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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主学习“进化”到模拟真实世
界 ，2024 年 人 工 智 能（AI）正 在 开 启

“裂变式”发展之路。业内最新预测认
为，人类数据的增加速度开始跟不上
AI的发展需要了。

是聊天搭子，也是工作帮手；能自
动驾驶，还能分析病情——AI 技术飞
跃，始终伴随着千家万户的应用，也迅
速为千行百业“赋能”。

专 家 提 醒 ，AI“ 能 用 ”更 要“ 好
用”，防“滥用”进而求“善用”，让更多
人感受科技创新的速度和温度。

◆更“好用”：有望成为
基础设施

76 秒，是一辆小米 SU7 汽车走下
流水线的平均时长。

从 1016 万种金属配方里，快速筛
选出合适的车身材料；381 个巨大机
械臂灵活地焊接、装配，90 多个物流
机 器 人 有 条 不 紊 穿 梭 …… 在 AI“ 指
挥”下，智能工厂正在成为现实。

0.235 秒，是赛诺威盛 CT 机扫描
一次的最快速度。

检查结果不仅能发现病灶，还能
做肿瘤、神经、骨科、消化等方面预测
分析……AI 可以化身医生助理，提供
多方位、可视化诊断。

从会看、会听、会说，到会学习、会
行动、会思考，随着 ChatGPT、Sora 以
及国内多个大模型相继问世，AI 技术
日益显现出颠覆性创新的特征。

甚至从 0 到 1 的创新，也可以借
力。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正在
成为一种新范式，应用于物理学、化
学、生物学、天文学等多个领域。

在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北
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理事长黄铁军
看来，AI 大模型将处理更复杂、更精
细的任务，并产生意想不到的新能力，
未来将像水网和电网一样，成为社会
的基础设施。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中国科学院
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潘教峰说，
其重要性不亚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
汽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机，以及信
息社会中的计算机和互联网。

◆防“滥用”：安全技术
加快研发

站在摄像头前，选择想“换脸”的
模版，轻点鼠标，屏幕上立马出现另一
个人，实时同步嘴型、表情和动作。

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记
者 体 验 了 AI 人 脸 伪 造 与 反 伪 造 系
统。科研人员介绍，用 AI“对抗”AI，

这一系统也可以快速识别伪造的图
片、视频。

滥用人工智能技术，AI 换脸和拟
声是“重灾区”。一年多来，内蒙古、陕
西等多地曾发生此类电信网络诈骗
案。犯罪分子通过 AI 换脸和拟声技
术，冒充受害者的亲朋、同事，涉案金
额高达上亿元。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战略研
究中心主任徐峰表示，除了恶意使用
深度合成技术生成文字、音频、视频
等，滥用人工智能的风险还包括引发
学术造假、放大偏见歧视、技术不可控
等。

近年来，包括我国在内，世界多国
持续从政策法规、原则规范、技术标
准、行业自律等多个维度，加强对人工
智能技术的治理。

我国 2017 年制订的新一代人工
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在发展技术
的同时，也要建立相应的风险防范机
制。

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安全风险，
黄 铁 军 认 为 ，还 需 要 加 强 对 AI 安 全
技术的研发与投入，有效应用技术手
段 ，对 潜 在 风 险 进 行 监 测 、识 别 、隔

离、消除。

◆求“善用”：推动AI技
术造福人类

不久前，“萝卜快跑”在武汉的订
单大幅增长，“智能驾驶能否替代网约
车司机”引发讨论。

今年 7 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将 19 个新职业、28 个新工种纳入国家
职业分类大典，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
智能制造系统运维员等“数字职业”亮
相。

AI 技术迅猛发展，是加速“机器
换人”，还是创造更多全新的就业岗
位？如何既推动建立“以人为本”“智
能向善”的发展生态，也为新技术安装
上必要的“刹车”？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家新
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薛
澜表示，人工智能治理有两个核心内
容：一个是发展问题，即如何构建良好
的制度规则，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
科技向善；一个是安全问题，包括保证
安全底线和防范其他风险。

我国政府为此进行了大量工作，
发布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等立
场文件。但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
具体准则，国际社会尚未达成共识。

“处于智能时代的十字路口，我们
要积极引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走向造
福人类的正道。”潘教峰说。

（新华社北京12月 21日电）

走 好 AI 时 代 这 三 步
——更“好用”、防“滥用”、求“善用”

新华社记者

回顾 2024 年，人工智能正在以惊
人的速度改变人类生活。专家认为，
未来 3 年至 5 年是 AI 技术快速迭代的
重要窗口期，AI 与人的关系将更加紧
密，我们可以大胆想象它即将到来的
新飞跃。

——助力星际探索。
从“嫦娥”奔月到“天问”探火，中

国航天人在不断书写太空旅行的辉煌
篇章。AI技术正在成为航天领域的重
要推手，为复杂任务提供强大助力。

在中国空间站的任务中，AI 驱动
的微波雷达确保了天舟货运飞船与
空间站的精准“牵手”；基于 AI 的实时
数 据 分 析 、关 键 特 征 提 取 与 早 期 预
警 ，帮 助 航 天 器“ 自 助 ”完 成 健 康 监
测，得以在复杂多变的太空环境中实
现长期稳定运行；“卫星智能工厂”实
现了从总装到测试的全过程自动化，
进一步推动我国航天器制造的批量化
与高效化。

在深空探索方面，AI 技术也展现
超凡潜力。天问一号任务中，祝融号
火星车通过 AI 驱动的探测仪器，对火
星地表进行了多光谱、高分辨率的探
测。

2025年，神舟二十号、神舟二十一
号、天舟九号等计划再探寰宇；此外，
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梦舟载人飞船、揽
月月面着陆器、登月航天服、载人月球
车……锚定 2030 年前实现中国人登
陆月球的目标，各项研制建设工作正
在全面推进，AI 技术必将在筑梦九霄
的征途中再立新功。

——赋能工业“智”造。
在哈电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

限公司的高压电机数字化装配车间，
机器人手臂来回转动，库房里一排排
即将发往各地的电机整装待发……

在“数智化”大潮中，东北老工业基地
黑龙江集聚的一批装备制造龙头企
业，开拓着关乎国家产业安全的新赛
道。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24》显
示，全国已建成近万家数字化车间和
智能工厂，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
合。

在钢铁厂房，六轴机器人、桁架
机 器 人 以 及 AGV 小 车 穿 梭 其 间 ，成
千上万个传感器如同隐藏在生产线
深处的“智能神经元”，精密监控测算
每项工作；在能源行业，大模型通过
学习能源行业的经验、规则等，成为

“电博士”和“数字调度员”，辅助做好
电力运营……

未来几年，随着 AI 算法的成熟和
数据量的增加，AI 有望在制造业中实
现更广泛的自动化应用，甚至实现无
人化生产。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人
工智能发展报告（2024 年）》认为，随
着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向纵深发
展，人工智能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场
景将进一步拓展，并加速向生产制造
环节渗透，助力迈向全方位、深层次智
能化转型升级新阶段。

——重塑生活方式。

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一
款心脑血管介入手术机器人不仅能精
确导航，还能减少放射性辐射对医生
的伤害。

“ 许 多 复 杂 的 手 术 变 得 更 加 高
效。”项目负责人、中国科学院自动化
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市祺说。

在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AI 结合
虚拟现实技术，让因为保护不能开放
参观的墓室壁画变得触手可及；在很
多乒乓球训练基地，运动员的击球落
点被精准识别，运动员的竞技表现有
了提升空间……

商家通过大模型生成商品详情、
图文营销素材，加强销售转化；快递小
哥通过智能提示和操作，提升配送和揽
收的效率；智能问诊提供专业有温度的
咨询服务，为医生推荐治疗方案……越
来越强的大模型，丰富着 AI 的应用场
景，重塑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推动科研裂变。
2024 年 诺 贝 尔 奖 揭 晓 激 起 了

“诺奖属于人类还是人工智能”的讨
论。

“AI 的深远影响才刚刚开始。”正
如人工智能领域科学家李飞飞所说，
从人工智能驱动的蛋白质功能机理探
索和理性设计，到基于人工智能的药
物发现和药物优化、酶改造与生物基
化学品的生成，再到科学育种与气象
预测，人工智能有望帮助科学家更快、
更多地获得科学成果。

诺贝尔化学委员会评委邹晓冬表
示，技术与基础科学的交叉融合未来
将成为常态，而人工智能技术作为这
一融合过程中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将
推动科学研究不断突破传统框架，实
现更加深远、更加广泛的创新。

（新华社北京12月 21日电）

这些领域，人工智能有望大展拳脚
新华社记者

12 月 10 日，浙江诸暨市明德小学的学生在 AR 虚拟现实科普实验室上科学
课程。

明德小学在落实国家智慧教育课程的同时，积极打造人工智能课程体系，加
强学生科学素养。 新华社记者 徐 昱 摄

从精准地诊断疾病到辅助高难度
手术，从帮助汽车无人驾驶到进行复
杂的金融分析，从一键生成栩栩如生
的图像场景到创造能与人们自然交流
的虚拟偶像……“AI+”正广泛且深刻
影响着千行百业和社会生活。

和很多新技术一样，AI 技术发展
也有一体两面。近年来，用“换脸”“换
声”假扮熟人的 AI 恶搞乃至诈骗、传
播淫秽内容的 AI 色情骗局、批量化生
成的 AI 造谣等新型违法犯罪花样翻
新、层出不穷。

目前，我国已颁布实施《互联网信
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生成式人
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
规，但面对高速发展的 AI 技术及其日
益广泛的应用场景，相关法律法规仍

需进一步深化、细化，立法、执法、司法
等相关各方仍待进一步形成合力。

规制 AI 技术应用的法治规范应
不断与时俱进。立法要不断强化前瞻
性，通过健全法治引领技术向上向善，
鼓励技术创新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同
时，更要守牢社会安全稳定的底线，做
到 AI 技术发展到哪里，法律法规空白
就填补到哪里。

在执法司法环节，要深入研究 AI

违法犯罪规律特点，有针对性地从源
头施策、打防并举，加大对不法分子的
惩治力度，树起禁止 AI 违法犯罪的鲜
明导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综
合治理格局，最大限度降低 AI 违法犯
罪对经济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普法宣传教育要跟上 AI 违法犯
罪活动的演变节奏。应紧跟 AI 技术
发展趋势和违法犯罪动态，开展形式
多样的“普法风”，为公众提供多渠道、

多方式的教育提示，不断强化广大群
众的辨别能力和防范意识。

打击 AI 违法犯罪还应“师夷长技
以制夷”。相关方面要在法律框架下，
更好地用 AI 技术反制、应对 AI 违法
犯罪，不断提升监测、识别能力，用“魔
法”打败“魔法”。

新技术发展不能成为脱缰的野
马，需用法律“缰绳”牢牢为 AI 技术发
展把好方向，让其更好地造福人民，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 （新华社上海电）

AI 无界，法律有边
新华社记者 兰天鸣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7 日电（记
者 魏梦佳）记者从北京大学未来技
术学院获悉，北京大学与温州医科大
学的研究团队建立一种生成式多模态
跨器官医学影像基础模型（MINIM），
可基于文本指令以及多器官的多种成
像方式，合成海量的高质量医学影像
数据，为医学影像大模型的训练、精准
医疗及个性化诊疗等提供有力技术支
持。该成果已于近期在国际权威期刊

《自然·医学》上在线发表。
医学影像大模型是利用深度学习

和大规模数据训练的 AI 通用模型，可
自动分析医学影像以辅助诊断和治疗
规划。但要提升大模型的性能，就需
要大量数据不断进行训练。然而，由
于患者隐私保护、高昂的数据标注成
本等多种因素，要获得高质量、多样化
的医学影像数据往往存在障碍。为
此，近年来，研究者们开始探索使用生
成式 AI 技术合成医学影像数据，以此
来扩充数据。

“目前公开的医学影像数据非常
有限，我们建立的生成式模型有望解

决训练数据不够的问题。”北京大学未
来技术学院助理研究员王劲卓说，研
究团队利用多种器官在 CT、X 光、磁
共振等不同成像方式下的高质量影像
文本配对数据进行训练，最终生成海
量的医学合成影像，其在图像特征、细
节呈现等多方面都与真实医学图像高
度一致。

实验结果显示，MINIM 生成的合
成数据在医生主观评测指标和多项客
观检验标准方面达国际领先水平，在
临床应用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真

实数据基础上，使用 20 倍合成数据在
眼科、胸科、脑科和乳腺科的多个医学
任务准确率平均可提升 12％至 17％。

王劲卓表示，MINIM 产生的合成
数据具有广泛应用前景，可单独作为
训练集来构建医学影像大模型，也可
与真实数据结合使用，提高模型在实
际任务中的性能，推动 AI 在医学和健
康领域更广泛应用。目前，在疾病诊
断、医学报告生成和自监督学习等关
键领域，利用 MINIM 合成数据进行
训练已展现出显著的性能提升。

我国科学家建立生成式模型为医学 AI训练提供技术支持

12月 21日，在青岛地铁 2号线二期 01工区食堂，工友们在一起包饺子。
当日是冬至节气，许多在年底坚守一线的工人在工地食堂吃上了热气腾腾

的饺子，感受冬日的温暖。 新华社发（李紫恒 摄）

青岛：工友包饺子 快乐过冬至

12 月 20 日，一对新人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邓川镇德源山盛开的
冬樱花下拍照。 新华社发（罗新才 摄）

12 月 20 日，中铁二十局工人在河
北省邢台市清河县施工现场作业。

冬日里，雄（安）商（丘）高铁建设
施工单位围绕冬季施工要求，建立气
温变化预警机制，开展生产人员冬季

施工专项培训，有序推进工作。雄商
高铁是我国高速铁路网“八纵八横”之
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
全长 552公里，设计时速 350公里。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时序轮替，冬至踏雪而来。
元代文人吴澄编著的《月令七十二

候集解》记载：“冬至，十一月中。终藏
之气至此而极也。”古人认为，冬至是天
地间阴气最盛、阳气初生的转折点。华
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田兆元
说，这即是所谓的“冬至一阳生”。

冬至大如年，人间小团圆。田兆
元说：“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有把冬至
当年节过的传统，有的朝代还将冬至
作为岁首来过。冬至时节，人们将祭
冬、祭天与祭祖合一，这一习俗如今仍
有传承，如浙江三门祭冬等。”

古人将冬至分为三候。一候蚯蚓
结，传说蚯蚓是阴曲阳伸的生物，冬至
时节，阳气虽已生长，但阴气仍十分强
盛，土中的蚯蚓仍然蜷缩着身体。二
候麋角解，古人认为麋的角向后生长，
属性为阴，冬至阳气初生，麋感知到阴
气渐退而开始解角。三候水泉动，说
的是此时节森林里的泉水开始流动且
温热，表明地下水受到阳气的影响而
有所活动。这三个阶段反映了冬至时
节的气候特征和生物活动，是我国古
代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总结。

“南圆北饺”，都是家的味道。冬至
是重要节气，也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
各地在冬至时有不同的食俗：北方有

“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的
说法；在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冬至有
吃汤圆的习俗，寓意“团团圆圆”。此
外，有的地方还会“吃三白”，即吃白菜、
白萝卜和白豆腐，以此来驱寒暖胃；有
的地方则流行吃腊肉、喝冬酿酒、喝羊
肉汤、吃赤豆糯米饭等。这些食俗不仅
反映了中国各地的饮食文化，也蕴含着
人们对健康、团圆和吉祥的祈愿。

吉祥迎冬至，花开岁如诗。看年华
落幕、时光染寒，此时节，在冬夜里期待

新岁、春节甚至春天的到来，曾牵动诸
多文人墨客的心扉。或表达盼春之情，
或诠释缱绻的思乡之情，或追忆往昔，
皆成诗篇，在历史长河里熠熠生辉。

唐代诗人杜甫《小至》一诗广为人
知，描绘冬至前后的时令变化，读起来
颇有韵味。诗曰：“天时人事日相催，
冬至阳生春又来。刺绣五纹添弱线，
吹葭六琯动浮灰。岸容待腊将舒柳，
山意冲寒欲放梅。云物不殊乡国异，
教儿且覆掌中杯。”

诗的开篇，诗人以咏叹笔调点明“阳
生春来”，紧扣诗题，同时给人以紧迫感：
时间飞逝，转眼又是冬去春来。最精彩
的是中间四句，诗人不仅用刺绣添线、葭
管飞灰进一步点明时令的变化，还用河
边柳树即将泛绿、山上梅花冲寒欲放，生
动地写出了冬天里孕育着春天的景
象。其中，在“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
寒欲放梅”二句中，诗人用柳叶“将舒”
承接前文的“容”字，使人产生柳叶如眉
的联想，以梅花“欲放”承接前文的“意”
字，给人以梅若有情的感觉，富有动感，
蕴含着生命的张力，表达对春回大地涌
动蓬勃生机的期盼和渴望。

白居易曾写过一首《邯郸冬至夜
思家》，寥寥四句，简单明了，刻画了诗
人身在异地过节的孤独感。诗曰：“邯
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
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全
诗通过细腻的描绘，将诗人在冬至之
夜的思乡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读之
令游子动容。

冬至已至，一年将去。此时虽然
天寒地冻，可寒冷存在的意义，或许正
是为了促使人们努力找到更温暖的事
物，比如希望——在最寒冷的冬日里
悄然萌芽，等待着春天的温暖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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