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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AI）成为2023年最激动人心的科技故事。其影响力
堪比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出现。

生成式 AI 的传奇仍在延续，科技界也在翘首以盼下一位巨星的到
来。包括美国初创企业、物联网和边缘平台公司ClearBlade创始人兼首席
执行官艾瑞克·西蒙尼在内的多位业界领军人物指出，在计算机和移动设
备等各类产品中嵌入 AI 的边缘 AI，或将成为 2024 年科技行业的热门话
题。通过在个人电脑等设备而非服务器上运行AI，聊天机器人等生成式
AI的功能将变得更加容易实现。

技术进步助推边缘AI脱颖而出
美国半导体巨头英伟达公司称，边缘计算技术的不断进步、神经网络

的成熟、计算基础设施的改进以及物联网设备的采用，正推动AI从云端走
向边缘，在终端设备上进行AI处理的边缘AI也应运而生。

边缘AI是在整个物理世界的设备中部署AI应用程序。它之所以被称
为边缘AI，是因为AI计算是在网络边缘、靠近数据的位置，而非在云端完
成。边缘可以是任何位置：零售店、工厂、医院或交通信号灯、自动机器和
电话等周边设备。

使用边缘AI的好处包括：降低将数据发送到云端的成本、保护敏感数
据、实时处理数据以及减少对网络的依赖等。

2024年或是AI个人电脑元年
随着可运行AI程序的半导体技术的出现，包括AI个人电脑在内的面

向普通消费者的终端设备即将迎来巨大变革。
英特尔公司开发了一种半导体。它将中央处理器与图形处理器的功

能，与专门用于AI处理的半导体相结合，以便在个人电脑上高效运行AI软
件。2023年8月，IBM研究实验室在《自然》杂志上报道了一种能效是传统
数字计算机芯片14倍的AI模拟芯片。超威半导体公司也于去年12月推出
了AI芯片MI300A和MI300X。

在这些技术的加持下，人们已经见识到 2023 年生成式 AI 引发的兴
奋。2024年的明星或将是AI个人电脑。

AI个人电脑是指能在终端运行AI程序的个人电脑。这意味着AI处理
不再依靠庞大的数据中心，而是将运算工作分散到个人端。这样即使没有
互联网连接也能轻松使用AI功能。英特尔表示，到2028年，AI个人电脑将
占个人电脑市场的80%，将为人们的工作和学习带来全新工具。

智能手机厂商也计划在产品中嵌入生成式AI。谷歌、苹果等巨头闻风
而动，正在加紧研发新功能。调查机构的研究认为，到2027年，生成式AI
智能手机的市场份额将从2024年的约8%扩大至40%，预计出货量将突破5
亿部。

推动下一波AI应用浪潮
全球由边缘AI提供支持的智慧城市数量正不断增加，交通管理和能

源利用效率以及公共安全不断得到提升。边缘AI还通过个性化治疗计划
来改善患者监测和疾病诊断，从而为医疗保健带来最佳效果。此外，亚马
逊、IBM、博世等企业已在其产品和运行设备中广泛采用边缘AI技术。

英伟达公司认为，随着技术的进一步成熟，边缘AI的力量也将极大释
放出来，助推下一波AI应用浪潮。边缘AI将为人类带来很多以前无法想
象的新机会，如帮助放射科医生识别病理，为人们在高速公路上驾驶汽车
保驾护航，帮助植物授粉等。

边缘AI模型能结合历史数据、天气模式、电网健康状况和其他信息，
为客户提供更高效的能源生产、分配和管理信息。装配了AI的传感器会
扫描设备上的缺陷，并在机器需要维修时发出警报，以便及早解决问题。
配备了AI的现代医疗仪器可使用超低延迟的手术视频流完成微创手术。

随着边缘AI不断渗入人们的电器和智能手机中，它们会逐渐适应并
学会与人类的日常命令自然交互。未来，在影视作品中曾出现的机器人助
手、通用翻译器等科幻产品最终将变为现实。 来源：《科技日报》

边缘AI新纪元正在到来

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记者 赵旭）设想一
下，一架四旋翼无人机飞行途中，部分螺旋桨无法
旋转，如何依然保持安全飞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科研团队历经多年研究，在多旋翼无人机容错控制
技术方面取得重要突破，为上述难题找到答案。相
关成果近日在机器人领域重要国际学术期刊《IEEE
机器人学汇刊》发表。

工业巡检、消防救援、包裹递送、拍照摄像……
无人机已深入大众生产生活。常见微小型无人机
涉及多旋翼、固定翼、直升机等类型，其中多旋翼
无人机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飞行器之一，其通过
多个螺旋桨提供升力，具有垂直起降和悬停能

力。然而，无人机快速普及之时，常出现因极端天
气、碰撞障碍物等导致“罢工”坠地的情况，造成人
财物损失。如何提升飞行安全性，成为行业紧迫
课题。

北航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可靠飞行控
制团队，以四旋翼无人机切入研究，针对飞行器执
行机构突发故障后的受力特点，成功设计出被动容
灾控制算法。团队通过实验验证发现，四旋翼无人
机的“控制大脑”搭载该算法后，即便有三个螺旋桨
失效，仍可保持安全飞行并实现可控返航。该团队
成员、北航柯晨旭博士说，相关成果可拓展应用于
六旋翼、八旋翼等多旋翼无人机。

“如果部分螺旋桨失灵，无人机整体平衡就会
被打破，机身会像陀螺一样自转起来，螺旋桨出现

‘公转’。借助这种现象，我们研发的算法能让正常
运转的螺旋桨‘分身’，提供全部的升力——这好比
打乒乓球，如果一个人运动速度足够快，可实现自
己发球、自己跑到对面接球，如此往复，完成一个人
的球赛。”北航教授、该团队成员全权说。

全权表示，未来该成果将应用于新型多旋翼无
人机研发，提升多旋翼无人机飞行安全性能。

《IEEE机器人学汇刊》审稿人评价，该研究创新
性运用被动容灾控制算法，有望为无人机飞行安全
方面的科研提供可靠参考。

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破解多旋翼无人机飞行失控难题

15日，天舟七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八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
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天舟七号货运飞船里携带了大量货物，为了能
够让航天员更加方便快捷地拿取货物，这些“太空包裹”是如何打包准备的
呢？

天舟七号采用的是改进型货物舱，将原非密封的后锥段更改为密封舱，
以扩大密封舱装载空间，提高密封舱货物上行能力。

中国航天员中心 航天员系统副总指挥 尹锐：长度约一米的后锥段拓展
了货物上行空间，我们的货包是一个异形结构，几组异形结构在锥段拼合成
一个连接的状态，能够节省装载的空间，提高装载率。

天舟七号货运飞船虽然携带了大量货物，但所有货物摆放十分规律，细
节和构型都经过科学分析，方便航天员在货架中顺畅通行，拿取货物。

中国航天员中心 航天员系统副总指挥 尹锐：上行货包外包装的包衣里
面添加了一些甲壳素的材料，让它具有了一些抗菌防霉的作用。乘员的物
资、航天员个人的装备等，以及环控生保的物资，都是需要装在包衣里面，形
成一个货包，然后整船进行交付。

而对于新鲜果蔬，使用的是另外一种特殊材质的蓝色包装箱。
中国航天员中心 航天员系统副总指挥 尹锐：包装箱有一些呼吸孔，因

为按照目前的装载方案，要提前一个月装载到货船的安装部位，我们采用了
开放式的存储方式，更好地让航天员体会到新鲜果蔬的香味。

面对庞大的物资量，航天员在空间站内如何快速、准确地查找到所需要
的物资呢？

中国航天员中心 航天员系统副总指挥 尹锐：采用了颜色来区别各大系
统的上行货物，比如说食品都是绿色的，空间站环控的东西都是深蓝色的，
航天员系统乘员装备都是浅蓝色的，空间应用系统实验的用品用具都是紫
色的等，每一个包装箱上都有二维码，航天员一扫，就知道这个包具体里面
的组成是什么。

专家介绍，目前通道货包和货格货包已经装载完毕，发射前，还要装载
两个冷藏耗材包，里面装有对温度敏感的实验耗材及样品。在发射当日飞
船加电以后，才能安装上船。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航天员如何在“太空包裹”中
快速找到所需物资？
二维码一扫 一目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