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医院，智能导诊机器人就迎

上来，简单的数据扫描或交互后就为

你规划出最优的就诊路线；候诊时，

虚拟诊室先为你进行初步诊断，结果

将自动同步到医生电脑上；进入诊

室，医生会依据你的电子病历与实时

身体监测数据精准判断病情，明确个

性化的治疗和用药方案……

随着 AI 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

逐步深入，方便快捷的智慧医疗诊疗

服务会梦想成真吗？在 2024 年世界

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上，正式亮相的

国内首个能模仿人脑信息处理机制

的类脑医疗大模型“脑启-素问”给出

了肯定的回答。

啥是类脑大模型

类脑大模型，是一种借鉴人脑信

息处理机制来构建的人工智能模

型。传统计算机以二进制逻辑进行

数据处理，而类脑大模型模仿人脑神

经元的工作方式，构建出更加智能、

高效且具备认知能力的计算模型。

与传统的AI大模型相比，类脑大

模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在试图复刻

人脑神经元的连接方式、信息传递路

径，以及学习与记忆机制，从而实现对

复杂数据的深度理解、分析与处理。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

院副教授李博涵介绍，传统AI往往依

赖于大规模的数据训练和复杂的算

法架构，如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等来

实现特定任务的执行。“类脑大模型

则是追求一种更为通用、灵活且接近

人类认知模式的智能表现。在面对

复杂环境与任务时，它具备更强的适

应性与学习能力。比如处理图像时，

它并非单纯识别像素，而是能综合颜

色、形状、纹理等多方面特征进行分

析，就像人类大脑那样，能够通过持

续学习来迎接各类未知挑战。”

学习能力更强

那么，号称类脑的大模型，能媲

美人脑吗？

从“脑启-素问”公开的数据来看，

这个类脑医疗大模型已经吃透了200万

篇临床医学文献、100万本医学书籍。

它还深度学习了涵盖200多万医学实

体、800万个概念关系的医学知识库。

李博涵认为，撇开强大的“记忆”

能力，仅以其能从海量医疗数据中学

习知识与规律的能力，这一类脑医疗

大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可媲美人脑。

值得注意的是，类脑大模型并不

是简单地模仿人脑，其深受生物海马

体结构启发。它通过构建高质量的

多维度训练数据集，并运用树突神经

元动力学模型进行类脑化转换——

妥妥的人脑才有的学习和计算模式。

“虽然类脑大模型在某些功能表

现上可比拟人脑，但情感、意识等复杂

层面仍是类脑模型难以企及的。”李博

涵说，类脑大模型更多是在信息处理

效率和数据整合分析的特定领域展现

与人脑相似的强大功能。

带来诊疗新体验

在“脑启-素问”发布之前，AI大
模型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已经取得显
著进展。

“当前，AI 大模型已被广泛应用
于疾病辅助诊断、疾病预测与预防、

个性化医疗、医疗影像分析、药物研
发、医学文献分析与知识发现等多方
面。”数坤科技首席技术官郑超告诉
记者，通过分析病历、症状描述、检查
结果、医学影像、基因信息等医疗数
据，AI大模型能为医生提供辅助诊断
建议。

不过，传统AI大模型并不具备类
脑大模型高度自适应性和并行处理
的能力，在处理复杂、多变的医疗场
景时，类脑大模型更加灵活和高效。

类脑大模型的优势，在于模拟人
脑的记忆和学习机制。如果能在医疗

领域广泛应用，其所能带来的将不仅

仅是公众在就医流程上的快捷和智能

化体验，而是整个诊疗流程上的革新。

“当然，类脑大模型在医疗领域

的应用，需要重视数据隐私安全；算

法透明度也有待进一步提升，以确保

AI的决策可解释。”李博涵说，只有在

严格遵守医疗伦理和法律法规的前

提下，类脑大模型在医疗领域才能发

挥出应有的价值。

郑超也认为，医疗领域在创新技
术的同时，必须对各个环节持严谨态
度，特别是涉及诊断结果和决策结论
的环节。“对于医疗大模型产品而言，
无论技术多么先进，也必须经过严格
的临床验证，确保其应用的安全性和
伦理合规性。”

类脑大模型：AI还可以更聪明
□□ 科普时报记者科普时报记者 陈陈 杰杰

AI制图

热点观察

网购时，看到“0 元下单，先用后

付”的字样，你会不会瞬间心动？

近期，“付款方式莫名变成先用

后付”“先用后付开通容易取消难”等

话题频频登上网络热搜。

对于这一极具创新性的网购支

付模式，公众产生反感了。

所谓“先用后付”，即满足条件的

消费者网购时可先0元下单，待确认

收货后再付款。

按常理，“先用后付”的网购模式

有如线下常见的“先尝后买”，更侧重

保护消费方。为何在这一创新举措

推出近4年之后，公众“口碑”会出现

如此突然的反转呢？

实际上，正是这种看似“无感”的

支付方式，以及貌似“无风险”的网购

模式，逐渐让回过神来的人们察觉到

其中蕴含的风险。

人们最初的警醒，源于对其安全

性的质疑。有网友称，“先用后付”支

付过程缺少输入密码环节，虽享受了

便捷，却失去了对支付过程的掌控感。

线上交易中，一旦缺失这种掌控

感，人们难免会对自身资金去向感到

不安。毕竟，网购时我们无法时刻留

意消费记录，一旦扣款与实际消费有

偏差，必然会引发麻烦与损失。

更重要的是，即便一些对自身账

户安全较放心的消费者，在多次使用

“先用后付”模式网购后，也开始对这

种带有超前消费和冲动购物嫌疑的

网购模式有所顾虑。

“先用后付”准确来说是一种消

费信贷模式，若再加上商家刻意放大

的“0 元购”噱头，一定程度上会极大

地助长人们的消费冲动与非理性购

买行为，年轻工薪阶层更是如此。

此外，“先用后付”功能在开通与

取消方面的透明度问题也招致部分

消费者不满。

有网友反映，自己在毫不知情的

情况下被开通了“先用后付”功能，想

要取消却困难重重，十分反感这种缺

乏透明度的操作方式。

原本，旨在提升支付效率、优化购

物体验的“先用后付”，考验的也是买卖

双方的信用。但就目前而言，“先用后

付”所暴露的安全漏洞、诱导超前消费，

以及开通关闭不便等问题，已经开始透

支消费者对平台及商家的信任了。

对于网购平台和商家而言，如果

仍然将“先用后付”当作引流的噱头，

那么这一模式创新的初衷必将被进

一步扭曲，最终在消费者的质疑声中

逐渐丧失市场根基，沦为支付创新领

域的一颗“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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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
5G规模化应用

11月25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二

部门发布的《5G规模化应用“扬帆”行动

升级方案》（以下简称《文案》）提出，到

2027年底，构建形成“能力普适、应用普

及、赋能普惠”的发展格局，全面实现5G

规模化应用。

其中，5G个人用户普及率超85%，5G

网络接入流量占比超75%；面向工厂、医

院、景区等重点行业领域打造一批5G应

用领航者；5G物联网终端连接数超1亿，

大中型工业企业5G应用渗透率达45%；

推动建设一批5G应用规模发展城市，打

造50个特色鲜明的5G应用创新载体。

《方案》还提出推动基于 5G 的智能

机器人、智能移动终端、云设备等研发应

用，鼓励融合 5G 的 XR 业务系统、裸眼

3D、智能穿戴、智能家居等产品创新发

展。推动“5G上车”，助力智能网联汽车

智驾、智舱提质升级。

点评：5G 全面落地，将为各行业数

字化转型注入强劲动力，同时也能为6G

技术预研、标准探索等奠定基础，促进移

动通信技术代际传承发展。

近日，第十四届“中国智能车未来挑

战赛”在江苏常熟成功举办，来自高校、

企业、科研院所的76支队伍参赛。

本届大赛设置了两项赛事。其中，

“面向真实交通环境的全自动驾驶挑战

赛”主要针对当前开放动态环境下全自

动驾驶技术面临的痛点问题，重点考察

极端情况下智能车的全自动驾驶能力，

以及人机自然交互能力和复杂交通场景

的周密感知和智能决策能力；“复杂交通

环境通-感算法线上比赛”则包含车联网

场景信道大尺度衰落预测、高效波束预

测方案设计、协同定位追踪和自主代客

泊车智能决策等算法赛题。

点评：我国自动驾驶汽车产业已经走

在国际前列，但要真正实现全自动驾驶目

标，还有许多挑战性的问题，需要产业、科

研部门和高等院校更好地在产教学研融

合下深度合作。

产学研融合
助推自动驾驶健康发展

华为Mate 70系列
首发卫星寻呼功能

11 月 26 日，华为发布的 Mate 70 系

列手机新增卫星寻呼功能。

卫星寻呼是一种通过卫星进行呼叫

和响应的通信方式。用户可以通过卫星

发送寻呼信息，而接收方在收到信息后

可以进行回应，从而实现双向通信。

华为的卫星寻呼功能可实现 120°

超广对星角度，不用寻找卫星位置，实现

了9秒超快连星和0.7秒超低时延，确保

用户在关键时刻能够迅速联系。该功能

是华为在北斗卫星通信、天通卫星通话

之后的又一重大突破，进一步丰富了卫

星通信的应用场景。

点评：与卫星通话相比，寻呼更侧重

信息通知和连接保持，通话则注重语音

交流。二者应用场景和功能特性有所不

同，但都是在无网络覆盖的区域，为用户

提供通信安全保障服务。

“先用后付”正在透支我们的信任
□ 陈 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