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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声波悬浮”“空气炮”，了解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爱因斯坦探
针卫星的最新发现，现场观摩科学家的科研日常……10月26日至27日
在国家植物园南园举行的中国科学院第七届科学节北京主场活动，为公
众奉上一场科学“盛宴”。

本届科学节北京主场活动共设置“嗨剧场”“创新展”“创工坊”“零距
离”“科学之美”“科创荟”等六个版块。在现场，公众可以聆听院士专家
的科学观点，观看科普剧、科学实验秀、科学魔术等表演，体验形式多样
的科学互动项目。除线下活动外，公众还可以通过线上直播，观看精彩
节目，参与线上答题，感受科技魅力。

中国科学院第七届科学节活动从10月26日持续到11月上旬，旨在
通过举办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活动，让公众近距离接触前
沿科技成果，激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好奇心。

本届科学节活动由中国科学院主办，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中国
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承办。活动期间，
中国科学院院属单位也将结合自身特色开展丰富多样的科普活动。在
电工研究所，公众可以体验阻力伞风洞实验，也可以近距离观摩光热电
站的运行控制；杭州医学研究所向公众展示试剂配制、蛋白浓度测定、生
物3D打印等技术；华南植物园、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将举办“‘科
学与中国’之夜”。 来源：新华网

中国科学院第七届科学节为公众奉上科学“盛宴”

中国科学院第七届科学节北京主场活动现场。

近日，2024年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主题会议“人工智能治理创新
为培育科技治理生态构建国际信任基础”在京举办，世界机器人合作
组织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乔红在会议上发布了2024人工智能（AI）
十大前沿技术趋势展望。

“它们都充满了无限可能和潜力，不仅将带来更加便捷、高效的生
活方式，还将推动各行各业的创新和发展。”乔红说，希望此次发布能
引导大家共同思考“如何把握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如何推动技术创
新与产业升级，如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可持续发展”。

这十大前沿技术趋势分别为：
1.小数据和优质数据
大量的无效数据不仅消耗了计算资源，也给模型可靠训练带来挑

战。在此背景下，小数据和优质数据的价值越来越重要。小数据更注
重数据的精度和相关性，从本质上减少人工智能算法对数据的依赖和
不确定性，增强网络可靠性。建设多样性的数据集不仅能够从理论基
础上支撑不同技术路线的AI发展，还为解决通用人工智能的瓶颈问题
提供新的可能。

2.人机对齐
只有AI的输出结果与人类价值观相符，才能确保AI模型的能力

和行为与人类意图保持一致。仅依靠数据和算法并不足以实现人机
对齐，这意味着在设计奖励机制时，不仅要考虑任务的效率、效益和效
果，还需要考虑行为是否符合人类的伦理标准。

3.AI使用边界和伦理监督模型
当前AI系统的合规性、安全性和伦理问题越发突出，建立一个AI

监督模型框架尤为必要。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制定明确的标准和规范，
确保所有AI系统在开发和使用过程中遵循既定的原则，从而减少AI
在制度没有确定的情况下被过度使用所带来的风险。

4.可解释性模型
在保障有效性的前提下，提高可解释性，有助于减少对公共资源

的消耗，增强用户对AI系统的信任度，并促进其在关键领域的应用。
例如在医疗健康领域，一个具有高可解释性的AI诊断系统能够让医生
更容易理解其判断依据，减少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程序。

5.规模定律
基于海量参数和训练数据的大规模预训练模型能够有效提高人

机交互和推理能力，增强可完成任务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目前规模定
律依然有效，不仅体现在语言模型上，也在图像处理、语音识别等多个
领域中得到了验证。

6.全模态大模型
全模态大模型可处理和理解文本、图片、音频、数据表格等多种类

型的数据输入，并根据任务需求生成多种类型的输出。例如引入通常
用于捕捉三维空间信息的3D点云数据模态，对于机器人的导航和避
障尤其重要。

7.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
使用大模型、生成式技术等来提高科学研究中提出假说、试验设

计、数据分析等阶段的效率和准确性。科学家们可以利用AI技术进行
实时的试验监测和调整，快速反馈试验结果，动态优化试验设计和假
设。

8.具身小脑模型
传统大模型可以协助机器人处理决策、任务拆解和常识理解等慢

通道反应任务，但不适合做强实时性和高稳定性的机器人规划与控制
快通道反应任务。具身智能（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进一步延伸，一
般是指可以感知、理解物理世界并与其形成互动的智能系统）小脑模
型可以通过多模型投票等集成学习方法，结合机器人本体结构与环境
特性选择合理的模型控制算法，确保机器人在理解自身本体约束的前
提下，完成高动态、高频、鲁棒的规划控制动作，使智能机器人更加满
足现实世界的精细操作与实时控制需求。

9.实体人工智能系统
实体人工智能系统是将具身智能赋能于物理世界中的实体对象，

使传统设备能够突破其原有的功能限制，实现更高水平的智能化操
作。人形机器人是实体人工智能系统的终极表现形态，它不仅具备多
模态感知和理解能力，能够与人类自然互动，还可以在复杂环境中自
主决策和行动，并有望在未来应用到更多复杂的工作场景中。

10.世界模拟器
世界模拟器能提供沉浸式的高仿真体验，为使用者带来更加丰富

和多样化的游戏世界，可应用于教育、娱乐等领域，还可以创造更多超
级数字场景。在机器人领域，这种技术还可用于构建大规模、标准化
的多模态机器人行为数据集，提高机器人本体设计、仿真训练和算法
迁移的能力。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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