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院刘田茵 网址院www.kydtw.com 邮箱院sxkjbdsh@163.com
A2●新闻15●科技·动态

2025年 2月 21日 星期五

放眼世界，时下最热门、最前沿的话题，

非 AI（人工智能）莫属。“诞生”于杭州深度求

索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究有限公司的
DeepSeek-R1大语言模型，一经亮相便惊艳

业界，春节期间爆火，激起一波波巨大的 AI

风浪。知名学术期刊《自然》于近日发文称，

在解决科学问题方面，DeepSeek-R1这类模

型展现出超越早期语言模型的能力，具有科

研应用潜力。

DeepSeek让科研人员“如获至宝”？科
研人员用它做研究靠谱吗？

“博士生”DeepSeek，如何搞科研？
“铁轨裁霞，云路横秋，故驿换妆。忆髫

年跋涉，长龙喘月；寒窗负箧，孤雁披霜。”
这两句词，发布在甬江实验室功能材料

与器件异构集成研究中心负责人、研究员万

青的朋友圈里。如此语句优美、引经据典，你
能看出它是用 DeepSeek写的吗？

除了化身诗人，DeepSeek 也是万青工

作中的得力助手。万青所研究的类脑神经形

态器件课题，少不了与 AI打交道。他之前就
一直在使用 AI，如今从其他 AI 转用起了

DeepSeek。“它的推理能力和语言组织能力

很强，搭的 PPT框架十分有逻辑。”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技术与工程研

究所计算机视觉团队助理研究员张家豪的

核心研究课题是机器人装备设计，平时就会

借助 DeepSeek来写代码。机器人要应用在
农业、化工业等多个领域中，如何能与自动

化行业更好地结合？张家豪认为 DeepSeek

也起到了很好的提示作用。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
生导师蒋超则直接将 DeepSeek当作“交叉

学科顾问”，“虽然它不能在某一个领域做到

像我们一样强，细节上也有所欠缺，但它涉
猎的每一个领域，也能达到博士二、三年级

的水平，是名副其实的全才。”

在白马湖实验室智慧火电团队研究员

高鹏程看来，DeepSeek作为开源大模型的

标杆，对传统火电行业起到了显著的赋能作

用。这里的“开源”并非开源节流，而是指开

发软件的源代码能够被大众使用与修改。

“火电领域对数据安全要求极高，将
DeepSeek在厂侧做私有化部署，可以保障

数据的安全性和可控性，既提升了生产运营

的智能化水平和效率，又不用担心数据泄

露。”高鹏程解释道。
“答非所问”是科研中“灵光乍现”

的秘诀？
在科研中遇到不会的问题，AI 会“撒

谎”吗？
其实，即使是看似“绝顶聪明”的 AI，也

难逃“幻觉”的困扰。万青解释：“AI幻觉指的

是 AI生成看似合理但实际不准确或虚假的

信息。”

AI幻觉可能会产生较大影响。在法律

领域，它可能引用虚构的法律条文和案例。

在新闻领域，它可能生成虚假新闻，扰乱信
息传播秩序，进行错误的舆论引导。“之前

在科研中使用 DeepSeek时发现，生成的参

考文献看似‘有模有样’，但实际找到那篇

文献，就会发现‘驴唇不对马嘴’，是在生搬
硬套。”万青说道，“但此时再在这个基础上

去修改，发挥人的作用，效率就不只是事半

功倍了。”

AI 如同一把“双刃剑”，这些“无中生

有”反而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发现。万青在

最近的试验当中深有体会，“我把脑海中

非常模糊的想法，用五、六个主题词表达
出来，并向 DeepSeek 提问，它就真的生成

了一篇具有论文框架的文章，给我带来了

不少启发。”

在蒋超看来，AI聊天机器人除了会说
谎，还对提问的精确度和深度有较强的依

赖。人人都能使用 AI、向 AI提问，但如何提

问成为了科研领域里的重要课题。
“‘在污染土壤修复过程中，微生物起着

什么作用？’当我提出这种宽泛的问题，它就

只会回答一些如降解微生物、生物吸附与

固定的传统答案。但如果我具体去问的话，
它就会提出一些有趣的，甚至可能之前没

有人做过的思路。”蒋超认为，会给

DeepSeek提问题，是当下科研人员应当具

备的关键能力。

风口浪尖上，AI for Science 是大势
所趋

人工智能自面世以来，从未像今天这样
站在人类科技进步的风口浪尖。以

DeepSeek为代表的 AI是否能取代真人，胜

任科研岗位？

“不会！”面对这个问题，高鹏程不假思
索地回答道。对于这个问题，其他几位专家

不约而同地表示认可。虽然 AI技术正在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生成式 AI凭借

其惊人的创造力，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但

其技术依旧有限。“不局限于 DeepSeek，AI

的知识面的确广，但是它依旧缺乏创新性，

它们的思考能力是基于各个数据理论的，当
遇见没有参考可依据的问题，也是无法回答

的。”张家豪说道。

此外，虽然以 DeepSeek为代表的AI功
能强大，但它仍然是一种工具，完全依赖它来

阅读或写作并不靠谱，其结果仍然需要人来

判断对错及优劣，以及其是否符合预期。

AI无法取代科研工作者，但 AI似乎从

未离科研如此近过。2024年的诺贝尔奖将

AI推到了科学舞台的中央，正在重塑世界的

AI，尤其是在科学探索和创新的范式上，掀
起了新的浪潮。

“长期来讲，AI for Science（人工智能驱

动的科学研究，AI4S）肯定是趋势，”高鹏程

解释道，“AI会越来越多地融入到工作当中，
深刻地影响着科研。”AI for Science是指利

用 AI的技术和方法，去学习、模拟、预测和

优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和规律，
从而推动科学发现和创新，被认为能为科学

研究带来新范式。

蒋超认为，作为一名科研人员，AI能使研

究效率大大提高。从文献查找，到想法构思，从

实验设计，到方案分析，每一个步骤，AI都能有

所帮助。“随着AI技术的进步，你懂得越多，它

对你的帮助越大。预计未来AI在科研领域将

发挥越来越关键的作用。”蒋超说道。
来源：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

近日在北京首钢园，一款接近中国人中

等身材的机器人进行了一场约 4分钟的跑

步训练，全程步态稳定、姿势自然，步速最高

达每小时 5公里。
这款人形机器人名为“夸父”，身高约 1.6

米、体重约 45公斤，由乐聚（深圳）机器人技

术有限公司研发。
在蛇年春晚舞台上，一款扭秧歌的人形

机器人成为当晚“人气王”之一。这款由杭州

宇树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人形机器人，2023

年首次在北京世界机器人大会“露脸”，在工

程师的调教下学会了跑、跳甚至后空翻等高

难度动作。

人形机器人是人工智能技术的集成体

现，也是未来产业的重要赛道之一。如今在

中国，这些越来越“聪明”的人形机器人正加

速从科幻奔向现实，有望成为普通人的得力

助手。

根据摩根士丹利近期发布的全球人形

机器人领域上市公司的百强名单，包括优必

选、比亚迪等 37家中国企业上榜。中国电子
学会预测，到 2030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

规模有望达约 8700亿元。

2月初，湖北 10个型号的“楚才”系列人
形机器人在武汉市洪山礼堂前集中亮相。当

天，湖北省委、省政府召开“新春第一会”，机

器人还现场作了一副贺联……人形机器人

在今年中国各地“新春第一会”上刷足了存
在感。

多个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对包括人

形机器人在内的未来产业做了重点布局。北

京市提出将积极布局建设未来产业，重点培

育人形机器人等 20个未来产业，并提出将

创办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广东、四川、山

西等省份也提出，大力发展具身智能等未来

产业。

2024年，工信部等 7部门印发《关于推

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智能制

造、家庭服务和特殊环境作业等领域有望首
先应用人形机器人作业。

专家认为，以“服务”“助力”人类为主要

发展方向的人形机器人产业，产业链高度复
杂，有望带动上下游企业发展，催生多种新

岗位。

当前中国正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这

也使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大大拓展。优
必选首席品牌官谭旻说，技术成熟后，人

形机器人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具有很

大潜力，包括提供日常辅助、健康监测和

情感陪伴等。

“人形机器人将为老年人退休生活提供

优质陪伴。除了照顾日常饮食起居和康养管

理，更重要的是在情感陪伴上充当不可或缺
的角色。”谭旻说。

乐聚机器人董事长冷晓琨说，从机器助

力人的角度看，人形机器人的应用还有望将

人们从简单、重复性强、危险度高的工作岗
位解脱出来。

在展厅担任讲解员、在工厂担任车辆质

检员、使用空气炸锅炸薯条、制作沙拉汉堡、

冲泡咖啡、叠衣服……在中国，人形机器人

已逐渐在多元场景展开应用，为日后走入日

常生活打下基础。

“积极的政策支持加上巨大的市场需求，

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一定会迎来大发展。”广

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常委杜兰说，人形机器人

是未来 5到 10年科技硬件产品最大的机会
之一，但相关产品的真正落地，还需要寻找市

场化的突破口，实现应用和研发的循环。

新华社（记者马晓澄洪泽华）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提高

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内蒙古扎兰屯市位于世界三大黑土平

原之一的中国东北平原上，盛产优质玉米。

而玉米不仅仅是一种粮食作物，从氨基酸到

淀粉，从化肥到生物制药，小小玉米粒在这

里“华丽变身”，成为出口全球的畅销产品。

从最初卖玉米，到让玉米成为“明星产

品”。这条产业链把玉米分解成可以榨出玉

米油的玉米胚芽、充满纤维的玉米种皮，以

及将胚乳中的淀粉进行发酵、代谢，产出食

品级和工业级的黄原胶，而淀粉还可以转化

成不同类型的氨基酸……玉米粒的“身价”

便与日俱增。

如今，当地借助资源优势，不断延伸产

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让玉米粒实

现循环加工利用，以高质量产品开拓国际高

端市场，持续提高农业综合效益，为农业发

展注入新动能。

达日罕 叶紫嫣 杨景义

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跑”

小小玉米粒
“华丽变身”链动全球

近日，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武

汉通信段通信工李凯消除了一处光缆纤芯

高铁通信网络干扰。

李凯是所在单位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

军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凯大师”。做“光

纤手术”是他的绝活，研发“新工艺”是他

的乐趣。这一次，他将目标锁定在高铁无

线通信及时畅通，让高铁列车保持“耳聪

目明”上。

2025年春运期间，京广高铁线路上的

列车密集开行，平均每 5分钟就有一趟列

车发出，铁路通信基站负荷强度成倍增长，

保证列车通信不受干扰成为李凯工作中的

重中之重。春运开始前，李凯便组织工作室技

术骨干现场勘探，尝试过调整设备功率、切

换数据参数、调整基站频点等众多方法后，

他们发现了问题的症结。经过多次试验，他

们最终确定了实施“光纤手术”，彻底消除通

信干扰点，让机车、地面通信“无时差”。

李凯带领着一群 90 后同事确定了方

案。此后，他们需要将数百米的光纤放入不

足一米的配线柜中，但现有设备无一满足这

一要求。李凯测量完机柜尺寸后，再次钻进

光电缆引入间寻找解决办法。第二天，“凯大

师”一手提着工具包，一手拿着他“定制”的

光纤收容盘，径直奔向通信实训基地，随着

“咔、哒”两声轻响，“小盒子”严丝合缝嵌入

配线架中，测试仪显示高铁通信网络指标达

到理想范围。“这个‘小盒子’已经升级了，我

们现在推出了三种定制版本！”李凯说。春运

期间，他们利用 3D打印技术，针对现场实际

定制解决方案，已成功消除京广高铁、郑渝

高铁无线通信干扰 4处，通信超时同比减少

8件，节约检修成本 22万元。

邓煜馨徐雨航

“光纤手术”：
确保高铁通信畅通

用 DeepSeek做科研靠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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