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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海油发布消息，
由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海洋油
气完井工具智慧工厂在天津投
产，标志着我国高端海洋完井
工具制造产业全面走向智能
化，对提高复杂构造油气田生
产效率、缩短油气田建设时间、
延长油气田开采寿命具有重要
意义。

完井是钻井作业的最后环
节，是确保油气顺利流出地下
岩层、输送至地面采集的关键
工程技术。完井工具能够根据
油气层地质特性，在井底建立
油气层与油气井井口之间的合
理连通渠道，保障井下油气通
道畅通，实现油气田安全、高效
生产。

本次建成的智慧工厂位于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我国
油气行业首个完井工具制造的
智能化、柔性化整装基地，投产
后将用于中国海油自主研发的
高端完井系统——“海弘”完井
工具的智能化生产。

“海弘”攻克了特种橡胶材
料、高压气密结构、极端环境工
具可靠性等一批关键核心技
术，可覆盖海上油气田全部完

井技术需求，产品技术指标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国海油天
津分公司工程技术作业中心总
经理刘宝生说，“海弘”完井工
具智慧工厂的投产，能够大幅
提升高端完井工具自主化产业
能力，有效保障深水深层、高温
高压等复杂油气藏高质量开
发。

完井工具具有井下长期工
作可靠性要求高、应用场景多
样化、定制化需求多等特点。
中国海油通过多年制造工艺技
术积累，自主设计建造了多种
生产专用机器，同时定制开发
了数百种上千道自动化运行程
序，打造完井工具智慧工厂，集
成了重载高精定位、多维传感
融合、视觉识别自动捕捉等多
项尖端技术，能够满足多种完
井工具产品的自动化、定制化
生产。

中海油服董事长、首席执行
官赵顺强表示，“海弘”智慧工厂
建成了完井工具“技术研发、工
具制造、实验测试、现场服务”全
产业链条，推动我国完井业务综
合实力跻身全球第一阵营。

（来源：新华社）

我国首个

海洋油气完井工具智慧工厂建成投产

脱发是困扰很多人的难
题，在遗传、精神压力过大、熬
夜等众所周知的原因之外，蚌
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整形
烧伤科褚维伟副研究员的一项
研究表明，微塑料也是导致脱
发的原因之一。近日，褚维伟
与中山大学王旭升教授团队合
作的研究成果，在线发布于国
际知名期刊《环境国际》。

该研究阐明了脱发发生的
新机制。聚苯乙烯微塑料在水
域中尤其普遍，并易被人类和
动物直接吸收。研究人员观察
到紫外线辐射会引起聚苯乙烯
微塑料的老化，增加其表面的
粗糙度和氧基团含量。动物实
验证明，无论是原始还是老化
后的聚苯乙烯，喂食后都会造
成小鼠皮肤和毛囊损伤，导致
弥散性脱发的出现。

“具体机制是由于聚苯乙

烯增强氧化应激并抑制抗氧化
相关蛋白活性，导致毛囊内细
胞间紧密连接受损，脱发数量
增加，并造成毛发生长期的推
迟。”褚维伟说，如果将正常的
皮肤视作一块湿润有养分的土
地，毛发视为植物，聚苯乙烯则
会导致土地干旱龟裂失去黏
性，结果就是植物无法扎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衰老
的聚苯乙烯可诱导更高水平的
氧化应激，加剧毛囊内紧密连
接受损情况。也就是说，聚苯
乙烯在自然界存在的时间越
长，作用越明显。”褚维伟说。
在全球人群脱发问题形势严
峻，且呈年轻化、普遍化趋势的
背景下，该项研究揭示了导致
脱发问题的一种新诱因，并为
微塑料污染引起的脱发提供了
干预和治疗的靶点。

（来源：新华社）

我国学者揭示微塑料可致脱发

近日，记者从中国农业科
学院获悉，该院棉花研究所棉
花分子遗传改良创新团队系统
总结了棉花秸秆作为生物基材
料的最新进展，提出了针对性
转化策略和经济可行的实施方
案，为棉花秸秆高值化利用和
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指导和参
考。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
《可再生与可持续能源评论》
上。

2023年，我国棉花产量为
561.8万吨，按照谷草比为1∶5
计算，2023年我国产生的棉秸
秆量约为2800万吨。然而，目
前大多数棉花秸秆被直接还田
或者焚烧，造成了资源浪费和
环境污染等问题。

“棉花秸秆主要由纤维素、
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组成，这些
组分可以转化为生物基材料、
化学品和生物燃料等高价值产
品。但是，对棉花秸秆性质、棉

花秸秆合成高价值产品所面临
的挑战和应对策略鲜有研究，
亟须提出棉花秸秆高值化利用
新思路。”论文通讯作者、中国
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研究员
李付广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该研究系统阐述了棉花秸
秆的化学结构，系统总结了以
棉花秸秆合成生物基材料、生
物基化学品和生物燃料三类高
价值产品的研究进展。此外，
通过对比不同的转化方法，研
究人员提出了最优的棉花秸秆
增值策略。例如，以棉花秸秆
制造生物基板材、采用棉花秸
秆皮制造纤维素材料、利用热
化学法转化棉花秸秆合成生物
燃料等。不仅如此，该研究对
不同转化案例进行了经济技术
分析，提出采用多产品结合的
方式提高棉花秸秆利用的经济
可行性。

（来源：央广网客户端）

新研究让棉花秸秆“变废为宝”

近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首
次10公里级垂直起降飞行试验
成功。本次试验是目前国内重
复使用运载火箭最大规模的垂
直起降飞行试验，也是国内自
主研制的深度变推液氧甲烷发
动机在10公里级返回飞行中的

首次应用。火箭由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八院抓总研制。

垂直起降回收是在火箭原
有外形上进行改进，增加了返回
控制系统、着陆缓冲系统等，使
火箭一子级得以重复利用，降低
人类进出太空的经济成本。

（来源：人民日报）

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

首次10公里级垂直起降飞行试验成功

去年以来，人工智能大模型浪
潮持续涌动。国内外一大批创新
企业和高校院所加大研究力度，纷
纷推出各自的大模型产品。数据
显示，中国10亿参数规模以上的
大模型数量已超100个。

近日，2024北京智源大会举
行。来自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学
者和产业专家围绕技术路径和应
用场景展开对话和交流，大模型与
人工智能的当下与未来成为热议
话题。

大模型越来越好用

过去一年，国产大模型取得了
长足进步，大量高质量模型百花齐
放，助力中国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发
展的领头羊之一。

“大模型之所以能对产业界产
生重大影响，是因为其通用的理解
推理能力以及智能和潜力。”智源
研究院院长王仲远说，随着国产大
模型逐步赶超国际先进水平，中国
最擅长的场景优势、数据优势将发
挥出来，大模型将真正成为赋能千
行百业的新质生产力。

在此次大会上，智源研究院
公布了在语言、多模态、具身、生
物计算大模型等方面的新进展。
其中，智源研究院和中国电信人
工智能研究院（TeleAI）联合研发
并推出全球首个低碳单体稠密万
亿语言模型（Tele-FLM-1T）；联
合领视智远研发了全球首个智能
心脏超声机器人，实现了全球首
例真人身上的自主心脏超声扫查
等。

“在技术通用性方面，大模型
在解决不同任务、语言、模态、场景
上的通用性变得越来越好。”百度
首席技术官王海峰说，去年3月百

度发布大语言模型“文心一言”以
来，经过1年左右的时间，其训练
效率达到发布时的5倍，推理效率
提升了100多倍。

“大语言模型虽然很强，但是
还在快速进步，未来仍然有很大的
提升空间。同时，多模态大模型
（能够处理和理解多种不同类型数
据，如文本、图像、视频和声音等的
人工智能模型）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用。”王海峰说。

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许心超
介绍，目前北京在人工智能企业数
量、数据要素资源、产业链等方面
均走在全国前列，其中国家网信办
已备案大模型数量位居全国第
一。面向未来，北京将以应用为牵
引，促进大模型技术深度应用，加
速开展“人工智能+”行动计划，面
向医疗、教育、政务等行业发展需
求，加快实现大模型技术对实体经
济的深度赋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

通用人工智能加速实现

大模型的概念持续火热，各类
产品“琳琅满目”，但距离真正的
“深入人心”还有一定距离。在王
仲远看来，从“可用”到“非常好
用”，是国产大模型未来努力的方
向。

大模型未来将在哪些应用场
景大规模落地？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AIR）
院长张亚勤认为，大模型在应用和
服务层面将先面向消费者（ToC），
再面向企业（ToB），这与互联网
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路径基本一
致。

张亚勤以无人驾驶技术为例
指出，大模型的推出帮助无人驾驶

解决了长尾问题、数据生成问题
等，让无人驾驶有更高的智能性，
加速其在实际场景中的落地应用。

“总体来看，无论是面向消费
者还是面向企业，未来都将存在开
源模型、商业闭源模型、基础大模
型以及针对垂直行业模型和边缘
模型。”张亚勤说。

什么是通用人工智能（AGI）？
大模型是否是通往通用人工智能
的“基石”？大模型的快速发展，为
通用人工智能的实现创造了更多
的想象空间。

张亚勤表示，通用人工智能首
先要有巨大的能力，在大部分的任
务中比人类强；其次必须具有通用
性；第三是像人类一样不断升级、
学习和进化。他预测，通用人工智
能有望在15—20年内实现。

百川智能首席执行官王小川
说，通用人工智能首先要有思考能
力、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共情能力
和多模态图片处理能力，只依靠大
模型的规模效应是不够的，要寻找
算力、算法、数据等范式上的新转
化。

面壁智能首席执行官李大海
认为，理想中的通用人工智能就是
在执行任何任务的时候，边际成本
都降为零。“我相信未来大模型门
槛会越来越低，当成本低到接近于
0的时候，通用人工智能就基本到
来了。”李大海说。

共同求解安全难题

随着人工智能能力的提升和
应用范围的扩大，其安全风险引发
各界关注。科技部战略规划司副
司长康相武说，以生成式大模型为
代表的新兴技术，可以廉价地生成
对人和事件的错误描绘，引发认知

混乱；人工智能的无用、滥用、隐私
泄漏等引发深层次伦理道德问
题。如何与人工智能共存，且在确
保安全可控前提下更好造福人类
社会，是全球共同面对的重大议
题。

今年3月，数十位中外专家在
北京联合签署了由智源研究院发
起的《北京AI安全国际共识》，提
出防止AI自主复制或改进、寻求
权力、协助不良行为、欺骗人类等。

“未来机器人数量可能会比人
多，如果不重视人工智能的治理，
当大模型被用到基础物理设施、金
融系统等领域时，可能存在失控的
风险。”张亚勤说，要从现在开始重
视人工智能的治理，提前采取行
动，引导技术走向的智慧。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
授姚期智说，人工智能未来能够在
数学领域或计算机科学领域完成
重要的原创性研究，要实现这一梦
想必须要有真正高质量的突破，而
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也变得更加
紧迫。

“我们要打造一个负责任的
AI。”智谱AI首席执行官张鹏认为，
对于人工智能的安全，“防守”比
“破坏”难度要大，一方面要通过安
全技术的提升和管理规则的制定
防止有人利用人工智能作恶，更重
要的是要让更多人参与讨论、统一
认识，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每个时代都有技术发展带来
的‘电车难题’，但人类都用有效的
方法解决了。”零一万物首席执行
官李开复说，从人工智能中长期的
发展方向来看，建议用更好的技术
解决AI带来的安全挑战，让人工
智能真正造福人类。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人工智能大模型走向“百花齐放”

日前，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拉
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勐库
镇冰岛村、云顶筑巢乌龙茶庄园等
地上空，多次出现“丁达尔效应”，
一缕缕阳光透过云层缝隙照射到
茶园，十分壮观。

丁达尔效应是最初由英国物
理学家约翰?丁达尔发现的一种与
光相关的特殊现象。我们初次了
解丁达尔效应是来自中学化学课
本“如何区分溶液与胶体”这一章
节。它是这样定义的：当一束可见
光通过胶体时，可以看到一条光亮
的“通路”。这条“通路”是由于胶
体粒子对光的散射而形成的。

很多人有过这样的经历，清晨
走在一片小树林里，尚未散去的潮
气凝成了一层薄薄的雾气，刚刚升
起的太阳从林中倾斜射入阳光。
这时，虚无的光有了形状，化作树

林缝隙的一道道光束。当阳光穿
透云层时，借助空中的微尘和粒
子，在天地之间延伸出一条条无边
界的光线。这种自然现象就是现
实生活中的丁达尔效应。

在光的传播过程中，当光线照射
到粒子时，如果粒子直径大于入射光
的波长很多倍，则发生光的反射；如
果粒子直径小于入射光的波长，则发
生光的散射，称为散射光或乳光。丁
达尔效应就是光的散射现象或称乳
光现象。由于溶胶粒子直径一般不
超过100纳米，小于可见光波长（400
至760纳米），因此，当可见光透过溶
胶时会产生明显的散射作用。而对
于溶液，虽然分子或离子直径更小，
但因散射光强度随散射粒子体积减
小而明显减弱，因此，溶液对光的散
射作用很微弱。此外，散射光强度还
随分散系中粒子浓度增大而增强，因

此在观察丁达尔效应实验时，溶胶中
粒子浓度不能太小。

在化学中通常将丁达尔效应
用来区分溶液和胶体。从微观角
度来看，溶液和胶体的本质区别是
分散质粒子直径大小不同，可通过
微粒检测仪鉴别粒子大小，但在实
际生产生活中，每次都需要用精密
仪器来测量很不方便。因此，人们
由微观检测粒子大小改为采用激
光笔照射标签不明的溶液和胶体，
通过观察与光束垂直方向，可以看
到有一条光亮通路，从而大大节约
区分溶液和胶体的时间和成本。

要产生丁达尔效应，除了需要
光源，还需要胶体。云、雾、烟尘这
些都是胶体，由于这些胶体的分散
剂是空气，所以属于气溶胶；液溶
胶同样是以液体作为分散剂的溶
胶，如蛋白溶液、淀粉溶液等；固溶

胶是以固体作为分散剂的溶胶，如
有色玻璃等。

随着光学理论蓬勃发展，丁达
尔效应的应用领域有了很大程度的
扩展。研究人员利用丁达尔效应设
计了一种新型交通信号灯辅助装
置。在红灯亮时，路口信号灯散发
出多道光束，形成视觉冲击，帮助行
人和驾驶员能够准确辨别交通信号
变换情况，避免误判引发事故。

丁达尔效应用于对环境污染
的检测处理，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
方向。污染检测技术主要检测水
源中的金属离子，包括铁、银、汞、
镉等元素。丁达尔效应在工业生
产和食品安全领域也有一定的应
用，例如，疏水材料生产、提高太阳
能电池光转化效率、白酒鉴定、茶
叶农药残留检测等。

（来源：科普时报）

丁达尔效应：透过粒子的浪漫光束

坐落于杭州高新区（滨江）的
国之重器——极弱磁大科学装置
迎来重磅新进展。

近日，潮新闻记者获悉，滨江
区规划资源分局已完成超高灵敏
极弱磁场和惯性测量装置国家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以下简称“大设
施”）项目工程规划许可核发，这
也标志着这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项目正式启动。

从今年4月建设计划发布，这
项国之重器的建设进程，一直备
受关注。记者从相关负责人处了
解到，大设施本体将于今年12月
开工，预计2029年6月建设完成，
2030年报请国家验收。

大设施项目于2021年10月列
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十四

五”规划》，选址位于浦乐单元，用
地规模约66.67亩。本项目拟建
总建筑面积约5万平方米，其中地
上约3.54万平方米，地下约1.46
万平方米。项目形体设计理念来
源于良渚玉琮，合并交叉平台等
附属建筑结合山谷之势串联布
局，形成条带状的建筑群落。

届时，该项目将建设性能最
高、空间最大的“零磁”空间以及
指标领先的科学装置与仪器，提
供极端弱磁环境和极端测量手
段，有力支撑前沿科学技术、国家
重大需求、生命科学及医学等领
域研究，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中的
“四个面向”，支撑科技强国、质量
强国和制造强国建设。

建成后，还将使我国超高灵

敏极弱磁场和惯性测量技术保持
领先优势。

什么是零磁医学？通俗地
说，“极弱磁”是特指因为磁场太
弱很难测量到或者无法感知到的
磁场。比如，大脑的磁场，就是地
球磁场的十亿分之一，很难被捕
捉到。

中国科学院院士、极弱磁场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总
设计师、首席科学家房建成曾介
绍：“万物皆有磁场，人体也是如
此。人类治疗重大疾病，最早依
靠对血液等样品的生化检测，后
期依靠CT等手段进行结构检测，
今后将依托极弱磁测量实现功
能信息检测，不仅能让发现疾病
的关口前移，还能创造零磁医学

装备产业。”
房建成院士通过极弱磁场测

量技术，研制出芯片化原子磁强
计，可应用于心、脑血管和肿瘤疾
病的诊断，目前这个科技仪器价
格不超过1万元人民币，而国外同
样大小探头的仪器价格要高出
5至10倍。极弱磁测量成像技术
在人体功能疾病诊断中的前景广
阔，对于功能性心脏病的诊断、肿
瘤的诊断、器官移植等都可能带
来突破性进展。

未来，依托大设施建造，我
们也可以期待更多具有颠覆性
科技产品的诞生，为促进人民生
命健康，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而
赋能。

(来源：潮新闻App）

国之重器落地杭州

将打造世界空间最大的“零磁”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