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大规模预训练模型和生态势在必行。

在唐杰看来，为了提高机器学习算法的效

率，改变传统的行业布局，过去几年，大家拼命做

模型，导致模型越做越多。然而，一般的模型训

练效果并不如人意，花了大量财力精力却达不到

理想的训练效果，“为了优化效果、提高精度，模

型越来越复杂，数据越来越大，很多公司的能力

不足以应对这种状况，效率越来越低。”唐杰举了

个例子，小炼钢厂往往条件简陋，能炼钢，但质量

不好。大炼钢厂买得起设备、花得起电费，炼出

的钢质量就好，大模型就是大炼钢厂，它可以获

得大量数据，并把数据清洗干净，提升算力，满足

要求。

与此同时，“小模型可能只需要几个老师和

学生就能完成算法的设计，但是大模型的每一层

都要找专人来做，这样可以把模型的设计和训练

精细化，模型设计也从单打独斗变成了众人拾

柴。”唐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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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小说、和人聊天、设计网页、编写吉他曲

谱 …… 号 称 迄 今 为 止 最“ 全 能 ”的 AI 模 型

GPT-3，当然远远不止会这些。作为 2020 年人

工智能领域最惊艳的模型之一，GPT-3 无疑把

超大规模预训练模型的热度推向了新高。

3 月下旬，我国首个超大规模人工智能模型

“悟道 1.0”发布，该模型由智源学术副院长、清华

大学教授唐杰领衔，带领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 100 余

位 AI 科学家组成联合攻关团队，取得了多项国

际领先的 AI 技术突破，形成了超大规模智能模

型训练技术体系，训练出包括中文、多模态、认知

和蛋白质预测在内的系列超大模型。

据悉，“悟道 1.0”先期启动了 4 个大模型研

发项目：以中文为核心的超大规模预训练语言模

型文源、超大规模多模态预训练模型文澜、超大

规模蛋白质序列预测预训练模型文溯，以及面向

认知的超大规模新型预训练模型文汇。

唐杰介绍，文源拥有 26亿参数，文澜则为 10

亿，文溯是 2.8亿，文汇则达到了百亿以上。虽然

相对于 GPT-3 的 1750 亿参数而言还有差距，但

“接下来会有更大的模型”。

目前，文源模型参数量达 26 亿，具有识记、

理解、检索、数值计算、多语言等多种能力，并覆

盖开放域回答、语法改错、情感分析等 20种主流

中文自然语言处理任务，在中文生成模型中达到

了领先的效果。

“目前这些模型既有一些交集，但也存在明

显差异。文源的重点是在中文和跨语言，未来也

会加入知识；文澜的重点主要是图文；文汇则更

多地瞄向认知。”唐杰表示，认知是人工智能技术

发展的趋势和目标，关系到机器是否能像人一样

思考这个终极问题。

“下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方向一定是认

知。”据唐杰介绍，在作诗任务中，目前文汇已经

通过了图灵测试。从算法的角度上来看，文汇能

通过图灵测试的关键在于“生成”，而不仅仅限于

“匹配”，这种生成能力是多样的。

被问及为何会选择这 4 个预训练模型项目

时，唐杰说，这是综合考虑了国内外同行的相关

工作、国内人工智能发展的现状、团队人员构成、

北京区域优势等作出的决定。“当时 GPT-3刚发

布不久，悟道团队认为首先要对标其卓越的少样

本学习能力，同时还要做出差异化，做短、中、长

3 个阶段的布局。于是，中文版 GPT-3 即清源

CPM（文源的前身）应运而生，这是短期布局。

之后，文源要向中英文模型乃至多语言模型发

展，这是中期布局。最后走向认知智能，这是长

期布局。”唐杰说，与此同时，国内顶尖的企业人

才、学术人才和自然科学人才所组成的团队给了

项目巨大的想象空间。

已启动4个大模型开发

自 2018 年谷歌发布 BERT 以来，预训练模

型逐渐成为自然语言处理（NLP）领域的主流。

2020 年 5 月，OpenAI 发布了拥有 1750 亿参

数量的预训练模型 GPT-3。作为一个语言生成

模型，GPT-3不仅能够生成流畅自然的文本，还

能完成问答、翻译、创作小说等一系列 NLP 任

务，甚至可以进行简单的算术运算，并且其性能

在很多任务上都超越相关领域的专有模型。

以 GPT-3 为代表的超大规模预训练模型，

不仅以绝对的数据和算力优势取代了一些小的

算法模型，更重要的是，它展示了一条通向通用

人工智能的可能路径。在此背景下，建设国内的

大模型有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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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崔 爽

据唐杰透露，团队目前正在跟北京冬奥会合

作，开发可通过文本自动转成手语的模型，“医疗

方面我们的主要方向是癌症早筛，如上传乳腺癌

图像，找到乳腺癌相关预测亚类，通过影像识别

宫颈癌亚类等。”

而谈到“悟道 1.0”的发展，唐杰坦言，目前还

存在需要持续攻关的问题。一是模型能否持续

学习的问题，即能否不断地从新样本中学习新的

知识，并能保存大部分以前已经学习到的知识。

就目前来看模型还需要调整，其效果还有待加

强；二是面对一些复杂问题，目前模型还无法回

答；三是万亿级模型的实用性问题，即如何在保

证精度的同时压缩模型，从而能让用户低成本地

使用。

“这是一个全新的产业模式。原来大家数据

上云、算力上云，现在模型上云。”唐杰说。

他认为，人工智能可以分为几个发展阶段：

基于数据的互联网时代、基于算力的云计算时

代，以及接下来可能将进入的基于模型的 AI 时

代，这相当于把数据提升为超大规模预训练模

型。未来，研究人员可以直接在云模型上进行微

调，很多公司甚至不用维护自己的算法研发团

队，只需要应用工程师即可。

唐杰表示，随着超大规模预训练模型系统的

开放，小团队是最大的受益者，大家不必从零开

始，预训练基线智能水平大幅提升，平台多样化、

规模化，大家在云上可以找到自己所需的模型，

剩下的就是对行业、对场景的理解。这将给 AI

应用创新带来全新的局面。

唐杰透露，“悟道 1.0”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

果，今年 6 月将会有一个规模更大、水平更高的

智慧模型发布。届时，模型规模会有实质性的进

展：模型会在更多任务上突破图灵测试，其应用

平台的效果也会更加让人期待。

小团队将成最大受益者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本报记者 华 凌

好机友

人工智能可以分为几个发展阶段：基于数据的互联

网时代、基于算力的云计算时代，以及接下来可能将进入

的基于模型的AI时代，这相当于把数据提升为超大规模

预训练模型。未来，研究人员可以直接在云模型上进行

微调，很多公司甚至不用维护自己的算法研发团队，只需

要应用工程师即可。

情报所

◎陈 畅 杨 森 本报记者 赵汉斌

在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多功能指挥大厅，记者

看到了一个高 5.8米、长 19.2米的巨幅屏幕，其上

汇聚了地区全景地图、实时监控画面、各种数据

以及突发事件等多类信息。“今后，我们的城市大

脑将实现‘一屏尽知海淀’，融合指挥和智能运营

的功能。”北京市海淀区城市服务管理指挥中心

副主任吴维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近日，作为城市治理指挥调度的“驾驶舱”和“智

慧 中 枢 ”，海 淀 城 市 大 脑 智 能 运 营 指 挥 中 心

（IOCC）正式投入运行，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

城市大脑将重塑城市治理模式。

精细感知城市“心跳”和“脉搏”

“海淀城市大脑通过统一的数据接入标准，

能够将物联网硬件设备、软件系统、数据库等各

个层级，气象、环境、房管、城管委等各个维度的

数据有机融合。再通过对各事件来源的数据汇

总，建立城市事件引擎，实时对各类城市事件发

现感知，并将汇总的业务数据按照城市运行体征

指标进行计算分析。”海淀区城市服务管理指挥

中心科长陈建峰介绍。

“过去系统信息接入能力有限，看得见人看

不到事，无法在召开视频会议的同时看案件现

场，更别提指挥调度。现在城市管理者一屏便可

进行视频会议并看到任何事件现场，想看的数据

也能同步展示，以高位视角看海淀全局，全方位

出谋策划，高效率调度解决。”陈建峰介绍。

如今，北京海淀城市大脑实时、精细地感知

着全地区的“心跳”和“脉搏”，如同具有生命体征

的巨系统，不仅第一次实现全方位感知城市信

息，也首次实现了城市治理领域的大数据融合。

让数据流成为城市大脑各方参与者之间的纽带，

带动整个地区形成一种新型关系。

陈建峰介绍说，原来各单位都各自掌握很多

数据，没有整合，而且技术路径不一样，不同场景

指挥调度需要打开的系统也不一样。比如两个

部门的决策者都看到某一个问题，有可能会分别

下达指示，两路人马办案，这就造成城市管理各

自为政，重复劳动，效能低下等情况时有发生。

为了解决这种现状，海淀城市大脑智能运营指挥

中心建造了全地区的“数据港”，将人工智能技术

作为底层技术铺设，渗入全业务链条之中，让系

统之间形成数据交融通路。据统计，目前 IOCC

已对 40 多个业务系统实现接入及数据融合，预

计后期可达 80多个，涵盖 52个新场景。

“大脑”自主研判智能调度指挥

近年来，人工智能领域，特别是计算机视觉

识别技术快速发展，让相关部门在城市治理工作

中有了更快捷的途径。“通过 AI智能识别和知识

图谱技术，能够对城市各类事件进行智能发现识

别、智能研判分析、分类定性；通过知识图谱技

术，可将线下实际的业务处置流程映射至系统

中，建立对事件的智能响应机制，辅助城市管理

者建立起对应急事件指挥调度的协同机制，缩短

事件响应处置时间，提升工作效率。”海淀城市大

脑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说。

在海淀城市大脑大屏幕上，记者看到一起共

享单车占用盲道案件的记录：下午 4点 10分共享

单车公司收到“占道”信息，6 分钟后分派给相关

工作人员，2 分钟后接受任务的工作人员到达现

场进行处置。从事件发现到处置人员到达现场，

全程只用了 8分钟。

“之所以有如此效率，最重要的原因是‘大脑’

的自主研判和精准‘派单’。系统在人工智能技

术的加持下可以向前期的人为操作学习并总结

经验自我成长。”IOCC运营团队工程师介绍说。

据了解，IOCC 作为海淀城市大脑智慧中

枢，就像是城市大脑的“脑仁儿”，高度融合了城

市大脑的各项核心能力，包括基于城市感知神经

网络的感知监测能力、大数据中心的汇聚运算能

力、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的分析认知能力等。在此

基础上，开拓性的构建针对城市事件的自动发

现、自动研判、自动处置、自动核实、自动评估的

闭环，并且通过不断应对各类事件，让人工智能

持续“学习”，使城市管理逐步摆脱对人工的依

赖，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与服务效能。

升级AI向“智慧化”成长

以往城市事件及时准确处置依赖于管理者

的智慧和一线工作人员的经验，需要长时间的积

累。现在海淀城市大脑体系已经建立人工智能

城市事件处置引擎，基于大量城市事件的处置结

果数据，通过大数据的分析挖掘、人工智能的算

法模型，将城市管理过程中的优秀经验转变为城

市大脑的智慧，让整个系统成长为能够自我感

知、分析、决策、调度的类生命有机体。

据了解，目前海淀 IOCC 正处于城市运营

管理 3.0 阶段——“系统学会干人事”，即以人工

智能技术为依托，让系统逐渐学习人的经验，

实现“算力”替代“人力”。未来城市运营管理

将向 4.0 阶段演进——“系统干事人想事”，即系

统成为工作主力，实现城市运行、评价、发展的

整体智慧化。

吴维介绍说，海淀城市大脑在前期众多应用

场景中进行的创新实践，为 IOCC 提供了很好的

“原材料”。然而，我们的城市大脑并不满足于现在

的“智能化”，而是将通过升级AI计算中心向“智慧

化”成长。通过AI赋能、自我成长，有机融合实现

“聚智”，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集成应用

赋能城市管理，让大城市会“思考”，更“聪明”。

下一步，海淀 IOCC 还将逐步实现市域社会

治理、产业经济、政务服务、教育、医疗等全领域

的场景接入，使居民通过一个终端入口，直达所

需的民生服务资源；通过智慧化的城市运营体系

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防患于未然，将城市被动

治理转变为主动治理，对城市的各类事件实现未

诉先办,使居民生活更有保障，让城市更宜居、更

便利。

AI赋能，让大城市会“思考”，更“聪明”

在云南省红河州境内的昆（明）玉（溪）河（口）铁路边，有这么一位年

轻小姑娘在荒凉的大山中一个人看守铁路变电所，保证列车行车安全。

今年她身边来了一位不一样的机器人——大白，它不仅能够替代人工完

成多项智能巡视任务，还把作业效率提高了 3倍以上。

变电所被称作是铁路的“大心脏”，因为铁路上的列车牵引用电、站车

照明用电等，都是由变电所提供。而位于云南省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境内

的屏边变电所，承担着昆玉河铁路瑶山至沙田坝区间的机车牵引供电任

务。在这里，220千伏的电压通过变压器转换成 27.5千伏，再通过接触网

为列车开行提供动能。

身为 90后的李莹莹，是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玉溪供电段屏

边变电所的一名值班员。她的工作，除了日常值守外，还要开展巡视作

业，查看每个设备运行是否正常，零件是否完整，哪怕出现一丝细微的变

化，也要及时进行处理。

李莹莹的家在山东，2014 年，她背井离乡来到了心中向往的彩云之

南工作。每次值班，她都要前往位于大山里的变电所，独自坚守 5天。夜

深时，还得独自到室外巡视设备，猫叫、狼吼的声音对她来说都已经习以

为常。

“变电所里 24 小时都必须有人值守，因为我接班后 5 天都不能出去，

所以每次来上班，我都得带很多食物，在这里工作、在这里生活，基本上连

个人都看不到。”李莹莹说。

近年来，随着铁路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被引入，李

莹莹所在的云南屏边变电所就迎来了这样一位高科技“帮手”——变

电所巡视机器人，它可以协助李莹莹完成部分自动化巡检工作。这

个外表呆萌可爱，干起活来却能量满满的机器人成了李莹莹值班时

的佳友良伴。

“以前看动画片时我就超喜欢像大白一样忠心耿耿、无微不至的‘暖

男’机器人。没想到多年后我还真拥有了这样贴心又聪明的机器人，真是

太惊喜了。”李莹莹说，大白可以 24 小时不间断工作，完成变电站日常巡

视、特殊巡视、故障巡视等多种巡视任务。若巡检中发现某处设备异常，

它的后台系统就会提示报警信息，并生成分析结果。一旦确定异常存在，

李莹莹便上传系统“诊断”照片，并进行及时处理。

李莹莹说：“机器人让我的工作轻松了不少，以前我可能需要 2 个小

时才能完成的一次巡视作业，现在有了大白协助，每次巡视只需要 1个小

时左右。”

人机搭配，巡查效率高3倍

科技日报讯 （记者操秀英）2021 年 人 工 智 能 全 球 最 具 影 响 力 学

者——AI 2000 榜单 4 月 8 日揭晓。榜单显示，在上榜学者的国家分布

中，美国占有绝对优势，达 1159 人次，占比 57.95%。中国在学者规模

上位列第二，为 225 人次，占比 11.25%。

在 AI 2000榜单上榜学者的机构分布中，前十大机构分别为谷歌、微

软、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脸书（Facebook）、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华盛顿大学、清华大学和康奈尔大学。清华大学是上榜

的唯一国内机构。

通过对 AI 2000 国家研究热度趋势分析，可以发现当前热度前十的

国家分别是：中国、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法国、意大利、澳大利

亚、韩国。

从全局热度来看，美国早期就有着领先优势并一直保持着最高的热

度，中国的研究热度近年来赶超美国。

在 AI 2000榜单学者的性别比例方面，差距仍十分明显，男性在各领

域中均占多数。其中，机器学习领域的男性学者比例最高，达 97%，人机

交互领域的女性学者比例最高，但也只占该领域的 28%。

据悉，AI 2000 榜单由清华大学 AMiner 联合北京智源研究院、清

华—中国工程院知识智能联合研究中心共同发布，旨在通过 AMiner学术

数据在全球范围内遴选过去 10年人工智能学科最有影响力、最具活力的

顶级学者。通过跟踪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学者 2010 年到 2020 年的论文发

表情况，用计算机算法自动生成榜单排名。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唐杰教授表示，为了更直观地反映学术影响力，

AI 2000遴选学者的主要依据是过去 10年间学者在顶级会议和期刊上发

表论文的引用情况，而非论文数量。今年的榜单遴选过程中，AMiner团

队跟踪了全球约 20 万名学者，参考了 49 个顶级会议、期刊，筛选了 17 万

篇论文数据。

2021年人工智能

全球最具影响力学者榜单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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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莹莹和大白在一起工作李莹莹和大白在一起工作 陈畅陈畅摄摄

人工智能从人工智能从““大炼模型大炼模型””到到““炼大模型炼大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