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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期报道中，本报聚焦机器人领域，对近年来的机器人技术进步进行了探讨。与之同样受到关注的，还有
人工智能行业。今年年初，DeepSeek（深度求索）凭借其深度思考能力火爆全球，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强势崛起。

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将数字技术与制造优势、市场优势更好结合起来，支持大模型广泛应用，大力发展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终端以及智能制造装备……在今年全国两会
中，“人工智能”和“智能机器人”均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中。随着机器人技术与人工智能不断融合，未来两者强强联
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本期，我们邀请了来自多个领域的专家深入探讨。

从简单的“一问一答”指令输入，到如
今利用AI辅助撰写方案、设计海报，甚至
制作视频，AI 已经成为我们的“超级助
手”。近年来，AI技术的“飞速发展”令人
瞩目。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4年 6月，
全球参数规模超过千亿的大模型数量已
突破 200个，且平均每 3天就有一个新的
大模型发布，特别是年初 DeepSeek 的惊
艳亮相，更是激发了大众对 AI 未来的无
限期待。

1 月初，大模型 DeepSeek 上线，随即

引起全球关注。据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
协会有关专家介绍，DeepSeek 创新之一
的GRPO（组相对策略优化）算法，结合强
化学习，赋予了AI模型“自我反思”与“自
我调整”的能力，提升了模型的自主学习
与优化能力。同时，DeepSeek 在底层计
算方面进行了优化，不仅针对英伟达CU⁃
DA架构进行了适配，还通过使用PTX技
术对芯片进行深度优化，从而显著提升了
计算效率，降低了训练和推理的成本。

技术开源，更多更优质的AI大模型将涌现

“开源技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作用日
益显著，它不仅降低了技术门槛，还加速
了技术创新和应用普及。”华南理工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陈俊龙教授
介绍说，如今，像 TensorFlow、PyTorch 和
MindSpore 等主流框架的开源率已超过
90%，为全球开发者提供了统一的开发标
准。以 PyTorch 2.0 为例，其通过动态计
算图的开源设计，大大提高了模型训练效
率，为广大 AI 开发者提供了更高效的工
具。

与此同时，中国团队在开源领域的贡
献也日益显著。华为的昇思 MindSpore

在自动并行技术上的开源创新，已被全球
开 发 者 社 区 采 纳 ，新 增 市 场 份 额 达
30.26%。开源技术还加速了AI领域的技
术迭代和创新。通过 Hugging Face 等平
台，全球开发者可以轻松访问超过 50 万
个预训练模型，形成了AI领域的“模型应
用商店”。例如，Stable Diffusion通过开源
迭代，极大提高了图像生成质量，展现了
开源社区对于技术演进的推动作用。另
外，不仅在上游开发阶段，在下游任务应
用方面，开源技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
种开源策略不仅降低了开发成本，还通过
社区的广泛参与推动了模型的持续优化。

“多元技能”正被挖掘，行业专属AI或将诞生

“DeepSeek的‘古籍活化引擎’已复原
敦煌遗书、西夏文残卷等2.3万页；AI断句
准确率达 95%，推动传统文化保护从‘数
字化存档’转向‘智慧化再生’”“阿克苏检
察机关布建 DeepSeek+数字检察智能综
合系统”“广东药科大学本地化部署Deep⁃
Seek-R1 满血版 AI 医疗大模型后，首次
借助AI智能服务完成的高难度手术”，目
前，截至2月下旬，已有超200家企业宣布
接入DeepSeek。本地化部署是DeepSeek
其中的亮点，各行各业相继接入DeepSeek
的背后，我们仿佛看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
在各行业的应用前景。

“国内 AI 模型如深度求索和智谱清

言则侧重于轻量化架构创新，采用混合专
家系统等技术路径。如深度求索的Deep⁃
Seek-MoE架构在保持95%性能水平的情
况下，将训练成本降低至传统架构的
35%，更适合工业级部署。”陈俊龙介绍
说，轻量化和领域适配的策略使得国内模
型在资源优化和成本控制上更具优势。
对于未来 AI 技术的发展，发展趋势在大
模型层面上肯定是继续往更智能、更高规
模的模型去发展。而在 AI 产业应用方
面，则是会慢慢回归到垂域模型上，针对
特定的场景对大模型进行蒸馏或者微调，
通过接入各自私有的知识库，搭建属于自
己产业的大模型。

携手AI，具身机器人正全速突破

自 20 世纪 50 年代诞生以来，现代
机器人主要应用在工业制造领域，极大
改变工业生产模式，提高了生产质量和
生产效率。然而，工业机器人的控制程
序大多是预先编制的，主要应用于重复
性的工作，影响其应用范围。随着AI和
传感器技术的发展，机器人能够感知环
境、与人更好地交互等，被赋予了更高
的能力，拓展了机器人应用领域，尤其
是在服务领域和特种应用领域，推动了
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一个因设备受限
难以发展的技术——“具身智能”重新
进入人们眼球。

2024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的《人
形机器人十大趋势展望》指出，它既不
是单纯的虚拟环境下的计算机仿真，也
不是完全偏于物理空间的机电系统，与
人形机器人系统紧密相关。

“AI 赋能机器人，就如给他装上了

‘大脑’。以咖啡机器人为例，它能够根
据您的指令冲泡您所选择的咖啡，执行
基本的操作。然而，当AI技术加持后，
机器人能够为多位客户提供更加个性
化的服务。即便客户临时改变主意或
要求特殊配方，这些机器人也能灵活应
对，流畅地完成整个服务流程。”据广东
省科学院智能制造研究所副所长周雪
峰介绍，近两年，随着大模型技术的发
展，智能机器人向着具身智能机器人
发展，它们能主动感知、自主决策和自
主执行。在不久的将来，它们甚至可
以成为我们的‘同事’，协助我们完成
更复杂的任务，甚至在科研领域也能
大展所长……我们有理由相信，机器人
产业跃入新的发展阶段，人形机器人
成为产业热点，像电子计算机一样成为
划时代的技术，未来将极大地改变人类
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当机器人遇上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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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强联手 智创未来

两大技术联手，发展挑战并存

目前，人工智能在机器人产业中的
应用已经比较广泛，清洁、送餐、导览甚
至质检、装配线自动化等任务，都见到
它们的身影。此外，无人驾驶技术在物
流机器人、农业机器人和配送机器人中
都有现实应用。自动驾驶小车和无人
机能够通过AI实现自主导航、避障和任
务规划。

当然，人工智能在机器人产业技术

融合过程中仍面临挑战。首先，复杂动
态环境中，准确地感知和理解仍然是一
个难点。其次，许多AI系统的决策过程
仍不完全透明，且在面对未知情况时的
决策能力有限。此外，随着机器人变得
越来越智能，它们可能会做出不可预测
的行为，这会带来安全隐患，包括机器
人的伦理问题和隐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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