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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记者从中海油
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
术分公司获悉，由该公司自主
设计建造的我国首条磨铣工具
智能自动化钎焊生产线在天津
试投产运行，将大幅提升生产
效率和产品质量，加快推动我
国石油工业智能化、绿色化、高
效化建设进程。

在石油开采过程中，磨铣
工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高速旋转的磨铣工具犹如“手
术刀”，凭借其“削铁如泥”的特
性，对井下硬材料进行有效磨
削或铣削，精准实施井筒处理
作业。传统磨铣工具以氧气乙
炔压缩气体为燃料，由高级技
师人工钎焊打造。由于钎焊的
火焰温度最高可达 3000摄氏
度，钎料填充和切削齿颗粒焊
接质量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

中国海油以科技创新助
力磨铣产业转型升级，在钎料
选型、真空钎焊等关键核心技
术上取得突破，全面掌握磨铣
工具真空钎焊关键工艺，创新
集成航空电机真空感应焊接、
AI图形甄别以及精密伺服位
置控制等高精尖技术，自主设

计建成国内首条磨铣工具智能
自动化钎焊生产线，将物料存
储和执行动作有机融合，前端
和后台大数据交叉应用，实现
生产运营模式从传统向智能化
跨越。

该生产线利用清洁电能进
行恒定加热，智能控制机械臂
动作，自动完成钎料置放、甄选
抓取、齿槽啮合、物件运移、加
温钎焊、成品下线等全部流水
生产线工序作业。其中，智能
识别振动筛上放置数以百计的
切削齿颗粒，AI图形甄别系统
能够分析识别出“直立”站位的
切削齿颗粒，协作机器人精准
抓取切削齿颗粒，并按照设计
摆放，解决人工摆放切削齿颗
粒效率较低的难题。采用真空
感应钎焊，协作机器人能把切
削齿颗粒之间的排布缝隙精确
到0.1毫米，相较于传统钎焊，
可节约填充钎料30%以上。

据悉，试运行期间，磨铣工
具焊接质量平均提升25%，生产
效率提升14倍，单套磨铣工具
制造总体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达三成以上。

（来源：《科技日报》）

我国首条磨铣工具智能自动化钎焊生产线投用

根据一项针对700多名70
岁以上老年人在3年内进行的
临床试验数据分析，每日摄入1
克Omega-3或许能减缓人体的
生物衰老速度。相关成果近日
发表于《自然?衰老》杂志。

包括瑞士苏黎世大学、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澳大利亚莫
纳什大学在内的国际团队，利
用被称为表观遗传时钟的分子
生物学工具，计算了瑞士777名
70岁及以上老年人在临床试验
期间衰老速度的变化情况。

在该临床试验中，团队测
试了8个不同组别，参与者在3
年内每日摄入 2000国际单位
（IU）的维生素D，和/或每日摄
入1克Omega-3，和/或每周3次
参与30分钟家庭锻炼计划。

对血液样本分析后，团队

发现，摄入Omega-3可适度减缓
多个表观遗传时钟的生物衰
老。这一发现与参与者的性
别、年龄或体重指数无关。其
中一项测试表明，将Omega-3、
维生素D和锻炼结合起来效果
更佳。

结果还显示，在3年内，这
3种干预手段结合起来对降低
癌症风险和预防虚弱状况的影
响最大。每种干预手段都通过
不同但相关的机制发挥作用，
当它们结合起来时，会相互强
化，从而产生更强的整体效果。

但这项工作的一个关键局
限性在于缺乏生物衰老的标准
化测量方法，同时，瑞士参与者
样本也不能代表全球70岁及以
上成年人的平均水平。

（来源：《科技日报》）

Omega-3补充剂可减缓生物衰老

人工智能（AI）技术正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发展，生成式AI凭借
其惊人的创造力，不断刷新人们的
认知。然而，即便是看似“聪明绝
顶”的AI，也难逃“幻觉”的困扰。
这里的“幻觉”，指的是AI生成看似
合理但实际不准确或虚假的信息。

英国《自然》杂志网站在1月
22日的报道中指出，AI“幻觉”可
能会引发严重后果，科学家正各出
奇招，力求降低其发生率。这些措
施包括增加事实核查、对AI进行
“脑部扫描”等，以促进AI的健康、
高效发展。

主因是数据模糊

各种生成式AI，包括由大语
言模型驱动的聊天机器人，常常会
编造信息。它们有时会模糊事实
与虚构，在看似真实的陈述中夹杂
错误信息。这既是其创造力的体
现，也是其不足之处。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理论计
算机科学家桑托什?威姆帕拉解释
称，大语言模型的设计原理并非输
出准确事实，而是通过模式识别生
成答案。其内部复杂的运行机制
迄今仍像一个“黑匣子”，人们难以
洞悉其推理过程。

美国加州Vectara公司旨在
减少生成式AI的“幻觉”。其联合
创始人阿姆尔?阿瓦达拉表示，在
训练过程中，这些模型会压缩数万
亿个单词间的关系，随后通过一个
庞大的网络模型重新展开这些信

息。尽管这些模型能够重构出接
近98%的训练内容，但剩下2%的内
容却会让其“误入歧途”，生成不准
确或虚假信息。

导致AI出现“幻觉”的原因多
种多样，其中训练数据中的模糊性
和错误是常见因素。也有人认为，
即使训练数据准确无误，AI也有
可能产生“幻觉”。这种现象与某
一事实的稀缺程度密切相关。因
此，即使经过人类反馈调整过的聊
天机器人，也无法完全避免出错。

多领域面临考验

AI的“幻觉”可能会给人们的
工作和生活带来较大影响。

在新闻领域，大语言模型可能
生成虚假新闻事件，扰乱信息传播
秩序，误导公众认知。Vectara公
司针对文档内容开展的研究表明，
一些聊天机器人编造事实、虚构信
息的几率高达30%。世界经济论
坛发布的《2025年全球风险报告》
显示，错误和虚假信息是2025年
全球面临的五大风险之一。

在法律领域，它可能引用虚构
的法律条文和案例。比如，2023
年美国律师史蒂文?施瓦茨就因
“轻信”ChatGPT，在法庭文件中引
用了并不存在的法律案例。而在
医学领域，它可能提供错误的诊断
和治疗建议，危及患者生命。

《自然》在报道中指出，AI“幻
觉”在科学参考文献方面出现错误
的情况也极为普遍。2024年的一

项研究发现，各类聊天机器人在提
及参考文献时的出错率在30%至
90%之间。它们至少会在论文标
题、第一作者或发表年份上出现偏
差。虽然聊天机器人都带有警告
标签，提醒用户对重要信息进行二
次核实。但如果用户对聊天机器
人的回复深信不疑，可能会引发一
系列问题。

多举措减少“幻觉”

为进一步提升AI的精确度，
科学家正想方设法降低其“幻觉”。

例如，增加模型训练参数和训
练时长可有效减少“幻觉”。但这
种方法需要付出高昂的计算成本，
并可能削弱聊天机器人的其他能
力，如机器学习算法对未知数据的
预测和处理能力。

此外，使用更大、更干净的数
据集进行训练，也是降低AI模型
“幻觉”出现的有效途径。然而，当
前可用数据的有限性限制了这一
方法的应用。

检索增强生成（RAG）技术也为
减少AI“幻觉”提供了新思路。该
方法通过让聊天机器人在回复问
题前参考给定的可信文本，从而确
保回复内容的真实性，以此减少
“幻觉”的产生。在医疗和法律等
需要严格遵循经过验证的知识的
领域，RAG技术备受青睐。

不过，美国斯坦福大学计算机
科学家米拉柯?苏兹根表示，尽管
RAG能提升内容真实性，但其能力

有限。苏兹根团队的研究表明，一
些为法律研究开发的、号称“无幻
觉”的RAG增强模型虽有所改进，
但仍存在不足。

开发者也可以使用一个与AI
训练方式不同的独立系统，通过网
络搜索对聊天机器人的回复进行
事实核查，谷歌的“双子星”系统便
是一个典型例子。该系统提供了
“双重核查响应”功能：内容如果突
出显示为绿色，表示其已通过网络
搜索验证；内容如果突出显示为棕
色，则表示其为有争议或不确定的
内容。但是，这种方法计算成本高
昂且耗时，而且系统仍会产生“幻
觉”，因为互联网上错误信息泛滥。

在去年6月出版的《自然》杂
志上，英国牛津大学科学家刊发论
文称，他们利用“语义熵”，通过概
率来判断大语言模型是否出现了
“幻觉”。语义熵是信息熵的一种，
被用于量化物理系统中所包含的
信息量。通过评估AI模型在特定
提示词下生成内容的不确定性，来
计算模型的困惑程度，从而为用户
或模型提供警示，提醒其采取必要的
循证措施，确保更准确的答案输出。

美国卡内基梅隆AI研究人员安
迪?邹采用的方法是在大语言模型回
答问题时，绘制其内部计算节点的
激活模式。他形象地称之为“给AI
做脑部扫描”。利用不同的计算节
点活动模式，可以告诉我们AI模型
是在“说真话”，还是在“胡说八道”。

（来源《科技日报》）

生成式AI“幻觉”困境如何破解

2月3日是今年的第一个节气——
立春。很多人印象中，立春一般出
现在2月4日，但今年的立春出现
在2月3日。

“其实，立春有2月3日、4日
和5日这三种情况，主要还是跟公
历年天数和回归年天数之间的差
所导致的。”浙江省天文学会科普
讲师徐煜华表示。

通常而言，公历年天数是指在
公历中，一年的总天数，受平年和
闰年规则的影响，平年为365天，
闰年为366天。回归年天数则是
指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约
为365.2422天，两者存在差异，从
而导致节气日期在公历中会有微
小的浮动。

据1900年至2000年这一百年
统计显示，立春只有2月4日和2
月5日这两天，没有2月3日。而
本世纪100年，立春只有2月3日
和2月4日这两天，没有在2月5日
的情况。本世纪第一次2月3日立
春，是在 2017年，第二次则是在
2021年，今年是第三次出现“提
前”立春的情况。

今年蛇年也将出现“两头春”
现象，也就是一年中会出现两个立
春节气。

“两头春”是中国农历历法中
闰年时出现的现象。徐煜华表
示， 一年的二十四节气，反映了
地球在绕太阳运行轨道上的不同
位置。农历是一种阴阳合历，在编

制农历时，为使每一个月中都含有
月相的意义，同时兼顾一年中寒暑
季节变化，采用了“置闰月”的方法。

其中闰年有十三个月，384天
左右，比阳历年365或366天长得
多；平年十二个月为354天左右，
比阳历年365或366天又短得多。
春节是农历年的起始日，在公历中
的日期变动最早可在1月21日，最
晚可在公历2月20日。

“立春在公历中的日期是2月
4日左右，雨水是在 2月 19日左
右。因此，随着春节日期的变动，
一年中可能出现两个立春，甚至偶
见两个雨水，无立春，甚至偶见无
雨水的现象。”徐煜华解释道。

乙巳蛇年有384天，其中闰六

月，比往年多一个月。正月初六迎
来“立春”节气，而下一个“立春”，
出现在2026年2月4日，在乙巳蛇
年腊月十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双春年”。

“两头春”的现象也并不罕
见。据统计，在本世纪的 100年
中，“两头春”的年份有37次，“两
头无春”的年份有37次，“单春”的
年份有26次。

“二十四节气是根据公历算法
来说的，而‘双春年’‘无春年’是根
据农历算法来说的，只是不同的纪
年方式导致的罢了，公众不必大惊
小怪，也不要将之与吉凶福祸相关
联。”徐煜华说道。

（来源：潮新闻客户端）

蛇年将出现“两头春”现象，正常吗？

真没料到，春节“霸屏”全网的
是杭州的科创新锐企业。

当DeepSeek席卷全球各地应
用下载榜，杭州宇树科技再次带着
机器人登陆总台春晚扭秧歌，直接
把舞台热翻了。春晚还没结束，许
多网友在网上发问——科创新锐
接连涌现，杭州究竟做对了什么？

人才、环境、生态……尽管答
案不一，但绕不开的始终是营商环
境，尤其是杭州“有事服务、没事不
扰”的政务服务态度，成为被提及
频率最高的关键词。

杭州宇树科技有限公司的成
长路径，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在宇树科技创始人创业初期，
就获得了杭州市“雏鹰计划”扶
持。这个计划，初衷是希望在创业
者起步最需要扶持时，集合创新要
素，改善创业环境，让创业者心无
旁骛专注于技术，为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培育一批新领域新赛道企
业。而在宇树科技发展过程中，杭
州也给予了企业耐心、包容和扶
持，让企业可以安心慢慢地做，最
终做出一个最好的结果。政府与
企业的良性互动，无疑为科技创新
的征程，注入了信心。

春晚上会扭秧歌的机器人
H1，就是结果之一。作为全球首款
能完成原地空翻的全尺寸电驱人
形机器人，H1最大关节扭矩能达
到360N?m，还配备了360?全景深
度感知技术，就像长了无数双眼

睛，周围环境看得一清二楚。更神
奇的是，H1通过先进的AI算法，还
能“听懂”音乐，跟着节奏跳，像人
类一样感受到舞蹈动作背后的那
种韵味，然后根据音乐实时调整
动作。

网友眼中的“蹿红”，其背后是
宇树科技持续的深耕。宇树科技
创始人于2016年在杭州创业，至
今已在机器人领域钻研9年。

这9年间，当宇树科技低调地
在杭州搞创新时，杭州又为“宇树
们”做了什么？

高科技产业化，需要极高的人
才密度。在2016年，凭G20杭州峰
会的出圈效应，杭州斩获人才净流
入率全国第一后，便一发不可收
拾。杭州围绕“衣食住行”等连续
出台人才扶持举措，每年引进的35
岁以下大学生都在30万人以上，还
曾连续多年拿下全国人才净流入
量第一的宝座，为科技企业招引人
才修建了一个庞大的“蓄水池”。

把科技创新短板做长，杭州恐
怕也是全国最拼的城市之一，并且
较早把人工智能视为“下一个黄金
20年”的入场券。国家实验室入
轨运行，中国科学院杭州医学所正
式揭牌，超重力大装置试运行，极
弱磁大装置完成工程规划许可核
发，万卡集群形成新突破……短短
几年内，杭州已经形成包括1个国
家实验室、2个国家大科学装置、
33家全国重点实验室、7家省实验

室的高能级科创平台矩阵，在浙江
独占鳌头，在全国也跻身前列。这
种将科技创新视为下一次跃升动
力的城市意志，为企业营造了向科
技要新质生产力的氛围。

杭州首创的“城市大脑”让企业
办事“省心安心”。在杭州，企业给
员工领取政策扶持资金，只需要在
“亲清在线”上点一点，资金立马到
账。杭州利用城市大脑建立的应用
场景，也开放给企业做“试验田”。

让科技成果走出企业的实验
室，杭州喊出了构建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首选地。这两天，在科技成果
转化领域为人津津乐道的西湖大
学、浙江大学等，就是杭州首批认
定的概念验证中心的中坚力量，36
家概念验证中心挖引入库项目
756个，转化落地项目193个。目
前，杭州正在协同推进打造全国科
技成果概念验证之都、全国颠覆性
技术转移先行地，让全球科技成果
来杭交易、来杭应用、来杭转化。

“有形之手”习惯无声发力，以
企业无感的方式做好政府的事。
当企业真正有需要时，又在该出手
时就出手，与“无形之手”完成精准
配合。

比如这两年的机器人产业化，已
到了必须捅破一张“纸”的时候——
大众接受度能否急剧提高，决定着市
场能否成倍增长。

杭州巧妙地利用亚运会，出手
给了“宇树们”一次更广面、更深层

走入大众视野的机会。在田径赛
场，宇树科技的机器狗，在场地中
来来回回运送铁饼，这一幕成为机
器狗首次应用服务于世界级的体
育赛事。

正是这次亮相，让人类真切感
受到，机器人不是冰冷的机器或者
想象的产物，它们的实际应用能力
已经到了一个裂变的风口。

自杭州亚运会后，杭州的机器
人频频出圈：步行姿态最像人类的
机器人、奔跑速度最快的机器狗、
能穿山越岭涉水的机器人……目
前，宇树科技在四足机器人领域的
全球市场份额已超60%。

采访宇树科技等出圈的科技
新锐时，他们总会与记者分享政府
帮一把、送一程的故事。在这些进
击的科技新锐眼中，每一次耐心与
包容，就是一座城市最大的诚意。
这些企业所处领域不一、技术路线
不同，但只要谈到营商环境，他们
都不约而同地为杭州点赞：用超前
的眼光，相信专业的人；用“有事服
务、没事不扰”的政务服务，成就有
梦想的人。

在科技新锐强势出圈的背后，
我们窥见的是一座城市“永不竣
工”的系统工程、民心工程。让或
大或小的创新力量在一座历史与
人文的造梦场里，各美其美又美美
与共，这是杭州专属的高质量发展
密码。

(来源：《浙江日报》）

杭州科创新锐企业屡屡出圈——

“蹿红”背后的耐心安心与信心

一款弹性十足且柔韧的袋
式电池，不仅成为可穿戴式运动
或健身设备的理想电源，同时使
其透气性超过了棉花。包括美国
耶鲁大学在内的研究团队开发了
这款新型电池，并在最新一期《物
质》杂志上发表了其研究成果。

为了设计这款新型电池，
团队在袋式电池上打造了一种
长方形孔洞的图案。袋式电池
是一种锂电池，其弯曲度有
限。模拟结果显示，与采用方
形或圆形等其他孔洞图案的电
池相比，这种长方形孔洞的排
列使电池能够在不撕裂的情况
下被拉伸或折叠180度。

孔洞太多或太大都会降低
储能容量，因此存在的一个挑
战是，如何保持足够的活性物

质，以维持电池的高能量密
度。研究团队必须在机械拉伸
性和电性能之间找到平衡。

这款布有孔洞的电池设计
在拉伸10%甚至折叠后，仍能抵
抗物理应力并继续为LED灯泡
供电。其中，拉伸和折叠实验
均进行了100次。在温湿度试
验箱中的测试也显示，这款电
池的透气性比棉花高出一倍。

团队将这款电池编织进实
验服中，并在穿戴者跑步锻炼时
测试了其性能。结果发现，孔洞
设计使电池能够快速散热，让穿戴
者避免了不适感觉或汗液滞留。

不过团队强调，这款电池仍
需接受更多的耐磨测试，以及进
一步研究如何扩大生产规模。

（来源：《科技日报》）

新电池让可穿戴设备比棉花还透气

我国建成报汛站点15.4万
处，地下水监测站3.5万处，取
水计量监测设施153万处，我国
首颗以水利命名的遥感卫星“水
利一号”成功发射，31颗高分辨
率遥感卫星数据实时接收，水利
智能感知能力全面提升。

水利部实施“天空地水工”
一体化监测感知夯基提能行
动，统筹推进数字孪生流域、数
字孪生水网、数字孪生工程建
设，积极打造具有预报、预警、
预演、预案“四预”功能的数字
孪生水利体系，为水利治理管
理提供前瞻性、科学性、精准
性、安全性支撑。北斗、人工智
能、大数据、激光雷达、测雨雷
达、三维重建技术、水文水动力

学模型等在多领域深化应用，
建成了三峡、丹江口、小浪底、
大藤峡等一批数字孪生工程，初
步建成河套、淠史杭等49处数
字孪生灌区，全国建成709个县
域农村供水数字化管理平台。

2025年水利部继续完善“天
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
系，全面启动国家数字孪生水利
建设工程（一期），深化南水北调
东中线工程数字孪生应用，持续
推进数字孪生三峡、小浪底、丹
江口等工程建设，统筹推进水
库、堤防水闸、蓄滞洪区、调水工
程、灌区、农村供水工程等数字孪
生建设，推进水利智能业务应用，
不断完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

（来源：人民网）

我国建成报汛站点15.4万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