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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若岗日冰原海拔 6100 米处，中国科学家
利用国产钻探设备成功钻取到一根长达324米的
冰芯，打破了此前由古里雅冰帽保持的308.6米的
世界纪录，成为在全球中低纬度冰川钻取的最长冰
芯。

29日，记者从海拔5400多米、位于西藏那曲市
双湖县境内的第二次青藏科考普若岗日冰原大本
营获悉该信息。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副所长徐柏青带
领团队，在冰原顶部作业点奋战一个多月，成功钻
取这一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冰芯。“冰芯是地球历
史的‘时间胶囊’，通过钻取、保存冰芯，我们可以从
中提取宝贵的历史信息，了解过去的气候环境变
化。”徐柏青说。

中低纬度地区的冰芯，是除南北极之外研究
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自然档案”。徐柏青介绍，

这里的最长冰芯有独特的地理和气候特征，记录
了该地区长时间的气候变化和环境信息，包括温
度、降水等关键气候要素的变化历史，以及火山喷
发、大气污染等环境事件，为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的
模式、机制以及预测未来趋势提供了宝贵的数据
和样本。

此前，这一纪录由位于西藏阿里地区西昆仑山
的古里雅冰帽保持。中美两国科学家1992年在这
里钻取了一根长达308.6米、年代跨距超70万年的
冰芯。随后，中美两国在青藏高原冰芯研究领域开
展了深入合作。普若岗日冰原被发现以来，一直是
国际青藏高原研究的新热点。

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汤普森
自1984年起便和中国科学家开展科研合作，共同
在中国多个冰川钻取冰芯，并在权威杂志上发表有
关中国冰芯研究的成果。“冰芯穿越时空，向我们展

示了地球在过去发生了什么。几十万年后，通过钻
取的这些冰芯，人类可以重建地球气候的历史。”时
刻关注本次冰芯钻取进展的他说。

据介绍，冰川一旦融化，其封存的地球历史记
录也将消失，因此钻取、保存冰芯尤为重要。即便
冰川消融，只要有冰芯样本，依然可以从中提取历
史信息。

“通过测厚、取芯，可以更好地审视这个中低纬
度地区最大冰原正在发生的变化和所记录的环境
变化，从而更全面了解全球气候变暖对冰川的影
响。”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檀
栋说。

第二次青藏科考今年8月启动“守护水塔——
‘一原两湖三江’重大标志性科考活动”，其中普若
岗日冰原的冰芯钻取是此次科考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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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人工智能（AI）将继续占据2025年
科技话题的“C位”。从会议室到教室，从医院到
家庭，AI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
活。

随着AI影响力日益扩大，其将给人类和社会
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对就业市场会造成怎样的
冲击？是否会取代人类的创造力？算法对个人隐
私权有何影响？

近日，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发表文章，对
2025年AI和自动化领域的趋势进行了梳理。

增强型工作模式来袭
位居榜首的趋势是AI引领的增强型工作模式

来袭。届时，AI将无缝融入人们日常工作中，大幅
提升创造力和生产力。

未来学家伯纳德·马尔预言，到2025年，将更
深入地探讨人类如何与AI协同工作，以提升技术
能力，释放出更多宝贵时间，让人们将创造力和人
际交往技能更专注于那些机器仍难以胜任的领域
中。未来，AI的应用不仅局限于聊天机器人的范
畴，必定会有更多企业挖掘AI的潜在价值。

语音助手和视频AI将普及
今年，OpenAI凭借ChatGPT向人们展示了一

种创新性的“可打断”的高级语音交互模式，且对
话体验极为贴近人类自然交流方式。与此同时，
谷歌正着手将Gemini聊天机器人融入移动设备之
中，意在取代略显陈旧的“Hey Google”功能。

在伯纳德看来，到2025年，这些前沿功能势必
将广泛普及至各式各样的设备上，语音交流将变
得更加自然流畅且实用。

与此同时，Sora 模型也已证明了将文字一键
转为视频的可行性。2025年，或许正是这项技术
开始普及的一年。届时，通过简单提示生成视频
内容的能力将有更大提升，内容创作的边界将被
拓宽，这一趋势将影响到各个媒体应用程序，从而
改变生产和消费数字内容的方式。

立法与监管让AI更负责
2025 年，网络攻击将变得更加频繁和复杂。

这也意味着，在检测潜在漏洞、识别异常行为以及
应对网络威胁等方面，AI 系统将变得更加重要。
人们将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以符合伦理道德、确保

安全、保持透明、值得信赖且充分尊重知识产权的
方式开发与应用AI技术的重要性。面对AI可能
带来的偏见与误导风险，需社会各界携手努力应
对。

今年，欧盟和中国通过了旨在限制AI造成伤
害的可能性的法律，其中将“深度伪造”定为犯罪，
对金融、执法等领域应用 AI 进行了规范。2025
年，预计将有更多法规出台，重点是优先保障人
权，减少歧视和降低虚假信息的潜在风险。

自主式AI代理或成主流
今天看到的大多数AI工具都专注于执行单一

且相对简单的任务，例如生成文本或分析数据作
出预测。

相比之下，AI 代理则展现出更高的自主性。
它们无需具体指令即可运作，能够灵活串联多个
任务，并根据执行结果自我调整行为模式。这标
志着向实现“通用”AI，即能广泛适用于多种任务
类型的AI迈出了重要一步。然而，这也引发了关
于是否需要AI监督机制和问责体系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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