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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伟

6月27日，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举办北

京市人工智能策源地引领推介活动的首期活动

——北京市首批人工智能行业大模型应用案例发

布会，发布北京市首批10个行业大模型典型应用

案例。

据悉，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正在持续征

集北京市行业大模型典型应用案例和场景需求，

编制北京市大模型技术产业创新图谱并将适时发

布，加强对大模型行业应用的宣传推广。鼓励更

多垂直行业用户积极开放场景，提供行业知识数

据，联合人工智能创新企业共同开展行业大模型

技术及应用研发，加速推动技术迭代与产业创新

发展。同时从算力、数据、人才、投资等多个方面

落地一批支持措施，持续做好大模型相关技术研

发和产业培育工作，不断集聚创新资源，优化产业

生态，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

策源地。

率先实现落地应用

在过去的半年中，以GPT-4为代表的大模型

技术引领了新一轮全球人工智能创新热潮。国内

外大模型科研高速迭代，各类模型层出不穷，模型

性能不断提升，创新创业蓬勃兴起，展现了惊人的

演进速度。同时，大模型赋能行业应用正在蓬勃

兴起，基于大模型的泛化能力和涌现特性，其在越

来越多垂直行业场景上初步展现了惊艳的性能表

现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得到了各行业高度关注，场

景驱动成为大模型技术创新的重要模式，有望形

成新的产业业态和经济增长点。

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二级巡视员刘航

介绍，北京是国内大模型创新基础最好、人才团队

最集中、研发能力最强、产品迭代最活跃的地区。

一大批一线科学家和创业者集聚北京，涌现出文心

一言、ChatGLM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大模型产品。

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

《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地图研究报告》显示，我国

10亿参数规模以上的大模型已发布79个，其中北

京发布的数量最多共 38个，占全国近一半，大模

型学者指数、模型开源数量和影响力等指标均位

居全国第一。

为进一步落实北京市《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实施方案》和《通用人

工智能创新发展若干措施》，加快人工智能场景建

设相关举措落地实施，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

瞄准国家重大战略、社会民生关切和垂直行业场

景需求，把握当前阶段大模型技术演进趋势和行

业应用特点，聚焦城市治理、医疗健康、科学研究、

智慧金融、智慧生活、智慧城市等重点领域，组织

专家凝练并发布现阶段技术创新性相对较强、成

熟度相对较高、应用前景广阔的首批10个行业大

模型典型应用案例。

典型场景多点开花

据介绍，此次发布的10个案例均由技术供给

方与场景需求方联合研发，充分展现大模型技术

能力，深度结合不同行业需求特点，在帮助行业用

户“降本提质增效”的同时，开发新功能、形成新产

品、拓展新应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行业更加深

度融合。

据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百度智能云

AI产业资深解决方案架构师许磊介绍，百度集团

和国网智能电网研究院有限公司共同开发的基于

电力行业NLP大模型的设备运检知识助手示范

应用，在智慧能源领域，基于百度“文心”系列大模

型及领先的深度学习、知识图谱增强等技术，构建

了千万级电力文本样本库和电力行业知识图谱，

联合训练电力行业 NLP 大模型，在电力专业分

词、电力营销敏感实体识别 F1指标方面，分别提

升 9.27%、13.28%，达到 92.376%和 94.947%，显著

增强了设备及电网运营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

北京智谱华章科技有限公司CEO张鹏介绍，

由北京智谱华章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中医药大

学东方医院共同开发的数字中医大模型示范应

用，在智慧医疗领域，基于智谱华章高精度千亿

中英双语稠密模型“GLM-130B”，面向中医领

域名医经验挖掘整理需求，构建数字中医服务

平台，探索高危肺结节人工智能临床诊疗和临床

评价研究等解决方案，实现中医临床经验的智慧

化复制新模式。

云知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新事业部副

总裁郭凡介绍，由云知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和北京友谊医院共同开发的基于山海大模型的门

诊病历生成系统示范应用，在智慧医疗领域，基于

云知声 700亿参数规模的自研“山海”大模型，结

合前端声音信号处理、声纹识别、语音识别、语音

合成等全栈式智能语音交互技术，预计可提升医

生的电子病历录入效率超过400%，节约单个患者

问诊时间超过40%，提升医生门诊效率超过66%。

其他技术供给方也介绍了应用案例情况，其

中包括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和中铁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共同开发的面向建筑领域多模态行业

大模型示范应用，由中关村科学城城市大脑股份

有限公司和科大讯飞（北京）有限公司共同开发的

自主可控城市大脑大模型示范应用，由北京科学

智能研究院和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共同

开发的覆盖元素周期表原子间势函数预训练模

型示范应用，由第四范式（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和北京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开发的

多模态智慧金融大模型示范应用，由毫末智行

科技有限公司和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共同

开发的自动驾驶大模型 DriveGPT 示范应用，由

北京衔远有限公司和北京一轻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共同开发的面向消费领域的品商大模型示

范应用，由北京面壁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和智

者四海（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开发的智能问答

大模型示范应用。

输入一张图书馆的图片和一段汽车鸣笛的音频，“紫东太初”就能

发现其中的问题，分析出这段音频不太可能出现在图书馆场景中；给出

一张救护车图片、一段森林救火的视频和一段警笛音频，它也能准确识

别并讲述一段完整的救援故事。

6月16日，在人工智能框架生态峰会2023上，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

究所所长徐波在发布“紫东太初”全模态大模型时，展示了该模型的新

“能耐”。

作为“紫东太初”1.0的升级版，“紫东太初”全模态大模型具备全模

态理解能力、生成能力和关联能力，不仅能读懂文字、图像和音频，还能

理解视频、3D点云、传感信号，可以结合图像、声音和视频完成场景分

析，其理解和生成能力更加接近人类，向通用人工智能迈出关键一步。

全模态升级版更“聪明”

“‘紫东太初’全模态大模型以国产化基础软硬件平台昇腾AI为基

础，其算法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自主研发，算力则由武汉人工智

能计算中心提供支持。”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研究员张家俊介绍，无论

是算法还是算力亦或是硬件，“紫东太初”都是“中国造”。

“人类学习要受到视觉、触觉、听觉、嗅觉等各种信号的综合影响，

每一种不同类型的信号都是一种模态，人类的学习过程是全模态的。

同样，机器要想变得‘更聪明’，也需要像人一样，发展贯通图、文、音等多

种模态的大模型。”张家俊在谈起开发全模态大模型的原因时解释道。

鉴于此，2019年，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就坚持以“图—音—文”

多模态技术为核心，确立多模态大模型布局，整合研究所内图像、文本、

语音等研究方向的优势资源开展集团式攻关，于 2021年 9月成功打造

“紫东太初”1.0多模态大模型。“紫东太初”1.0助推人工智能从“一专一

能”迈向“多专多能”，向发展通用人工智能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迈入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的范畴不断拓宽，不仅包含人类自身产生

的语音、图像、文字等数据，还有机器产生的大量结构和非结构化数据。

徐波介绍，针对新需求与新趋势，新升级的“紫东太初”2.0在语音、

图像和文本之外，加入了视频、传感信号、3D点云等更多模态，从技术

架构上实现了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的全模态开放式接入；突破了能对信息进行充分理解和灵活

生成的多模态分组认知编解码技术，以及能融合多个任务的认知增强多模态关联技术等，大模型多

模态认知能力大幅提升。

展现广阔产业应用前景

“‘紫东太初’2.0可以像人一样综合运用多种信号进行思考。”据研发团队介绍，它可以理解三

维场景、传感信号等数字物联时代的重要信息，完成音乐、图片和视频等数据之间的跨模态对齐，能

够处理音乐视频分析、三维导航等多模态关联应用需求，并可实现音乐、视频等多模态内容理解和

生成。

“目前，‘紫东太初’大模型已展现出广阔的产业应用前景，在神经外科手术导航、短视频内容审

核、法律咨询、医疗多模态鉴别诊断、交通违规图像研读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引领性、示范性应用。”

徐波说。

比如，在医疗场景下，“紫东太初”大模型与神经外科机器人MicroNeuro相结合，可实现在术中

实时融合视觉、触觉等多模态信息，协助医生对手术场景进行实时推理判断。

再比如，在法律咨询领域，“紫东太初”大模型仅用0.546秒就可对法律案件进行拆解、提取关键

事件，在办公效率方面实现案件分析速度的百倍提升，可有效解决律师整体资源匮乏、服务成本高

等问题。

“‘紫东太初’已经开放服务平台，支持各行业根据各自需求‘组装’模块，再输入少量的行业样

本数据，就能产出自主可控的行业相关大模型。”张家俊说。

徐波表示，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未来将以“紫东太初”大模型为基础，持续探索与类脑智

能、博弈智能等技术路径的相互融合，最终实现可自主进化的通用人工智能，为促进我国数字经济

快速发展贡献力量。

北京市首批人工智能行业大模型应用案例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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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伟）6月 27 日，国

内高校最大的云上科研智算平台 CFFF
（Computing for the Future at Fudan）在

复旦大学正式上线。这台为发现和解决复

杂科学问题而建的科研“超级计算机”由复

旦大学与阿里云等共同打造，以先进的公

共云模式提供超千卡并行智能计算，支持

千亿参数的大模型训练——在国内高校中

尚属首例，也领先于斯坦福大学等国际知

名高校 。

延续复旦大学“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

思”的校训，CFFF平台由面向多学科融合

创新的 AI for Science 智能计算集群“切

问”一号和面向高精尖研究的专用高性能

计算集群“近思”一号两部分组成。

复旦大学教授浩清、人工智能创新与

产业研究院院长漆远介绍，基于百G高速

数据传输网和阿里云全球领先的大规模异

构算力融合调度技术、分级存储技术、AI
与大数据一体化技术，部署在复旦校内的

“近思”一号和托管在1500公里外阿里云乌

兰察布数据中心的“切问”一号连成了一台

真正意义上的“超级计算机”，复旦四校区的

所有实验设备都能高速接入，做到异构算力

统一管理，计算任务统一调度，满足不同应

用场景下科学智能研究与应用需求。

位于“东数西算”节点上的阿里云乌兰

察布数据中心，通过飞天智算平台的公共

云模式对外提供智能计算服务。

2022 年，阿里云发布了飞天智算平

台，并启动乌兰察布数据中心等两座超大

规模智算中心，为科研、公共服务和企业机

构提供强大的智能计算服务，可将计算资

源利用率提高 3倍以上，AI训练效率提升

11倍，推理效率提升6倍。

据介绍，智算中心并不是简单地把配

置先进制程芯片的服务器连接起来就能实

现高性能算力，其中一个很关键的指标是

损耗。智能计算在这个方面难度更大。相

比通用型计算，智能计算需要海量数据进行

训练，在数据迁移、分布式训练等环节损耗

尤其严重。传统智算中心达到一定规模之

后，增加算力资源反而会降低算力输出的能

力，千卡以上规模的算力输出最低往往仅有

40%左右。但阿里云通过体系化的核心技术

自研，以飞天智算平台作为输出，大幅降低

了智能算力的损耗。

漆远表示，有赖于公共云模式，跑在

CFFF平台上的项目可享受到超千卡并行

的智能算力，千卡并行的有效算力达到行

业领先的92%，可拓展性达到万卡，万卡并

行有效算力也可达90%。

同时，公共云更加低碳和绿色。阿里

云绿色数据中心技术结合乌兰察布当地天

然的气候优势，CFFF 平台可实现年平均

PUE 小于 1.2，每年节省总电力超过 2000

兆瓦时，年均节碳量达1500吨。

目前，CFFF平台上的第一个科研成果

已经诞生。复旦大学人工智能创新与产业

研究院李昊团队近期发布了 45 亿参数量

的中短期天气预报大模型，预测效果在公开

数据集上首次达到业界公认的ECMWF（欧

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集合平均水平，并将

预测速度从原来的小时级缩短到了 3秒钟

内。

“基于 CFFF 平台的千卡并行智能计

算，这样一个规模的大模型只用一天就完

成了训练。传统的计算平台很难做到。”复

旦大学人工智能创新与产业研究院研究员

李昊说。

这也是CFFF平台上孕育出的第一个

大模型。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

金力表示，复旦希望基于 CFFF 平台建成

一批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科学大模型，例

如生命科学大模型、材料科学大模型、大气

科学大模型、集成电路大模型等。

未来，CFFF平台还将持续扩大其算力

规模，并向复旦校外的科研机构、高校、医

院、高科技企业等开放。当天，面向全球科

研人员的首届世界科学智能大赛宣布正式

启动，大赛设置生命科学、量子化学等五大

赛道，CFFF平台将为参赛队伍提供免费训

练算力，并以更普惠的算力长期支持部分

科研项目。

本报讯（记者 张伟）7月 4日，2023全球

数字经济大会将在盛大的“数字之夜”仪式中隆

重开幕。

此次城市脉搏点亮仪式为首次举办，以数

字技术为媒介，选取北京、拉萨和新加坡等城市

地标，跨越东盟与喜马拉雅山脉，共同点亮北京

城市脉搏。同时，首届中国数字音乐会也将在

当晚推出，通过线下互动活动，塑造千年城市的

数字形象，提升大会参与感和仪式感。

开幕式当晚，北京市民将在街头感受到数

字经济带来的魅力，可以前往首钢园、通州运

河、奥运塔、大兴机场和前门大栅栏等城市地

标，现场观看炫酷的增强现实（AR）秀。届时，

北京城中轴线、东西长安街沿线以及部分市政

夜景将全部点亮。

点亮仪式将选取北京城市东西南北中5个

方位的 5大场景，通过线上和线下联动进行点

亮。5个方位分别是西起冬奥首钢园、东至通

州运河、北起奥林匹克塔、南至大兴机场以及前

门四点交汇处（中点）。每个地方将演绎本次大

会的5个主旨理念：数智、增速、鼎新、赋能和聚

合。通过点亮这 5个场景，将投射出关键词并

展示中心建筑群的演绎，最终呈现出大会的主

题。这一点亮仪式不仅辐射整个北京城，分会

场还延伸到拉萨以及新加坡。

城市脉搏点亮仪式不仅是对数字经济大

会的庆祝，也是展示北京作为数字经济领域

的领先城市的机遇。通过点亮城市地标和举

办首届中国数字音乐会，大会在北京市民中

激发对数字经济的兴趣和热情。同时，通过

点亮五大场景和演绎主题，整个北京城被数

字经济大会的氛围所包围，将影响力和参与感

扩展到世界各地。

2023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举办，为北京提

供了一个展示其在数字经济领域领先地位的机

会。此次盛会将推动本地区的产业发展，也将

加强国际间合作与交流，促进数字经济的繁荣

与创新。

首次举办城市脉搏点亮仪式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明日开幕

近日，贵州省第

一届职工职业技能大

赛决赛在贵阳市举

行。据了解，本届大

赛设置 15 个竞赛项

目，并分设多个分赛

区。贵阳决赛现场进

行钳工、焊工、数控铣

工、网络与信息安全

管理员、砌筑工、导游

服务技能 6个赛项的

集中比赛。图为参赛

技术工人进行钳工技

能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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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产最大直

径盾构机——“京华号”

盾构机出洞，由中铁十

四局承建的北京东六环

改造工程西线隧道顺利

贯通。这是目前我国最

长盾构高速公路隧道，

标志着这一国家级创新

工程取得重大进展。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