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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模型”热力集体释放

30多个大模型在大会上集体亮

相，有的瞄准通用、有的深耕行业，

推动人工智能从感知走向认知、从

识别走向生成、从专用走向通用。

在现场，观众可以近距离体验

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等机构首发推

出的大模型“天际”，会场所在地附

近 15平方公里的实景模型，正在屏

幕上推送。这一实景三维大模型，

能对 100平方公里范围的城市实景

进行高精度快速建模，清晰度能达

到 4K，观众不仅可以 360度观测，还

能在模型中挪动建筑、“修改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前沿大会现场

随处可见“中国风”，不少大模型名

称古韵十足。华为推出的“盘古”、

商汤的“日日新”、网易的“丹青约”

以及慧拓搭载了大模型的矿山解决

方案命名为“愚公”……这些名称巧

妙暗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致

敬，更将人工智能技术造福生活的

人文价值体现得淋漓尽致。

“未来模型将面对更加复杂多

样化的交互场景，更加注重各种形

式的信息融合。”中信智库专家委员

会主任武超认为，大语言模型将成

为个人智能助理，作为未来的人机

交互界面，也会成为新一代的流量

入口。

“头雁”效应赋能实体经济

走在中信集团展台，可以实时

观看位于湖北黄石的中信泰富特钢

大冶特钢 460钢管工厂的数字孪生

图像。视频中，每一支钢料的位置

都能实时追踪。

“这是首个无缝钢管全流程、全

业务工业互联网平台和数字孪生工

厂，实现人均劳动生产率和产能提

升同时，工序能耗及碳排放降低。”

中信泰富特钢大冶特钢钢管事业部

首席工程师马金辉说。

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

的‘头雁’效应。眼下，其赋能百业

的“头雁”效应正在加速显现。工业

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徐晓兰在大会开

幕式上表示，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

业规模达到 5000亿元，企业数量超

过 4300 家，算力规模位居全球第

二。同时已建成2500多个数字化车

间和智能工厂，经过智能化改造，研

发周期缩短约 20.7%、生产效率提升

约 34.8%、不良品率降低约 27.4%、碳

排放减少约21.2%。

算力、算法、数据是人工智能发

展的三要素，深度应用正催生对算

力的“火爆”需求，多家头部公司也

在着手提供“方案”。“比如华为在内

蒙古乌兰察布市的数据中心，初期

阶段我们部署了数千卡规模的人工

智能集群，在同等算力下，计算效率

提升 10%以上。”华为轮值董事长胡

厚崑说，多年来华为深耕算力，将通

过架构创新、生态发展以及灵活共

建的手段，让算力不再成为人工智

能发展的瓶颈。

加快“人工智能”创新发展

6日，腾讯公布“探星计划”新成

果，2023年通过AI技术，从大量观测

数据中发现快速射电暴。

“快速射电暴是宇宙中最明亮

的射电爆发现象，爆发的持续时间

仅为几个毫秒，是天文学家研究宇

宙的重要工具。”腾讯优图实验室负

责人吴运声说，从天文探索到文化

研究，人工智能推进创新策源，正在

拓展人类认识自然界、总结客观规

律的边界。

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AI
for Science）是当下热点话题。2017
年前后，科学家开始尝试将机器学

习等人工智能技术用于求解科学问

题。6日，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

所、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

究中心等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在

AI for Science方面论文发表数量全

球第一。

“人工智能赋能，将突破传统科

学研究能力瓶颈，成为全球科学研

究新范式。”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志耘说，当前

正处于AI for Science突破性发展的

关键窗口期，应持续强化研发支持、

有序推动科学研究数据开放共享、

加快完善基础软硬件技术生态体

系、统筹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大

力培养多学科交叉复合型人才以及

深化拓展国际合作。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至2022年已

连续成功举办五届，共吸引 60余万

观众线下观展，15亿人次线上参会，

总计推动 200多个总投资 700亿元

的重大产业项目签约落地；300余项

产品首发首秀，走向市场。

在此次大会展厅里，特斯拉对

外展示了Tesla Bot人形机器人“擎

天柱”，身高172厘米、体重56.6千克

的“Ta”能单手举起一台钢琴，还能

完成行走、上下楼梯、下蹲、拿取物

品等动作。“一旦中国决定迈出某个

领域的步伐，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

其他产业，中国都能够做到极好。

我对中国拥有强大的人工智能能力

充满信心。”在大会开幕式上，特斯

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这样说。

（据新华社电 记者周琳 龚雯）

从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看AI赋能“进度表”

新华社上海 7月 8日电（记者龚
雯）以“智联世界 生成未来”为主题

的 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8日下午

在上海闭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主任吴金城在闭幕式上表

示，大会共对接 210家上下游企业，

达成110亿元意向采购金额，推动32
个重大产业项目签约，项目投资总

额288亿元。

为期 3天的大会累计有 1400余
名嘉宾参会，展览面积超过5万平方

米，共计举办133场主题论坛，截至8
日下午 3时，线下参观人数突破 17.7
万人。

本届大会参展企业数量、展览

面积均创历届之最，涵盖核心技术、

智能终端、应用赋能、前沿技术四大

板块，参展企业超 400家，首发首展

新品30余款。

闭幕式上，上海发布“模”都倡议、

发布大模型创新发展政策要点、签约

三批人工智能项目。其中大模型创新

发展政策要点，提出3项计划破解发

展瓶颈，即大模型创新扶持计划、智能

算力加速计划、示范应用推进计划。

上海已连续举办了六届世界人

工智能大会。吴金城表示，面向未

来，上海将充分利用大会的“磁场效

应”，以更大力度推动人工智能健康

发展，做好算法创新、算力建设、数

据汇集的大文章，努力打造更具影

响力的人工智能上海高地。

7月 8日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

皮肤湿疹、过敏性肠胃炎、过敏性鼻

炎、哮喘……儿童青少年的免疫系统

尚未完全成熟，是被过敏性疾病威胁

的重要群体。

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技教育司有

关负责人表示，预防和治疗过敏性疾

病已成为我国亟需解决的公共卫生

与医疗保健问题之一。

儿童过敏具备复杂多样性

过敏性疾病又称变态反应性疾

病，是机体对普通常见的环境因素产

生异常的免疫反应，反复发作造成健

康损伤的一大类疾病，有遗传倾向。

世界变态反应组织数据显示，截

至 2022 年，全世界有超 10％的人群

为过敏问题所困扰。其中，儿童青少

年过敏性疾病患病情况具有复杂多

样性。

“在我国，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

的过敏性疾病主要表现为皮肤黏膜

和消化系统症状，包括皮肤湿疹、特

应性皮炎、食物过敏反应等。”国家儿

童医学中心、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

科主任向莉介绍，随着年龄增长，儿

童青少年湿疹和食物过敏反应比例

减少，代以呼吸系统为表现的过敏反

应增多，如过敏性鼻炎和过敏性哮喘

等，患病率分别达到约 15%和 6%。吸

入性过敏原的分布类型在我国南方

地区以尘螨为主，华北地区则以霉菌

和夏秋季节草类花粉为主。

专家表示，儿童过敏性疾病的表

现类型存在随年龄增长的演变过程，

单一系统过敏性疾病如果得不到规

范、及时诊疗，有进展为多系统的风

险，发生并发症和共患疾病几率增

高，并使得诊疗复杂困难程度加大。

而如果对湿疹、特应性皮炎以及过敏

性鼻炎进行早期规范诊治和充分管

理，则可降低发展为哮喘的风险。

识别过敏要趁早 疗程完整
很重要

“感冒和过敏有相似症状表现，

两者都会影响呼吸系统，均可能出现

鼻塞、结膜炎等症状，家长要注意辨

别。”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

儿呼吸内科主任尚云晓说，两者关键

区别在于病史和症状持续时间，感冒

症状通常持续 7至 10天，过敏症状则

可能持续数周。孩子能否正常参加

体育活动，日间学习状态和晚上睡眠

是否良好也是重要参考依据。

筛查过敏来源对从源头上防治

儿童过敏性疾病、客观诊断至关重

要。既能帮助医生遣方用药，也能帮

助患儿在生活中有意识地规避“危险

物”。部分患儿家长会主观猜测是哪

种过敏原在作祟。尚云晓表示，这种

自行评估不可取，容易耽误医治。目

前临床常用的过敏原检测方法包括

血清过敏原检测和皮肤点刺试验，建

议要到正规医院儿科或过敏反应科

进行检查。

在治疗方面，过敏性疾病属于慢

性非传染性疾病，管理的主要策略包

括回避过敏原或采用特异性免疫疗

法，以及药物对症治疗。

向莉表示，既要足够重视过敏的

早识别和有效治疗，也要规避不科

学、不可取的自行判断和疗程不足等

问题，坚持从专业医疗机构和权威渠

道获取信息。比如当孩子被确诊为

食物过敏，应在饮食回避过程中密切

随访、及时调整膳食结构和补充营养

素，以维持孩子正常生长发育；应用

外用激素治疗严重过敏性结膜炎时，

应遵循周期性复诊，不擅自停药、加

药，保障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治疗需兼顾药物与慢病管理

过敏性疾病在儿童青少年成长

过程中容易因环境因素反复发作。

专家建议，既要强调药物治疗，也要

注重非药物的慢性疾病管理。一方

面，家长、学校等可以加强对疾病认

知，帮助孩子做好过敏健康管理。另

一方面，可以在“治未病”上多做文

章，建强公共卫生体系，加大对过敏

性疾病监测预防力度，出台具有可行

性实践指导意义的规范性诊断、治疗

和疾病管理指南。

向莉认为，在临床层面做到充分

识别、准确诊断，需要关注患儿整体

情况和疾病本质，避免孤立地从呼

吸、皮肤、消化道或黏膜系统看待症

状。这就对儿科专科人才培养提出

了更高要求。为此，可以从定期系统

性开展基层儿科人才培训、建设好一

站式过敏诊疗中心、开展多学科诊疗

等方面持续加强儿科人才队伍建设、

完善儿科健康保健体系。

（新华社北京 7月 7日电 记者顾
天成 李恒）

家有过敏娃 多措并举呵护好
民生直通车

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

推动32个重大产业项目签约投资288亿元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被视为全球AI行业风向标。6日，在上海举行的2023世界人工智能

大会上参展企业数量、展览面积均创历届之最，首发首展新品达 30余款，来自全球的超 400家

AI行业知名企业和机构拿出人形机器人、大模型等“新赛道”上的“硬核产品”，展现AI技术如

何加速深耕实体经济、赋能美好生活。

77月月 77日日，，机器人机器人GingerGinger进行投篮表演进行投篮表演。。77月月 66日至日至 88日日，，20232023世界世界
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举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举行。。一大批融合前沿一大批融合前沿AIAI技术的产品亮相技术的产品亮相，，为观为观
众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众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才艺秀才艺秀””。。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辛梦晨辛梦晨 摄摄

新华社天津7月8日电（记者周润健）天

文科普专家介绍，7月 10日夜幕降临时分，

大名鼎鼎的火星将与狮子座内有“黄帝星”

之称的轩辕十四“约会”，上演“星星相吸”。

按西方星座划分，轩辕十四属于狮子

座，是狮子座α星，象征着狮子的心脏。它

是狮子座中第一亮星，散发出蓝白色光

芒。它和同样处在黄道附近的金牛座的毕

宿五、天蝎座的心宿二和南鱼座的北落师

门被誉为黄道带的“四大天王”。

按我国古代星座划分，轩辕十四则隶

属轩辕星座，属于二十八宿中的“张宿”。

轩辕星座由十七颗恒星组成，轩辕十四是

其中最亮的星，即主星。由于轩辕是黄帝

的名字，因此，轩辕十四也被古人称为“黄

帝星”。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

理事赖迪辉介绍，7月，火星日落时位于西

边天空，亮度 1.8等左右，上、下半月分别于

夜晚21至22时、20至21时没入西偏北方地

平线。

7月初，火星在狮子座一路东行，并从

轩辕十四旁边经过。7月 10日 16时火星合

轩辕十四。此时从地球上看去，这两个天

体相距最近。

本次相合，火星与轩辕十四最近时仅

有0.7度，就比一个满月视直径（约为0.5度）

大一点，不过受日光影响，无法看到它们相

距最近时的情景。好在当天 20时左右，两

星近距离争辉的场景在渐黑的暮色中依然

会呈现，感兴趣的公众可以尝试观测。

“当晚，虽然轩辕十四的亮度为1.35等，

比微微泛红的火星还要明亮，但在光污染较

为严重的城市，要想凭借肉眼看到它们并非

易事，感兴趣且有条件的公众可借助小型天

文望远镜观测；要想用肉眼看到‘高清版’，

建议选择光污染较低的地方，如郊区、农村

等地，更利于观测和拍照。”赖迪辉提醒说。

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记者张泉 田金
文）记者 8日从第二次青藏科考队获悉，科

考队利用雷达剖面测量方法测得珠峰顶部

积雪厚度为9.5（±1.2）米。这一测量结果将

为研究极高海拔冰冻圈及珠峰顶部岩石圈

动态变化提供数据支撑，相关成果已在国

际学术期刊《冰冻圈》发表。

2022年 4月至 5月，第二次青藏科考队

开展了“巅峰使命”珠峰科考，测量珠峰顶

部积雪厚度是其中一项重要科考任务。此

次发表的数据为 2022年 5月对珠峰顶部积

雪厚度的测量结果。

“珠穆朗玛峰是地球之巅，珠峰顶部积

雪厚度及其变化情况，对于理解冰冻圈对

气候变化的响应具有重要科学价值，长期

以来受到高度关注。”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

长姚檀栋院士介绍，此前几十年间，关于珠

峰顶部积雪厚度曾有多次报道，但受测量

手段与方法等限制，这些数据存在很大的

不确定性。

“此次测量采用雷达剖面测量方法，科考

队员利用1000兆赫兹一体化冰雪测厚雷达，

沿珠峰顶部裸露基岩处开始测量，逐步测量

到珠峰顶部。”珠峰峰顶雷达测厚项目负责

人、中科院青藏高原所研究员杨威介绍，相比

过去顶部单点雷达测量方法，该剖面测量方

法可以保证积雪—基岩雷达反射界面呈现

渐变趋势，易于后期数据正确解读。

“测量结果显示，珠峰顶部积雪厚度远

超以往报道的结果。这一发现不仅揭示了

珠峰峰顶的积雪厚度，还为更深入理解极高

海拔气候变化开辟了新的方向。”姚檀栋说。

据新华社西安7月7日电（记者姜辰蓉）

来自西安国际港务区的最新数据显示，今

年上半年，中欧班列长安号开行 2619列，

较去年同期增长 46.2%；运送货物总重

249.3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 64.1%。开行

10 年来，中欧班列长安号不断实现新突

破，目前班列开行量、重箱率、货运量等指

标稳居全国前列。

2013年 11月 28日，西安开行首趟中欧

班列长安号。列车搭载着机械配件、重晶

石粉和工业盐等货物越过阿拉山口，经过6
天的旅程后抵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据西安国际港务区自贸港口局副局长

徐小强介绍，最初，中欧班列长安号年开行

量只有百余列，2018年已突破1000列，2022
年中欧班列长安号共开行 4639列，同比增

长超过 20%，运送货物总重 400多万吨，同

比增长超过43%。

为满足越来越频密的班列开行需求，

自 2018年起，西安港港口提升工程加快实

施，已建成占地5600亩，设计年集装箱吞吐

量540万标箱、年铁路货运量6600万吨的世

界一流内陆港，可满足中欧班列长安号年

开行一万列以上的功能需求。西安港港口

支撑能力有了质的飞跃，能为更多客商和

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记者魏梦佳）为

满足暑期公众参观需求，8日起，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对提前预约的游客开放参观。

北大规定，游客可提前 7日通过“参观

北大”微信小程序或扫描微信小程序码进

行预约；预约成功后，参观当天可携带有效

证件由校园参观专用通道刷脸入校。清华

明确校园对外开放参观时间为 7月8日至8
月6日，个人参观可通过“参观清华”微信小

程序进行实名预约，可预约当天及未来7天
参观，预约成功后持身份证从学校参观专

用通道经身份核验和安检后进校参观。对

于团队参观需求，清华规定，可预约未来14
天参观，且仅面向中小学生群体开放，预约

主体为中小学或教育主管部门；预约成功

后，持相关材料经核验后入校。

为保障校园正常教学、科研和生活秩

序，北大要求，个人和团队的参观预约均实

行限额管理，暂不开放游客机动车预约；教

学、科研、办公、图书馆、体育馆、宿舍等场

所为非开放区域，谢绝参观。清华也规定，

参观人员须按照规定路线在规定区域内进

行参观，参观人员所乘坐的各类车辆禁止

入校，非开放区域和校内教学办公楼宇不

对参观人员开放。

此外，两校还表示，校园参观不收取任

何费用，提醒游客拒绝以任何名义提供参

观服务的有偿预约行为。游客入校后应自

觉遵守法律法规和学校管理规定，共同维

护良好的校园秩序。

中欧班列长安号上半年
开行量同比增长近五成

10日火星会“黄帝星”
天宇上演“星星相吸”

第二次青藏科考队
精确测量珠峰顶部积雪厚度

北大清华对社会公众开放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