI 能代替人类思维吗

2007年图灵奖得主约瑟夫·斯发基斯

在远程视频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 “工

业革命时， 我们发明了机器 ， 相当于增

强了人类肌肉的力量， 那么， 信息时代，

我们能够用AI代替人类的思维吗 ？” 他

说， 对学生们来说， 在利用人工智能时，

必须要了解人工智能的正反两个面 ， 以

及过度使用可能会有哪些危险 ， “我们

可以利用AI， 但要确保产出的知识是真

实的， 并且是中立无偏见的。” 同时， 我

们还要明确AI和人类思维的差异 ， 用机

器替代人力不是什么大事 ， 但一旦我们

失去学习知识和作出判断的能力 ， 后果

将会很严重， 毕竟这是人类的本质所在。

杜玉波也表示 ，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

刃剑， 人工智能既给教育带来巨大机遇，

也带来一系列重大挑战 。 在人工智能时

代， 我们不得不置身于数字化情境 ， 这

就带来了信息茧房和算法偏见等问题 ，

同时随着人机共教成为可能 ， 如何适应

新的形势， 如何构建新的教育伦理 ， 这

些是全球智能教育面临的共同挑战 。 我

们要追随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抓紧完善制度规范， 有序引导人工智能

教育应用 ， 构建覆盖全面 、 规范有序 、

协调一致的应用规则， 确保包容性和公

平性， 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和

人文情怀。

■本报见习记者 张天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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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观众在惠普 AI 智能生活体验展区体验智慧

应用。

茛优必选科技带来了人工智能教育 、 智慧物

流、 智慧党建、 智慧防疫等多个领域的解决方案及

落地应用案例。

均本报记者 袁婧摄 制图： 冯晓瑜

茛世界人工智能大

会会场内的“虚拟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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