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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无处不在！”相信每一个来到

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人，都

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本届大会参展企业数量、展览面

积均创历届之最，5万平方米主展览涵

盖核心技术、智能终端、应用赋能、前

沿技术4个板块。走在科技感十足的

展馆里，各个行业最顶尖的人工智能

技术在这里展开大比拼：在中信泰富

特钢大冶特钢的数字孪生工厂中，每

一支钢料的位置都能实时追踪，人均

劳动生产率提升 13.5%，产能提升

9.5%，工序能耗降低9.5%，碳排放降

低13.8%；达闼具身智能机器人化身

舞蹈演员，高难度的《千手观音》表演

展现其非凡的协作能力……

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跃进发展，已

成为新一轮产业和技术革命的重要驱

动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

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置身展会现

场，这些可触、可感的AI应用场景给

人无限遐想。

那些让人头疼的驾驶场
景，交给  吧

当你在开车时，不必“左顾右盼”，

只需眼角余光轻轻一瞥，就能从场景

屏上获得驾驶敏感信息；转弯时，你的

爱车会贴心地显示视线盲区影像、导

航路口光效引导、BSD侧盲区光效提

醒等，帮你有效躲避突然窜出的非机

动车和行人；让不少人头疼的侧方停

车，交给AI吧，一键启动AI代驾，侧方

贴边、窄路出库等都不在话下……

人工智能正在改写传统驾驶体

验，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智己汽

车携“全程AI舱”亮相，包括“一屏余

光感知”“一键场景代驾”和“一路刷爆

体验”等三大核心体验，让AI渗透到

每一个驾驶场景，解决实际驾驶痛点，

化解驾驶焦虑。

“完全自动驾驶是汽车智能化的

‘终局’，但在未来3到10年内，人机共

驾仍将长期并存。”智己汽车联席

CEO刘涛表示，不同于传统娱乐影音

化的智能座舱，智己汽车“全程AI舱”

致力于用智能化技术赋能人类驾驶，

让开车变得更轻松、更安全、更有趣。值得关注的是，基于

头部GPT大模型算法的功能将于今年第四季度上车，创造

虚实融合的多维场景。

“特斯拉的技术已非常接近完全自动驾驶的目标，预计

今年晚些时候就将具备L4或L5级的完全自动驾驶能力。”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 ·马斯克谈到，自动驾驶可将车辆利

用率提升5倍之多。

智能汽车想要实现更安全可靠的自动驾驶体验，就需要

对更为庞大繁杂的数据进行训练。为此，特斯拉自研了Dojo

超级计算机，如同一个高强度集中训练自动驾驶软件的基

地，使其变得更聪明、老练，能够应对更加复杂的交通环境。

外科手术与临床诊断，  都能帮上忙

4只机械手“温柔”地拨开花瓣，露出根根花蕊，这个在

大会现场“细嗅蔷薇”的大块头机器人，正是微创医疗机器

人带来的国内首款自主研发并获批上市的四臂腔镜手术机

器人“图迈腔镜手术机器人”。它由医生控制台、患者手术平

台和图像平台“三大台车”组成，通过主—从遥操作技术，医

生坐在控制台上，透过视野里的三维图像，经主手操控患者

手术平台的器械，器械便可以在患者体内运动、进行手术。

“这款机器人具有腕式手术器械高度灵活、三维立体真

实手术视野等临床优势。”现场工作人员介绍道，它不仅能

让主刀医生有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还能自动过滤掉

手部颤抖动作，确保医生拥有高质量的可见度、精确度和操

控能力。“迄今为止，图迈腔镜手术机器人已完成多例5G远

程肝胆手术、肝脏切除术和胸外科动物实验手术。”

在临床诊断上，人工智能也能帮上忙。据上海药明奥测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官兼首席技术官方焯介绍，利用

人工智能模型辅助医生临床诊断，可以把新生儿病理性黄疸

胆道闭锁的诊断准确性提高到98%。“目前这项技术已在复

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应用，让几千名患儿在非常短的时间

里，得到确诊和有效治疗，挽救了他们的生命。”她补充道。

  加持，城市电网更智慧安全

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下，城市电网也更加智慧了。

“输电线路附近发现大型挖掘机。”一条预警由国家电

网输变电巡视图像智能识别系统发出，后台巡检人员收到

后，立即安排人员前往现场查看处置。今年世界人工智能

大会现场，国家电网展台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这一国家电

网公司系统内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图像识别模型训练环境。

“它可识别66千伏及以上等级输电杆塔本体和通道共62类

典型缺陷隐患，16类变电设备24种缺陷，缺陷平均发现率超

80%。”工作人员补充道，尤其是在诸如夜间光线条件差人

眼看不清，以及其他恶劣自然环境下，输变电巡视图像智能

识别系统就能派上大用场了，“数据显示，有了它以后，巡检

工作效率能提升5倍以上。”

记者了解到，不仅是巡检，如今上海的城市电网更是在

“全景智慧供电保障系统”下，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手

段，实现了全景看、全息判、全程控3个“全”的供电保障体

系。据工作人员介绍，这一智慧保电系统建立起一整套运营

监测和指挥决策辅助系统，可满足配电网调度指挥、运行监

控、抢修管制、异常处置等多种功能需求。“例如，在电网资

源统一管理基础上，当电网发生故障时，基于数据采集及大

数据分析手段，系统会自动判断停电区域及影响范围，并主

动推送告警信息，更能通过配电自动化装置的智能判断，实

时定位故障设备，第一时间通知人员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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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渊 张天弛

宇宙飞速“闪烁”了两下，人工智能

没有放过它，“中国天眼”FAST找到了2

个快速射电暴；将半侵入式脑机接口设

备植入后，7岁恒河猴可实现通过“意念”

打乒乓，这在全球还是首例！

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智能

科学（AIforScience）被列为十大重点关

注的前沿风向之一，并在天文学、脑科学

等方向收获重要成果。在专家看来，人工

智能正在“成为科学家的新生产工具，催

生科研新范式”，对传统科研意义重大。

   天文：捕捉到了“宇
宙闪烁”

在昨天以“无限可能”为主题的腾讯

论坛上，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复旦大

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腾讯联合发起

的“探星计划”宣布取得重大进展，首次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帮助“中国天眼”

FAST发现了2个快速射电暴。

快速射电暴是一种神秘的天文现

象，1毫秒就会放射出太阳一整年释放

的能量，“闪烁”整个宇宙。想要“搜捕”快

速射电暴可不容易，因为它“闪烁”频次

极低、时间极短，海量数据中极易忽视。

直到2007年，人类才发现第一颗快速射

电暴，比脉冲星晚了40年。而在天文学

领域，对快速射电暴的研究，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理解宇宙的起源。

怎么“搜谱”？靠AI和大模型。相关负

责人解释了原理：要在海量数据中发现

更低频出现的快速射电暴，就要求AI模

型具备更高的精度以及更快的计算速

度。为了提高速度，腾讯特别定制了一套

全新的、端到端的AI算法，“在同等算力

下，这套全新的天文数据处理范式，推动

信号处理效率相对常规处理流程提速

1800倍。”正是这1800倍的提速，让“中

国天眼”FAST在浩渺宇宙捕捉到了2个

“天外来客”。

据悉，目前“探星计划”用“云+AI”

帮助中国天眼FAST处理每天接收到的

庞大数据量，通过视觉AI分析找到快速

射电暴、脉冲星线索，截至目前已发现

30颗脉冲星。与此同时，“探星计划”还

在用“AI+云”技术探测250万光年外

M31仙女座的射电信号。

   脑科学：实时解码实
现脑电控制

“今年5月，我们完成了全球首例

将半侵入式脑机接口设备植入恒河猴进

行‘意念’打乒乓的实验。”本次世界

人工智能大会上，脑虎科技联合创始人

兼CEO彭雷透露了AI在脑科学领域的

一项重大突破，而这家企业成立至今仅

两年时间。

这项科研成果的实验对象是脑虎科

技的动物员工——7岁的恒河猴“悟

空”。首先，猴子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学

会了打乒乓球，科学家同步完成相关信

息采集。5月26日，“悟空”完成了电极

植入手术，在植入256通道皮层电极后，

可采集到LFP信号，并利用实时解码数

据让猴子通过意念控制继续游戏，达到

“脑控”效果。彭雷介绍，通过信息解码，

脑机接口设备可以早于恒河猴动作本身

提前获取它将如何操作手柄，并且在拔

掉控制线后实现“脑控”游戏，“其中，解

码准确性上，预测轨迹和真实轨迹相关

性做到了85%以上，而延迟性也在30毫

秒以内，我们做了连续14天以上的解

码，都能够稳定解码到这个结果。”

与此同时，另一个动物员工——2

岁的拉布拉多犬“尼奥”也完成了一次电

极植入手术，成功实现运动解码。犬类

实验中的运动轨迹高精度解码，已成功

完成多模态信号采集及复杂系统建模，

实时解码实现脑电控制，未来将在医疗

等领域有更多的应用场景。

在天文学、脑科学等方向，智能科学接连收获重要成果

7岁恒河猴通过“意念”打乒乓

试想一个场景：十字路口，人车相

逢。以往的无人驾驶，出于安全考量将

行人视作“障碍物”避让，这是人工智能

“与生俱来”的物理执行力。但现实生活

中，倘若行人挥挥手示意车辆先行，无人

车能否给出正确反应？

昨天举行的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

会“具身通用人工智能”主题论坛上，这

一案例指向“具身智能”（EmbodiedAI）

概念，即机器具备敏锐而灵活的感官，能

够像人一样感知周围环境变化并作出相

应反应。

这一概念最初在上世纪由“人工智

能之父”图灵提出，却在数十年后经历技

术迭代再度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前沿

话题，并被在座专家预言将“引领下一波

浪潮”。

人工智能的聪明“大脑”，有望培养出

心智，实现“知行合一”：通过图像、文字等

的联合训练，提升交互能力和学习能力，

理解人类语言，能够分解任务、规划子任

务，在移动中识别物体，更好地与物理世

界互动、为人类服务。

人是机器最好的老师。“知”建立在

“行”之上，对现实生活的捕捉，能帮助机

器人真正看见并理解物理世界中的事

物。比如卧室，能够睡觉、休息、放衣服，

这类行为基于人的身体设计，机器人就

需要直接通过坐上椅子、躺在床上等行

为任务去验证，从而了解人的意图。

“要让人工智能达到具身智能，机器

人要不断通过视觉、肢体、听觉、触摸

等方式学习。”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副教授安卡 · 德拉甘认为，人机交互，

机器人不仅要理解人的行为，更要理解

人的动机、人的情绪，由此才能对整个

场景做出更准确的预判，最终会达到人

和机器人的和谐协作。因此机器人需要

收集那些人机互动的数据，试图理解它

可能对人类情绪造成的影响，更好地进

行决策、作出反应。但同时，要通过优

化模型、设置噪声参数等方式让人的指

示更理性，从而提升性能。

如何确保“最强大脑”，把才智用在

正道？大语言模型也会会错意，由此产

生“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隐忧。由此学

界产生了“人工智能对齐”的概念——把

好安全关，确保人工智能系统的目标和

人类价值一致。

清华大学助理教授、上海期智研究

院青年科学家吴翼有个生动的例子：“我

打牌不一定要赢，但喜欢把‘炸弹’丢出

去，机器人不按常理出牌，但最终目的是

为了赢。”

让AI学会优先把“炸弹”丢出去是

一个考验。他认为，人类与人工智能价值

会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于人的价值观较

为复杂，几乎不可能用一条条数学规则

直接编入AI程序。因此在训练AI时，通

常给到最简单直白的目标：比如得高分。

但是这个分数很难完美地反映出人的喜

好。所以就需要采取多种技术手段来确

保AI安全，比如采用强化学习对齐技术

等，让它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清华大学助理教授、上海期智研究

院青年科学家弋力同样提到，从人的角

度出发理解物理世界与动态交互，实现

智能体与人的价值对齐，才能确保人工

智能系统符合设计者以人为本的初衷与

使用者的利益，不会产生意外的有害后

果。“通过强化学习和对齐人的需求，让

一个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最终成为每一

个人定制化的助手。”

“具身智能”将引领下一波浪潮
■本报记者 王宛艺

工小匠AI数字质检员可利用AI技术进行产品外观缺陷检测。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在ChatGPT火遍全球之时，有一个场景却有几

分像“避风港”，与大模型浪潮保持着一定的疏离

感——那就是工厂。

的确，本轮AI（人工智能） 革命中，最受冲

击的或许是知识行业。但这并不意味着工厂可以

高枕无忧。相反，如果制造业无法利用大模型，

也就意味着整个产业可能错过一个转型升级的重

要窗口。

昨天举行的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新AI、

新制造”论坛，对大模型时代的智能制造进行展

望。不少与会者认为，尽管大模型暂时不会给工厂

带来颠覆性冲击，但会以细水长流的方式逐步赋

能。更有乐观者在会上提到“工业5.0”概念，在

他们看来，“新AI”指向了工业的未来。

数据“喂不饱”大模型

如果说上一轮智能制造主要表现为自动化，让

机器取代蓝领；而在大模型冲击下，担心丢工作的

轮到了白领。某种意义上，大模型确实像脑力劳动

者。正因为此，想让它下车间，还存在障碍。

清湛人工智能研究院执行院长杨磊考察过数百

家工厂，在他看来，AI在工业领域“难落地”并

非个别，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工业是一个典型

的非标准化场景。消费领域，训练一个AI模型就

可以服务上亿用户；而到工业界，面对1万家工

厂，你可能就得训练1万个模型，而且其中90%企

业想的是怎么能花小钱办大事。

中天互联总经理时宗胜说，AI发展离不开数

据。如果你要做智能街景，那就架好摄像头开车出

去扫街；如果你要训练语言大模型，那网上有海量

的文本内容可以用；但假如你要为工业AI提供数

据，对不起，大部分关键数据是不公开的，而其他

可及的数据也存在质量不高、容易失效、内容过于

复杂等短板，很难“喂饱”大模型。

此外，大模型的技术路线，可能不太适合直接

用于制造环节。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张

钹说，ChatGPT是通过“根据上文预测下文”的方

式生成内容的，这本质上是一种概率性预测。既然

是概率，那出错就是必然的。其他一些行业，人们

对错误的忍耐度或许较高，但流水线却很难提供这

种宽容度，因为一旦出错，可能造成重大损失，甚

至危及人身安全。

关键是要找对场景

虽然存在问题，但并不代表工厂就与新一代

AI绝缘。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大模型依然可以给

制造业带来附加值，关键是要找准场景。

梅卡曼德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发展官韩卓

说，现在的市场，需求越来越个性化。以制鞋行业

为例，过去的热销鞋往往能卖出上百万双，但如

今，能卖出1000双就算爆款。这就要求工厂具备

更强的柔性制造能力，而这正好是AI擅长的。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孙

富春也看好让大模型为工业注入柔性。他表示，

要让传统机器人学会一个新技能，就必须让资深

程序员为其专门做一次编程。但随着ChatGPT横

空出世，编程成为AI的特长。理论上，完全可以

将机器人与大模型结合，由工程师给出提示词，

描述任务，AI自动编程。如果感觉安全性不够，

那只须派资深程序员对AI写的代码进行评估。即

便如此，效率也会大大提高。

百炼智能CEO冯是聪和海尔卡奥斯高管施光

普，都认为工厂中有许多适合大模型的场景，特别

是那些与“人机交互”相关的环节，包括设计、物

流、营销、产业链协同、全生命周期运维等，大模

型都可以一展身手。

事实上，专家们提到的这些场景，正好呼应了

学术界正在讨论的下一波工业革命的主要特征——

智能化、以人为中心。由此，杨磊也把大模型和

“工业5.0”直接联系到了一起，认为“新AI”是工

业升级的重要切入点。

出路在于多路径融合

有前景，有难度，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扬长避

短，而关键可能在于一个“融”字。专家们认为，

大模型应该与其他技术路线结合，充分试验，形成

综合性的解决方案。

德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汉堡大学教授张建伟认

为，智能制造的升级路径是推动AI与机器人的融

合，推动工业数据与ChatGPT融合，这就可以利用

多模态大模型，提升人形机器人的感知、规划、控

制和交互能力。

同样身为德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此番专程来沪

的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教授基芙卡 ·沃夫查洛娃认

为，未来的制造是“3个I”的融合——也就是沉浸

（Immersion）、交互（Interaction）和智能（Intelligence），

这将导向智能驱动的工业元宇宙。

施光普说，工业领域或许并不适合训练出一

个百搭的通用大模型，应该先形成一个基础的AI

模型，然后推动它与企业所在行业相结合、与企

业自身的私有数据相融合，从而形成一个专属的

小模型。

当然，破解难题还必须拿出恒心和定力，相信

创新、相信未来。韩卓说，目前，大模型赋能制造

业还处于早期探索阶段。预计在3年后，随着各技

术路径相互博弈、相互融合，其技术路线可以逐渐

从发散走向收敛。同时，随着算法的演进，算力的

提升，加上大公司、小企业以及开源组织的协力推

进，工业大模型的成本会大幅下降，其终极形态也

将露出水面。

抓住制造业转型升级重要窗口，有前景也有难度

大模型能否下车间？工业新  寻求突破口
■本报记者 张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