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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崔 爽

几年前提到人工智能，人们的第

一反应是全球流行、网络热门、预见

未来，但如今，人工智能早已褪去神

秘色彩，语音识别、图像识别、智能阅

片、病毒测序、药物设计……皆已成

为唾手可得的应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虚拟现实和

自动驾驶在2021年迎来井喷。

在“元宇宙”这一年度最热门科

技概念的东风劲吹下，虚拟现实技术

迎来产业发展新拐点，相关领域的投

融资信心和活跃度进入一轮新高潮，

获投项目数量和资本总量大幅攀升，

全球 VR/AR头显设备出货量迅猛增

长，政策、资金、人才等产业要素加速

聚集。

这一年对自动驾驶来说同样意

义非凡。苹果、小米、华为、滴滴等宣

布“造车”；百度和小马智行成为首批

获准开展商业化试点服务的企业；全

国首个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商业化试

点在北京实施，行业在向量产、绝对

安全发起冲击。

回看这一年，朝向前沿和实用两

个方向，人工智能和它的从业者们正

在拔足狂奔。

这一年这一年，，我们不断收获我们不断收获AIAI带来的意外之喜带来的意外之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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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撞车引关注

自动驾驶的安全问题被推上前台

3月 17日，国内一辆特斯拉 Model 3在自动驾驶辅

助状态下无故转向，车辆撞停，车头几乎报废，但全车 8

个安全气囊无一打开，特斯拉技术主管回复，因为没有

撞击到触发点，所以气囊没有弹出，车辆没有问题。

这不是特斯拉第一次发生类似事故。2019 年，国

外媒体曾报道过一次特斯拉事故，据受害者的律师说，

当车主的 Model 3 撞上护栏时，安全气囊竟然没有打

开，并且车主声称特斯拉不配合调查。

特斯拉的事故再次将自动驾驶的安全问题推上前

台。事实上，2021年是国内自动驾驶的泉涌之年，华为

入局造车，百度和小马智行成为首批获准开展商业化

试点服务的企业，全国首个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商业化

试点在北京实施，国内自动驾驶从测试示范迈入商业

化试点，自动驾驶正式进入“下半场”。

同时自动驾驶的基础设施基本搭建完成，各地积

极推进计算中心、5G网络、边缘计算、车路协同、高精度

地理数据等配套措施，各类 L2—L4 级自动驾驶车辆开

始走出封闭路测试验场，走上了真实城市道路。而安

全作为自动驾驶的头号问题，值得慎之又慎，也是影响

行业企业前景的关键要素。

自主智能体与人类辩论

AI开始具备参与复杂人类活动的能力

人工智能在人类专长的领域再下一城，它可以和

人类辩论了。

英国《自然》杂志 3 月 18 日发表了一项人工智能的

最新进展：科学家报告了一种能与人类进行竞技辩论

的自主智能体，这个“辩手项目”系统可以和人进行现

场辩论，该系统能通过扫描储存 4亿篇新闻报道和维基

百科页面的档案库，然后自行组织开场白，并自行反驳

论点。

这被认为与之前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挑战有根本区

别。虽然最终人类辩手被判定获胜，但这个演示表明

了人工智能开始具备参与复杂人类活动的能力。这也

不禁令人遐想，人工智能的下一步会走向哪里？

全球最快AI超级计算机开动

拼接有史以来最大宇宙 3D地图

5月 27日，被誉为全球最快的人工智能工作负载超

级计算机——Perlmutter宣布开启。这台超级计算机拥

有 6144个英伟达 A100张量核心图形处理器，将负责拼

接有史以来最大的可见宇宙 3D 地图，并且它有望揭示

暗能量的秘密。

在物理宇宙学中，暗能量是一种充溢空间的、增

加宇宙膨胀速度的难以察觉的能量形式。暗能量假

说是当今对宇宙加速膨胀观测结果的解释中最为流

行的一种。

英伟达高级产品营销经理 Dion Harris 表示，在 AI

使用的 16位和 32位混合精度数学运算方面，Perlmutter

超级计算机也是目前全球最快的系统。

人类穷尽努力，试图对宇宙未知的一面有更多了

解，有了 AI这个“非凡的工具”，这种努力或许可以更快

见成效。

悟道2.0发布

中国万亿参数模型刷新多项纪录

在 6月 1日举行的 2021北京智源大会开幕式上，悟

道 2.0 发布。它在模型规模上呈爆发级增长，达到 1.75

万亿参数，创下全球最大预训练模型纪录。

中文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众多的语言，之前一直

没有以其为核心的超大规模预训练模型。3月，中国首

个超大规模预训练模型悟道诞生，中文预训练模型跻

身“炼大模型”列队。而悟道 2.0的发布，更标志着多项

相关纪录被刷新。

当前语言模型的训练已经从“大炼模型”走向“炼

大模型”的阶段，巨量模型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从

1750 亿 参 数 量 的 GPT—3，到 参 数 量 万 亿 级 别 的

Switch Transformer，参数量的纪录不断被刷新，语言模

型规模越来越大，仿佛没有终点。大火的 GPT—3，能

作诗、聊天，能生成代码，参数规模达到千亿级别，直逼

人类神经元的数量。

10月，微软和英伟达联手发布了 Megatron—Turing

自然语言生成模型（MT—NLG），它有 5300 亿参数，号

称同时夺得单体 Transformer 语言模型界“最大”和“最

强”两个称号。

对大模型进行探索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科学

家希望越来越大的模型能通向 AI的圣杯——通用人工

智能。

Alphafold2预测蛋白质结构

为生命科学领域带来革命性影响

7月 16日，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一项结构生物学

最新研究，人工智能公司 DeepMind的神经网络 Alpha-

fold2预测的蛋白质结构能达到原子水平的准确度。

蛋白质折叠问题被认为是人类在 21世纪需要解决

的重要科学前沿问题之一。研究蛋白质结构，有助于

了解蛋白质的作用，理解蛋白质如何行使其生物功能，

认识蛋白质与非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生物学、

医学和药学等都非常重要。

在 50 多年的时间里，研究人员一直尝试根据蛋白

质的氨基酸序列预测其折叠而成的三维结构。然而，

当前使用的计算方法准确度有限，实验方法对人力和

时间的要求也非常高。事实上，过去半个多世纪，人类

一共解析了 5万多个人源蛋白质的结构，人类蛋白质组

里大约 17%的氨基酸已有结构信息，而 AlphaFold2预测

的结构将这一数字从 17%提高到 58%，因为无固定结构

的氨基酸比例很大，58%的结构预测已经接近极限了。

今年底我国自研深度学习蛋白质折叠预测平台

TRFold传来好消息，其基于 2020年第 14届国际蛋白质

结构预测竞赛蛋白质测试集的成绩仅次于 AlphaFold2，

排名全球第二，这是国内目前所有公开蛋白质结构预

测模型中的最好成绩，我国计算生物学领域的表现跻

身全球第一梯队。

生物物理学家、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曾对 Alpha-

fold2 的表现给予极高评价：这是人工智能对科学领域

最大的一次贡献，也是人类在 21 世纪取得的最重要的

科学突破之一。

毫无疑问，人工智能预测蛋白质结构的研究已经

并且将持续在生命科学各分支领域引发革命性影响，

并在今后几年到十几年中逐渐显现出来。

元宇宙引全球公司竞逐

人工智能技术或成元宇宙落地关键

2021 年哪个科技概念最火？答案基本不存在争

议：元宇宙。

这个来自 20 世纪 90 年代科幻小说中的名词，成为

今年以来巨头竞相逐鹿、资本跑马圈地、街头巷尾热议

的最强概念。目前，元宇宙还没有公认定义，这也给它

创造了充分的延展性、包容性和可解释性。

元宇宙像是一个筐，把增强现实、云计算、数字

孪生、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打包全收，其中

人工智能和元宇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深度学习、

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

应 用 是 元 宇 宙 落 地 的 关 键 。 虽 然 还 停 留 在 概 念 阶

段，但元宇宙可能存在的巨大商业潜力，已经引得各

大公司纷纷投注。英伟达正式推出对标元宇宙的虚

拟工作平台 Omniverse，日本社交平台 GREE 开展元

宇宙业务，微软努力打造“企业元宇宙”，华为从 AR

切入元宇宙赛道，腾讯、百度、字节跳动、网易等都从

各自擅长的路径进军元宇宙，三大运营商也都悉数

投入元宇宙布局。

7 月 ，DeepMind 为 AI 打 造 了 一 个 元 宇 宙 ——

XLand。经过 5代训练，智能体能在 XLand的 4000个独

立世界中玩大约 70 万个独立游戏，涉及 340 万个独立

任务，最后一代智能体经历了 2000亿次训练步骤。

合成神经信号让AI有“思维”

脑机连接 AI设备或将迎来新进展

AI 一旦拥有了“思维”，会反过来操控人类的行

为吗？

现在思考这个问题已经不算杞人忧天了，因为 AI

“伪造思维”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GAN 是指生成式对抗网络，它是一种深度学习模

型，是近年来人工智能在大数据学习过程中用到的一

种无监督学习方法之一。11 月 18 日，美国南加利福尼

亚大学华人博士温士贤团队在自然子刊发表的论文显

示，研究人员通过脑机连接设备，在两只作为试验对象

的猴子身上进行了脑机接口训练。他们让试验中的两

只猴子玩贪吃蛇游戏和玩跑步机，然后收集它们发出

的运动控制神经信号，再通过 GAN 中的生成器和鉴别

器合成出大量神经活动数据，用于下一步的试验。

通过接触或植入式的设备，GAN 只需要收集少

量试验中猴子所发出的运动控制神经信号，就可以自

动生成类似的各种其他情形下可能操控行为的神经

信号，然后再把这些教给 AI，AI 便是这样有了自己的

“思维”。

研究人员发现，这一技术把训练脑机接口系统提

取、分析大脑信号的时间缩短了整整 20 倍。他们在论

文中同时提到，这次研究虽然只采集了猴子的神经信

号，但这一模式应该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神经信号的模

拟生成。

研究者相信，这种“合成思维”的方式还能有更为

广泛的用途，尤其是在脑机连接 AI设备上。但如果 AI

可以“伪造思维”，这种脑机连接又会给未来的人类带

来什么，目前显然还没有定论。

《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发布

首份全球性规范框架聚焦 AI健康发展

人工智能治理是和人工智能发展相伴而行的问

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地时间 11 月 25 日正式推出

《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该建议书由教科文组织

会员国集体通过，是关于人工智能主题的首份全球性

规范框架。

该建议书旨在促进人工智能为人类、社会、环境以

及生态系统服务，并预防其潜在风险。建议书包含规

范人工智能发展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在原则指导下人工

智能应用的领域。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介绍，建议书共 29页，定义了

指导人工智能建设的必要基础性项目，以确保人工智

能健康发展的共同价值观和基本原则。

建议书呼吁，在科技公司和政府已采取的措施之

外还需要更多行动，通过确保使用 AI的透明度、行动力

和保障个人数据使得民众得到更多保护。

建议书还推动确保人工智能成为应对气候变化

和解决环境问题的更重要工具。建议书要求政府应

评 估 人 工 智 能 系 统 对 环 境 造 成 的 直 接 和 间 接 的 影

响，包括其碳足迹、能源消耗和原材料提取的环境影

响等。

AI发现两个数学新猜想

人工智能拓展在前沿领域应用范围

人工智能攻城略地的领域越来越大了，这次是数

学。英国《自然》杂志 12 月 1 日发表了由人工智能公司

DeepMind 开发的一个机器学习框架，该框架已经帮助

发现了纯数学领域的两个新猜想。这项研究展示了机

器学习可以支持数学研究，这也是计算机科学家和数

学家首次使用人工智能来帮助证明或提出纽结理论和

表示论等数学领域的复杂定理。

纯数学研究工作的关键目标之一是发现数学对

象间的规律，并利用这些联系形成猜想。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数学家开始使用计算机帮助发现规律和提

出猜想，但人工智能系统尚未普遍应用于理论数学研

究领域。

此次，DeepMind 团队和数学家一起建立了一个机

器学习框架，用于协助数学研究。团队还表示，他们的

框架能鼓励未来数学和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合作。

建立17个试验区

将引领带动中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

12月 7日，科技部官网公布三份函件，支持哈尔滨、

沈阳、郑州三地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

验区，三份函件分别对哈尔滨、沈阳、郑州提出相应的

建设要求。

哈尔滨试验区建设要发挥人工智能在赋能哈尔滨

高质量发展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中

的重要作用。同时，充分发挥哈尔滨科教资源富集、产

业特色鲜明、国际合作基础良好等优势，加强人工智能

基础前沿理论和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在智慧农业、智能

制造等领域和寒地场景打造创新应用标杆。

沈阳试验区建设要发挥人工智能对沈阳制造业转

型升级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辐射

带动作用，强化技术研发和创新应用，壮大智能科技产

业集群。

郑州则要发挥人工智能在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中的引领作用，有力支撑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自 2019年北京市成为全国首个国家新一代人工智

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以来，上海市、天津市、深圳市、杭州

市、合肥市、德清县、重庆市、成都市、西安市、济南市、

广州市、武汉市、苏州市、长沙市、郑州市、沈阳市先后

入选，目前我国已经有 17 个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

发展试验区。

图① 8月11日，在浙江美术馆的《算法速成
斑》特展上的“抱堡球”里，小观众通过 VR眼镜观
看不同算法下的AI世界。

图② 9月 29日，在北京地铁4号线和16号线
的国家图书馆站，3台地铁车站智能服务机器人
正式“上岗”，为乘客提供出行查询、带路及运营提
示等智能服务。

图③ 全国首个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商业化试
点在北京开放后，百度自动驾驶车行驶在北京亦
庄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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