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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富比拍卖行8日以高达108.48万
美元（约合779万元人民币）拍出人工智
能（AI）机器人“艾达”的画作《AI 之
神》。这一价格远超先前的预估价格。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AI
之神》为数学家艾伦·图灵的肖像，长
162.5厘米，高230厘米。图灵是英国数
学家和二战英雄，主要从事数理逻辑、
纯数学、计算机科学、理论生物学方面
的研究，被誉为“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
能之父”。

这是全球首次有机器人“艺术家”
获得大型拍卖行青睐，因此吸引多方关
注。《AI之神》开拍后获得27次竞价，最
后被一名没有公开姓名的买家拍得。

“艾达”是一个人形机器人，外表是
女性形象，短发、大眼睛，眼睛里装有摄
像头。“她”由英国艺术家艾丹·梅勒与
英国一家机器人公司合作制造，2019年
问世，可以使用大语言模型与外界交
流，曾经创作多幅画作，赢得赞誉。

在回答了关于画作风格、内容、色
调和质地的问题后，“艾达”用眼部摄像
头“观察”图灵的照片并绘制草图，然后
根据特定算法对照片产生的不同解读
结果创造了15幅不同的图灵肖像，每幅
的创作时间都在 6 至 8 小时左右。最
后，“她”选择了三幅画作组合在一起，
并在背景中加入图灵发明的密码破译
设备“炸弹机”。

由于“艾达”的机械手臂只能在约
30 厘米长、42 厘米宽的小幅画布上作
画，最终成品由 3D 打印设备打印到更
大的画布上。依照苏富比拍卖行说法，
打印过程没有改变图像。

梅勒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
访时说，在图灵预言计算机和人工智能
崛起的大约80年后，他希望“艾达”及其
艺术作品能成为“一面镜子，照出人类
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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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机器人画作
拍出逾百万美元

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2024年“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上，绘画艺术家机器人“艾
达”(Ai-Da)在画画。 新华社记者 连漪 摄

记者 9 日在重庆举行的第三届数学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论坛（2024）上获悉，北
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孵化的北太振
寰（重庆）科技有限公司发布北太天元科
学计算与系统仿真软件v4.0，该软件将进
一步助力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深度融合。

据介绍，此次发布的软件全面升级了
交互界面，并强化面向对象语法特性，丰
富图论、计算几何等数学函数，提升稀疏
矩阵常用运算的计算效率。同时，该版本
新增了计算机视觉、医学图像、深度学习、
代码生成、脑电等工具箱，强化了统计与
机器学习、图像处理、控制系统、偏微分方
程等工具箱。该版本显著增强了软件的
内核性能并扩展了功能板块，将进一步满
足用户需求，推动服务范围扩展至工科专
业和产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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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全新版本

“真空室烘烤阶段已经结束，我们获得了非常
好的真空状态。”近日，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
三号”启动新一轮物理实验，实验中首次投入使用
的数字孪生系统引发关注。11月8日，科技日报记
者独家连线采访了研发团队主要成员、中核集团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研究员刘晓龙。他表示，
借助数字孪生系统的精准监测，真空室烘烤过程
取得显著成效，等离子体运行环境的真空度提升
了约一个数量级，从10—4帕提升到2×10—5帕。

“中国环流三号”于2023年8月25日首次实现
1兆安培等离子体电流下的高约束模式运行。新
一轮试验中，它将挑战1.6兆安培电流下的高约束
模式运行，并朝着等离子体温度超过一亿摄氏度
的目标前进。

“为了实现人类难以想象的温度，微观中的等
离子体粒子高速运动。此时如果真空室中有大气
分子与其发生碰撞，会导致粒子丧失动能。”刘晓
龙解释，因此极限接近真空的环境，才能为等离子
体高速运动提供保障。

“真空室烘烤的目的是获得极限真空环境。”
刘晓龙说，整个烘烤过程每小时升温5度，用真空
泵把烘烤悬浮的杂质抽走，直到真空状态达到磁
约束聚变装置的运行要求。

越极端的条件对设备安全性要求越高，实验
准备阶段的安全运行十分关键。“高温烘烤时设备
能不能承受，比如金属受热膨胀在不在安全范围
内，局部应力会不会过度集中等，这些都要密切关
注。”刘晓龙说，过去依靠传感器测点关注异常，并
基于数据进行调整，但温度测点分布非常有限，难
以“地毯式”排查，如果有漏报，哪怕造成设备结构
的微小损伤，都将对整个实验造成不可挽回的损
失。

追求极限真空的过程中，全盘监测是保障安
全的基础。“无论从准确度还是计算速度来说，过

去神经网络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水平难以达到科
学重器的要求。”刘晓龙说，但近些年来，机器学
习、深度学习等不断成熟，有望对不同的实验环节
进行“孪生”再现。

首次投入使用的数字孪生系统是在虚拟空间
构建一个和物理实体完全一样的数字模型，实现
对真空室烘烤过程的全方位实时精准监测。

模型建立之初，团队遇到最棘手的问题是数
据不够。“烘烤过程一年仅运行约15天，对于机器
学习需要的数据样本量来说，可谓是‘杯水车
薪’。”刘晓龙坦言，手头只有少量真实数据。

凭借对仿真技术的扎实掌握，团队设计了一
个仿真模型基于少量真实数据生成大量虚拟数据
集，并通过数据清洗、校正、对模型进行修正等复
杂的处理，获得足够量的高准确率虚拟数据，解决
了模型训练的“草料”问题。

“有了数据之后，我们再去‘孪生’。”刘晓龙介
绍，依托先进智能算法，团队创建的模型能够推导
出各个点温度的规则，进而模拟出整个真空室的
温度分布，使得虚拟与现实保持高度同步。通过
三维渲染实现的可视化也让实验进程更易操控。

“这样我们对于真空室的掌握就可以达到全
面精准了。”刘晓龙说。

温度“孪生”只是团队向人工智能系统迈出的
“一小步”。刘晓龙告诉记者，后续还将开展应力、
位移等不同参数的模拟，改变过去靠传感器实时
探测只能获得“点位”数据的状况，通过数字孪生
获取“无限”信号，并为下一步理论研究提供丰富
的数据和资料。

谈及未来，刘晓龙表示，真空室温度的“孪生”
只是“小试牛刀”。“中国环流三号”的目标是将受
控核聚变反应研究透彻。为了助力这一目标的实
现，数字孪生可以再造一个虚拟的聚变堆，与正在
运行聚变堆相对应。 来源：科技日报

新一代人造太阳为什么需要“数字孪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