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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成熟的生成式AI模型大多基于英文数据进
行训练，在国内各行各业的应用环境中，中文大模型
显然更“接地气”。通过中文或英文数据训练出来的
大模型，差异比较大，中文的上下文理解和语义的多
解性要大于英文。大模型首先要理解人类意图，因此
对于国内用户来说，用中文去训练的大模型比较适
用。

“请讯飞星火认知大模型模仿梁晓声先生笔下的
小说《人世间》的风格，续写一小段文章。”5月20日，
在第七届世界智能大会闭幕式上，主持人蒋昌建向讯
飞星火认知大模型发问。短短几秒钟，续写文字便

“跃然纸上”。原作者梁晓声认为，续写内容简练、文
字有一定温度，从传达的情感和思想来看几乎“无可
挑剔”。

在本次世界智能大会上，生成式人工智能毫无疑
问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近期，国内各大厂商纷纷加
快开展生成式AI核心技术的研发，无论是讯飞星火
认知大模型展现出的雄厚“中文功底”，还是国家超级
计算天津中心发布的基于国产天河超级算力、智能算
力和汇集构建中文大数据集研发训练的天河天元大
模型，都让大众对我国自主研发的中文生成式AI大
模型充满期待。

开发适合国人的中文大模型
“AI 大模型是基于海量多源数据打造的预训练

模型，是对原有算法模型的技术升级和产品迭代。”国
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数据智能部部长康波介绍，预训
练大模型在基于海量数据的自监督学习阶段完成了

“通识”教育，再借助“预训练+精调”等模式，在共享
参数的情况下，根据具体应用场景的特性，用少量数
据进行相应微调，即可高水平完成任务。

AI大模型能够理解人类的自然语言表达，并通
过庞大的网络结构实现具有针对性的内容输出。

从效果上看，生成式AI表现为“无所不知、无所
不能”，其具备了逻辑推理、上下文理解、文字创作、知
识提取、代码生成等非常多元化的强大能力。

不过，目前成熟的生成式AI大模型大多基于英
文数据进行训练。“通过中文或英文数据训练出来的
大模型，差异还是比较大的，中文的上下文理解和语
义的多解性要大于英文。大模型首先要理解人类意
图，因此对于国内用户来说，用中文去训练的大模型
比较适用。”康波说。

此外，生成式AI正一步步向生产工具方向发展，
为产业深度赋能，或将成为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的重要力量。那么作为数据驱动的AI大模型，
其训练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便成为推动科技
创新的关键。因此，自主研发中文大模型成为越来越
多科技巨头的首要选择。

三月以来，国内大模型领域已进入“混战”模式，
各路玩家纷纷入局，其中有不少都“相中”了研发中文
大模型。

“抢抓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机遇有几个基本要
素。”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认为，第一，必须要在自
主可控的平台上；第二，必须要同时做中文和英文，不
只学习中国的“智慧”，还要向世界学习；第三，在“硬
碰硬”的科技对比上，不仅要学习，还要想办法赶超。

例如，阿里推出了首个中文AI模型社区，社区首
批上架超300个模型，其中中文模型超过100个，覆盖
了视觉、语音、自然语言处理、多模态等AI主要领域，
覆盖主流任务超过 60 个，且均全面开源并开放使
用。360公司推出的“360智脑”背后的360GPT大模
型，在海量的中文文本数据上进行了预训练和微调，
从而具备了强大的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据悉，该模
型目前已经达到了100亿参数规模，并且还在不断扩
展中。

中文大语言模型数据集稀缺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产物。就像ImageNet数据集推动了残差网络等计算
机视觉算法的成熟，openslr等开源数据集的发布催生
了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等自然语言神经网络的发展，
图形处理器的大量使用使得模型参数从百万级发展
到千亿级（ChatGPT使用了上万块A100显卡开展训
练）。可以看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成长，离不开
算力和数据的支撑。

“大模型是大数据、大算力驱动的结果，两者缺一
不可。”超级计算天津中心首席科学家孟祥飞博士强
调。

一方面，中文大模型的理解能力来自于数据，它
需要用海量数据来学习，通过自注意力和多头注意力
机制来建立知识之间的联系。这就意味着，更多、更
高质量的数据供给，将会带来模型网络中知识之间关
系的完善性和贯通性。当用户提问到深层次或者冷
门问题时，数据质量越高，AI大模型回答出正确答案
的概率就越大。

“但目前中文大语言模型的数据集非常稀缺。”孟
祥飞介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天津超算中心搜集整
理了全域的网页数据，并从中提取处理高质量的中文
数据做成数据集，同时采集纳入各种开源训练数据、
中文小说数据、古文数据、百科数据、新闻数据以及专

业领域的诸如医学、法律等多种数据集，训练数据集
总token数达到3500亿，训练打造了中文语言大模型
——天河天元大模型。

另一方面，算力的供应是大模型的基础保障。大
模型发端于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以谷歌的 BERT、
Open AI的ChatGPT和百度文心一言等大模型为代
表，参数规模逐步提升至千亿、万亿，同时用于训练的
数据量级也显著提升，带来了模型能力的提高，这也
代表着算力需求的指数级上升。

“而超级计算可以说是算力中的战斗机。”孟祥飞
说，为了保证大模型的训练顺利，天津超算中心充分
利用了天河新一代超级计算机的双精度、单精度、半
精度融合计算输出能力，构建基于自主E级算力体系
架构的智能计算引擎，建设人工智能大规模训练与应
用系统支撑环境，特别是在中文处理方面构建了中文
大模型数据处理的工作流技术体系，从而保障了训练
任务的顺利开展。

技术成果广泛应用于多领域
在此次世界智能大会上，随着讯飞星火认知大模

型一起展示的还有多款搭载了大模型的行业应用成
果。

康波认为，人工智能是驱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巨大力量，应将大模型作为产业智能化升级
的基座，用专业数据集打造更贴合行业领域的智能化
高水平“专家”。

以讯飞星火认知大模型为例，该大模型的整体布
局为“1+N”体系。其中“1”是指通用认知智能大模
型，“N”就是大模型在教育、办公、汽车、人机交互等
各个领域的应用。例如在教育领域，作为全球首款搭
载认知大模型的学习机，科大讯飞推出的学习机可像
真人教师一样与3岁至18岁的学生进行互动式辅学；
在办公领域，基于大模型能力升级的产品具备语篇规
整、会议纪要、一键成稿等功能。

康波认为，在各行各业的应用中，中文大模型显
然更“接地气”。他举例说，天津超算中心综合实现了
文本、语音、视频等多模态的大模型生成能力，从而形
成了“一平台三能力”的基础架构，实现了更广泛的产
业融合能力。基于其自然语言的理解和表达能力，与
医疗结合，学习医学指南等专业规范，可以迅速地掌
握对应的专业知识。其中，中文大模型可以解决“同
词不同义”在医疗上的歧义性，实现精准的输出，为医
疗辅助诊断提供更为全面的支撑能力。

同样，在工业检测和流程控制方面，大模型基于
多元化输出能力，可以进行规范辅导、缺陷检测、流程
指令生成一系列操作，降低错误率，提升生产效率。
其中，中文大模型可以更好地理解复杂的专业术语以
及流程指令逻辑，让输出更准确、严谨。

“在大模型通用性、泛化性以及降低人工智能应
用门槛的优势推动下，人工智能也将会加快落地，形
成新的机遇。”康波表示。 来源：科技日报

中文大模型让AI更“接地气”

故宫文物的数字化采集与利用又有新进展。国
际博物馆日当天，故宫博物院向社会发布2万件院藏
文物高清数字影像。而截至目前，“数字文物库”文物
总数超过10万件，浏览量超3300万次，是故宫博物院
官网上最受公众欢迎的数字产品。同日，依托互联网
公司数字孪生、虚拟演播、云音视频创作等下一代互
联网技术，“故宫·腾讯联合创新实验室”正式成立。
创新实验室将一体化采集文物的多维度数据，加速文
物数字资源采集、加工、展示的全流程智能化管理，提
升数字化质量和流程效率。

来自国际博物馆协会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加快
了古老文博拥抱前沿科技的速度，与疫情之前相比，
博物馆的线上活动明显增加，主要体现在线上藏品、
线上展览、活动线上直播和社交媒体的使用上。

近日，公众在手机上登录“云游敦煌”小程序，就可
以进入高清还原的数字藏经洞中，近距离观赏洞窟里
的壁画、彩塑和碑文等细节。不仅如此，公众还可以通
过人物角色的扮演，“穿越”到不同历史节点，与多位历

史人物展开互动，“亲历”藏经洞的前世今生。三星堆
博物馆再次“上新”，通过三维扫描技术将3号坑出土的
顶尊跪坐人像与8号坑出土的青铜神兽成功“拼对”，让
人们在跨越千年之后重见文物合体的模样。

博物馆作为承载、传播文化历史的主要平台和工
具，成为了解一座城市、一个地域乃至一个国家历史
文化的“百科全书”。在裸眼3D、全息投影展示、VR
虚拟现实、体感互动等数字化技术的加持下，博物馆
在文化传播与共享、增强公众互动性和体验感、提升
公共服务效率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前沿科技与
传统文化在博物馆上实现了深度的融合。

数字化的多年实践，使得数字化与博物馆已经超
越了体与用的关系。古人将历史写在竹简上、写在丝
绸上、写在纸张上，但所有的当代史写在数据中。勒
石未必长存，铸鼎未必传世，今天不管是历史的记录
方式、保存方式甚至记录的深度与广度，都已经彻底
改变了。一些在文博领域世代恪守的准则被打破，灰
飞烟灭不再成为必然，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成为现实。

但博物馆的数字化意义仅在于此吗？我们是否
可以展望更深远的未来？在几年以前，我们曾感慨科
技发展让古老文博有了一张现代的脸，而今天数字化
则让博物馆有了现代的心、数据的心，反而是线下的
展品变为了数据的具身。从内到外，焕然一新的博物
馆将带给人们什么样的惊喜与体验，让人期待。

这样的变化不是孤证。以文学与影视这对关系
为例，随着影视媒介的崛起和视觉文化的兴盛，文学
的审美形态发生了变化，由阅读带来审美想象转变为
凸显视觉感官，从而反过来使得文字具有更鲜明的视
觉冲击力。一些影视上使用的方法，促使文学创作特
别是小说创作不断进行内在的调整，蒙太奇等创作思
维和视听语言等叙事手段被嫁接、融合到小说的写作
中，文学具有了鲜明的影像化书写的风格，文学在影
视艺术的推动下，从平面的状态转变为动态的、纵向
的、充满画面感、参与感、融入情节中的、多元的、超维
度的阅读方式。这样互相影响、互相增长的变化也正
发生在文博数字化的过程中。 来源：光明日报

科技让博物馆有一颗现代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