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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据美国

《国会山》日报网站 1 月 25 日报道，美

国 元 宇 宙 平 台 公 司（Meta）首 席 执 行

官马克·扎克伯格宣布，今年该公司

将在人工智能（AI）领域投资至少 600

亿 美 元 ，相 比 去 年 增 加 200 多 亿 美

元。

扎克伯格在脸书上发帖称，今年

Meta 计 划 在 AI 领 域 投 资 600 亿 美 元

至 650 亿美元。这项庞大的投资将推

动 Meta 核 心 产 品 和 业 务 的 革 新 ，并

试 图 扩 大 美 国 在 AI 领 域 的 领 先 地

位。

这笔投资的大部分将用于建设一

个规模庞大的数据中心，目的是为 AI

发展提供强大的算力和存储空间。此

外，Meta还计划采购超过 1万块图形处

理单元，这是用于 AI 机器学习的关键

芯片。

扎克伯格透露，Meta 正在打造 AI

“工程师”，负责为该公司的研发工作

编写代码。同时，他们还在训练下一

代 AI 模 型 ，以 构 建 Llama 开 源 AI 模

型。他表述，尚未发布的大语言模型

Llama 4 有 望 成 为“ 最 先 进 的 AI 模

型”。同时他也期待 Meta AI 成为顶

级 数 字 助 理 ，用 户 数 量 能 突 破 10 亿

人大关。

微软总裁布拉德·史密斯也在同一

时间公开表示，本财年微软将投资约

800亿美元，在全球多地建设 AI数据中

心、训练 AI 模型并部署基于云的应用

程序。

目前，多家科技巨头正以前所未有

的力度向 AI 领域投入资金，以期在激

烈的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Meta今年拟在AI领域投资600多亿美元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佳欣）一款弹

性十足且柔韧的袋式电池，不仅成为可

穿戴式运动或健身设备的理想电源，同

时使其透气性超过了棉花。包括美国

耶鲁大学在内的研究团队开发了这款

新型电池，并在最新一期《物质》杂志上

发表了其研究成果。

为了设计这款新型电池，团队在

袋式电池上打造了一种长方形孔洞的

图案。袋式电池是一种锂电池，其弯

曲度有限。模拟结果显示，与采用方

形或圆形等其他孔洞图案的电池相

比，这种长方形孔洞的排列使电池能

够在不撕裂的情况下被拉伸或折叠

180度。

孔洞太多或太大都会降低储能容

量，因此存在的一个挑战是，如何保持

足够的活性物质，以维持电池的高能

量密度。研究团队必须在机械拉伸性

和电性能之间找到平衡。

这款布有孔洞的电池设计在拉伸

10%甚至折叠后，仍能抵抗物理应力

并继续为 LED 灯泡供电。其中，拉伸

和折叠实验均进行了 100 次。在温湿

度试验箱中的测试也显示，这款电池

的透气性比棉花高出一倍。

团队将这款电池编织进实验服

中，并在穿戴者跑步锻炼时测试了其

性能。结果发现，孔洞设计使电池能

够快速散热，让穿戴者避免了不适感

觉或汗液滞留。

不过团队强调，这款电池仍需接

受更多的耐磨测试，以及进一步研究

如何扩大生产规模。

新电池让可穿戴设备比棉花还透气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梦然）爱尔

兰戈尔韦大学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

创新生物打印技术，能够使打印出的

组织根据细胞产生的力量而改变形

状。这一成果模仿了器官在自然发

育过程中经历的动态形状变化，特别

适用于心脏组织的复制，在功能性生

物 打 印 器 官 领 域 迈 出 了 重 要 一 步 。

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先进功能

材料》杂志上。

生物打印技术依赖于“生物墨水”，

这是一种支持活细胞生长和发展的特

殊材料。使用这种墨水可以创建与人

类器官结构高度相似的实验室培养器

官。不过，制造完全功能的器官仍然是

一个挑战。如目前生物打印的心脏组

织虽然能够收缩，但其收缩力远不及健

康成人心脏的水平。

传统的生物打印方法倾向于直接

重建目标器官的最终形态，而忽视了胚

胎发育过程中的动态形状变化对于器

官成熟的重要性。以心脏为例，它最初

是一个简单的管状结构，经过复杂的弯

曲和扭转过程，才发展为成熟的四腔结

构。这些形状变化对心脏细胞的发育

和成熟至关重要。

此 次 团 队 引 入 了 一 种 新 型 生 物

打 印 平 台 ，利 用 嵌 入 式 生 物 打 印 技

术，他们生成了能够在细胞力驱动下

进行编程并可预测地发生 4D 变形的

组织。这种变形不仅改善了生物打

印心脏组织的结构，还促进了其功能

的成熟。

团 队 还 开 发 了 一 个 计 算 模 型 来

预测组织形状变形的行为，并展示了

如何通过调整初始打印几何形状和

生物墨水硬度等因素，来控制形状变

化的程度。这一研究有望在疾病建

模、药物筛选及再生医学领域产生深

远影响。

生物打印功能性心脏组织获突破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霞）据物理

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全球能源智库

Ember 发 布 的《2025 年 欧 洲 电 力 评

论》指出，2024 年欧盟太阳能发电量

首次超过煤炭，可再生能源发电总量

约占欧盟电力总量的半壁江山。与

此同时，天然气发电量连续第五年走

低，化石燃料发电量更是跌至历史最

低点。

该报告分析了欧盟 27 国的年度

电力生产和需求数据。结果显示，

2024 年，太阳能依然是欧盟增长最快

的能源。风能发电量（占比 17%）连续

第 二 年 超 过 天 然 气 发 电 量（占 比

16%）。总体来看，太阳能和风能发电

量增长强劲，使得欧盟可再生能源的

占比从 2019 年的 34%跃升到 47%，而

化石燃料发电量的占比则从 39%下滑

到 29%。

报告称，太阳能和风能发电量激

增的趋势席卷欧洲。目前超过一半的

欧盟国家，或者淘汰了污染最严重的

化石燃料——煤炭，或者将其在能源

结构中的占比降低到不足 5%的水平。

不过，报告也强调，为了加快绿

色转型的步伐，欧盟仍须继续努力，

特别是在风力发电领域。此外，欧洲

的电力系统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存储

能力，以更好地利用具有间歇性的可

再生能源。

欧盟太阳能发电量首超煤炭
科技日报北京1月 27日电 （记者

张佳欣）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

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上，紧凑缪子

线圈、合作组进行了一项研究，旨在检

验顶夸克是否遵循爱因斯坦的狭义相

对论，而狭义相对论通过了这一最强加

速器测验。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

的《物理学快报 B》期刊上。

120 年前，爱因斯坦提出了狭义相

对论，它与量子力学共同构成了粒子物

理学标准模型的基础。这一模型的核

心是洛伦兹对称性，即实验结果不应依

赖于实验的方向或速度。尽管历经多

次试图推翻它的尝试，狭义相对论依然

稳固。然而，某些理论如特定的弦理论

模型预测，在极高能量下，狭义相对论

可能不再适用，实验观测结果可能会受

时空方向的影响。

由于地球自转，LHC 中质子束的

方向以及由此产生的顶夸克的方向也

会随之变化。虽然 LHC 中的质子束在

空间中的方向固定，但随着地球旋转，

这些束流及产生的粒子相对于地面观

察者的方向会发生改变。

如果自然界存在一个特殊的时空

方向偏好（这与狭义相对论不符），那么

顶夸克对的产生速率将随地球相对于

实验位置的变化而在一天内有所不

同。这种变化暗示着洛伦兹对称性的

破坏，意味着需要超越爱因斯坦理论的

新物理学解释。

此次，团队通过分析顶夸克对在

LHC 上的产生情况，寻找洛伦兹对称

性破缺的迹象。如果实验结果确实受

到实验方向的影响，则顶夸克对的产生

速率应随时间而变化。然而，团队在分

析 LHC 第二次运行期间收集的数据后

发现，无论何时进行实验，顶夸克对的

产生速率均保持不变。

这一结果表明，在时空中没有检

测到任何优先方向，洛伦兹对称性成

立 ，爱 因 斯 坦 的 狭 义 相 对 论 依 然 有

效。该发现为未来利用 LHC 第三次

运行期间收集的顶夸克数据继续探索

洛伦兹对称性破缺奠定了基础，并为

涉及其他重粒子（如希格斯玻色子、W

玻色子和 Z 玻色子）的研究开辟了新

的道路。

顶夸克遵循狭义相对论通过最强测验

紧凑缪子线圈。 图片来源：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官网

人工智能（AI）技术正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发展，生成式 AI 凭借其惊人的

创造力，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然而，

即便是看似“聪明绝顶”的 AI，也难逃

“幻觉”的困扰。这里的“幻觉”，指的是

AI 生成看似合理但实际不准确或虚假

的信息。

英国《自然》杂志网站在 1 月 22 日

的报道中指出，AI“幻觉”可能会引发严

重后果，科学家正各出奇招，力求降低

其发生率。这些措施包括增加事实核

查、对 AI进行“脑部扫描”等，以促进 AI

的健康、高效发展。

主因是数据模糊

各种生成式 AI，包括由大语言模

型驱动的聊天机器人，常常会编造信

息。它们有时会模糊事实与虚构，在看

似真实的陈述中夹杂错误信息。这既

是其创造力的体现，也是其不足之处。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理论计算机

科学家桑托什·威姆帕拉解释称，大语

言模型的设计原理并非输出准确事实，

而是通过模式识别生成答案。其内部

复杂的运行机制迄今仍像一个“黑匣

子”，人们难以洞悉其推理过程。

美国加州 Vectara 公司旨在减少生

成式 AI的“幻觉”。其联合创始人阿姆

尔·阿瓦达拉表示，在训练过程中，这些

模型会压缩数万亿个单词间的关系，随

后通过一个庞大的网络模型重新展开

这些信息。尽管这些模型能够重构出

接近 98%的训练内容，但剩下 2%的内

容却会让其“误入歧途”，生成不准确或

虚假信息。

导致 AI出现“幻觉”的原因多种多

样，其中训练数据中的模糊性和错误是

常见因素。也有人认为，即使训练数据

准确无误，AI 也有可能产生“幻觉”。

这种现象与某一事实的稀缺程度密切

相关。因此，即使经过人类反馈调整过

的聊天机器人，也无法完全避免出错。

多领域面临考验

AI 的“幻觉”可能会给人们的工作

和生活带来较大影响。

在新闻领域，大语言模型可能生成

虚假新闻事件，扰乱信息传播秩序，误

导公众认知。Vectara 公司针对文档内

容开展的研究表明，一些聊天机器人编

造事实、虚构信息的几率高达 30%。世

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5 年全球风险

报告》显示，错误和虚假信息是 2025 年

全球面临的五大风险之一。

在法律领域，它可能引用虚构的

法律条文和案例。比如，2023 年美国

律师史蒂文·施瓦茨就因“轻信”Chat-

GPT，在法庭文件中引用了并不存在

的法律案例。而在医学领域，它可能

提供错误的诊断和治疗建议，危及患

者生命。

《自然》在报道中指出，AI“幻觉”在

科学参考文献方面出现错误的情况也

极为普遍。2024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

各类聊天机器人在提及参考文献时的

出错率在 30%至 90%之间。它们至少

会在论文标题、第一作者或发表年份上

出现偏差。虽然聊天机器人都带有警

告标签，提醒用户对重要信息进行二次

核实。但如果用户对聊天机器人的回

复深信不疑，可能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多举措减少“幻觉”

为进一步提升 AI 的精确度，科学

家正想方设法降低其“幻觉”。

例如，增加模型训练参数和训练时

长可有效减少“幻觉”。但这种方法需

要付出高昂的计算成本，并可能削弱聊

天机器人的其他能力，如机器学习算法

对未知数据的预测和处理能力。

此外，使用更大、更干净的数据集

进行训练，也是降低 AI 模型“幻觉”出

现的有效途径。然而，当前可用数据的

有限性限制了这一方法的应用。

检索增强生成（RAG）技术也为减

少 AI“幻觉”提供了新思路。该方法通

过让聊天机器人在回复问题前参考给

定的可信文本，从而确保回复内容的真

实性，以此减少“幻觉”的产生。在医疗

和法律等需要严格遵循经过验证的知

识的领域，RAG技术备受青睐。

不过，美国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

家米拉柯·苏兹根表示，尽管 RAG 能提

升内容真实性，但其能力有限。苏兹根

团队的研究表明，一些为法律研究开发

的、号称“无幻觉”的 RAG 增强模型虽

有所改进，但仍存在不足。

开发者也可以使用一个与 AI训练

方式不同的独立系统，通过网络搜索对

聊天机器人的回复进行事实核查，谷歌

的“双子星”系统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该系统提供了“双重核查响应”功能：内

容如果突出显示为绿色，表示其已通过

网络搜索验证；内容如果突出显示为棕

色，则表示其为有争议或不确定的内

容。但是，这种方法计算成本高昂且耗

时，而且系统仍会产生“幻觉”，因为互

联网上错误信息泛滥。

在去年 6 月出版的《自然》杂志上，

英国牛津大学科学家刊发论文称，他们

利用“语义熵”，通过概率来判断大语言

模型是否出现了“幻觉”。语义熵是信

息熵的一种，被用于量化物理系统中所

包含的信息量。通过评估 AI模型在特

定提示词下生成内容的不确定性，来计

算模型的困惑程度，从而为用户或模型

提供警示，提醒其采取必要的循证措

施，确保更准确的答案输出。

美国卡内基梅隆 AI 研究人员安

迪·邹采用的方法是在大语言模型回答

问题时，绘制其内部计算节点的激活模

式。他形象地称之为“给 AI 做脑部扫

描”。利用不同的计算节点活动模式，

可以告诉我们 AI 模型是在“说真话”，

还是在“胡说八道”。

生成式AI“幻觉”困境如何破解


◎本报记者 刘 霞

带 有 矩 形
孔的袋式电池。

图片来源：
英 国《新 科 学
家》杂志网站

科技日报北京 1 月 27 日电 （记 者张
梦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开发的一项名为

“CuRVE”的 新 技 术 ，能 在 前 所 未 有 的 速

度 、均 匀 性 和 多 功 能 性 下 ，高 效 标 记 完 整

3D 组织里数百万个细胞中每个细胞的蛋

白质，展示了其一天内对整个啮齿动物大

脑及其他大型组织样本进行丰富标记的能

力 。 这 项 成 果 发 表 在 最 新《自 然·生 物 技

术》杂志上。

分析细胞产生的蛋白质是生物学和神

经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因为它们反映了细

胞的功能状态或对环境（如疾病或治疗）的

反应。尽管显微镜和标记技术已有显著进

步，但仍缺乏一种可靠且实用的方法来追踪

整个 3D 组织（如小鼠大脑或人脑的大区域）

中密集排列的单个细胞的蛋白质表达。传

统方法通常只能观察载玻片上的薄组织切

片，无法全面了解整个系统中的蛋白质表达

情况。

新 方 法“CuRVE”用 一 种 称 为

“eFLASH”的技术实现了对大而致密组织的

均匀处理，解决了抗体渗入组织速度慢的问

题。团队通过复杂的计算模拟优化了不同

的设置和参数，不仅能够通过改变脱氧胆酸

浓度和标记液的 pH 值来调节抗体结合，还

利用随机电转运技术加速抗体在组织中的

扩散。

“eFLASH”这一具有连续可调结合速度

的加速分散系统，可应用于标记多种不同类

型的组织，包括 60 多种不同的抗体用于标记

小鼠和大鼠的整个大脑细胞、整个小鼠胚胎、

其他小鼠器官（如肺和心脏），以及包括人类

在内的大型动物的脑组织块。

这些标本均在一天内完成标记，显示出

极高的效率。此外，不同的制备过程不需要

新 的 优 化 步 骤 ，进 一 步 简 化 了 实 验 流 程 。

“CuRVE”技术不仅提高了标记速度和均匀

性，还揭示了其他广泛使用的标记方法所未

能发现的新见解，为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的研

究开辟了新的前景。

蛋白质表达是一个精密而复杂的生物过

程。当前追踪 3D 组织中单个细胞蛋白质表

达的方法存在局限，传统方法只能观察组织

薄片，无法统揽全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开

发的新技术，能解决抗体渗入慢的问题。经

计算模拟优化，其可调节抗体结合、加速抗体

扩散。该技术能标记多种不同类型的组织，

提高标记效率，可在一天内完成对啮齿类动

物大脑的标记，为我们带来新的“视野”。它

可助力人们对更多复杂生物学和神经科学问

题展开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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