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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咬文嚼字》发布了“2024 年

十大流行语”，“数智化”“智能向善”位

列其中。从这些已经成为人际交流高

频使用的词汇中，可以窥见人工智能

发展之迅猛。

近年来，人工智能已进入爆炸式

发展阶段。2022 年，ChatGPT 问世，引

起多个行业和领域的广泛关注；2023

年，人工智能持续加速，各项技术成果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今年 10 月，与人

工智能相关的两项研究“拿下”年度诺

贝尔物理学奖和诺贝尔化学奖。

全球范围内，一些新的突破性研究

成果进一步推动了人工智能的发展。

OpenAI继续引领潮流，推出多语言、多

模态大模型 GPT-4o，比其前身 GPT-4

功能更加强大。同时，其他新兴的大模

型如 Sora，可以根据用户文本提示创建

逼真视频，深度模拟真实物理世界，同

时生成具有多个角色、包含特定运动的

复杂场景，进一步拓宽了自然语言处理

的应用范围。

我国也在人工智能赛道上加快崛

起、奋勇争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要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

应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产业

持续拓展、加速演进。百度的文心大

模型、阿里的通义大模型、腾讯的混元

大模型、字节跳动的豆包大模型、华为

的盘古大模型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

不断推陈出新，为用户提供了丰富的

选择空间和差异化的用户体验。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日趋成

熟，各大科技企业的模型调用门槛显著

下降，降低了其他行业对生成式人工智

能技术的应用成本。从智能语音助手

到自动驾驶汽车，从机器翻译到智能医

疗诊断，从智能制造到智慧城市，各类

人工智能产品逐步走进人们的生活，日

益提高用户的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

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

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

（2024）》显示，截至 2024年 6月，中国生

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用户达 2.3 亿人，占

整体人口的 16.4%。当前生成式人工

智能应用情况主要呈现两个特点。

——走进千家万户，带来智能化

生活体验。在用户端，生成式人工智

能以“AI助手”“智能助手”作为主要产

品形态，与即时通信、办公软件、线上

客服、创作工具等传统互联网服务深

度融合 ，为用户提供智能化交流、办

公、创作体验。

——赋能各行各业，带动智能化升

级浪潮。在交通、能源、制造、化工等多

个领域，高科技企业与传统行业积极合

作，共同研发各行业专用的生成式人工

智能大模型，探索如何利用这项新兴技

术赋能实体经济创新发展。

当前，各领域都在尝试利用生成

式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智能化升级。从

农业生产中的智能化管理，到交通领

域的科学规划，再到科学研究中的创

新实验，各个领域将大模型与实际应

用场景结合后，都产生了较好效果。

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各行业的

应用前景被社会各界寄予厚望，但其

在 实 际 应 用 过 程 中 依 然 面 临 诸 多 难

点。比如，在数据隐私及可靠性等方

面，不少用户对人工智能本身和安全

性存在顾虑，部分前沿应用领域仍需

进一步探索。另外，在图像分类、视觉

推理和基础水平的阅读理解等多项基

准测试中，人工智能已呈现超越人类

的趋势，但在数学竞赛、多任务语言理

解等复杂任务上，想用人工智能解决

问题仍面临不小的挑战。

展望未来，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

能潜力巨大，将继续对全球经济社会

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

人工智能，融入生活
■李少白 王孝经

光阴似箭，不知不觉间，2024年已经进入倒计时。
站在年终岁尾回望，可以发现，一项项新技术掀起阵阵浪潮，在世界范围内

对人类生产、生活持续产生影响。
“神舟”飞天、“嫦娥”探月，中国人的载人登月梦想，已越来越近。
“蛟龙”入海、“塔科”钻地，海平面、地平面之下的神秘面纱，正一点点被

揭开。
世界多地硝烟弥漫，无人化、智能化新装备，正在重塑战场作战力量体系，

改变战争制胜机理。
AI制作的各种短视频产品席卷网络，人工智能大模型嵌入常用软件，自动

驾驶汽车多地试点……人工智能正在悄然改变着世界。
“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

素。”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见证者、受益者，也应成为参与
者、推动者。在我们即将告别 2024年之际，“科技前沿”专版计划通过两期内
容，与大家一起回顾一年来那些带给我们诸多惊喜、更多可能的科技之变。

2024，感受科技创新的澎湃力量

11 月 15 日 23 时 13 分，伴随着点

火指令，长征七号遥九运载火箭拔地

而 起 ，将 天 舟 八 号 货 运 飞 船 送 入 太

空，本年度最后一次空间站任务圆满

收官。

2024 年，是神舟一号发射成功 25

周年 ，也是中国空间站建成两周年 。

这一年，中国载人航天实施 4 次重大发

射任务，天舟七号货运飞船、神舟十八

号载人飞船、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和

天舟八号货运飞船陆续升空，空间站

两次上演在轨“换班”，6 名航天员先后

进驻“太空家园”。自立项实施以来，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圆满完成 34 次发射

任务。天穹之上、星河之中，中国航天

人一次次书写着逐梦的壮丽篇章。

探索太空，相约月宫。6 月 25 日，

内蒙古四子王旗阿木古郎草原，一顶

红白相间的巨型伞花悄然绽放，嫦娥

六号返回器顺利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

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实现了多项关

键技术突破。自 2004 年正式立项至

今，我国探月工程已整整走过 20 年。

20 年来，我国在探月领域成功实现从

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伟大跨越，中

国深空探索的脚步愈发坚实。

回首 2024 年，中国航天人以平凡

成就非凡，用奋斗托举伟大，在夜以继

日勇攀高峰、攻坚克难的过程中，创造

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瞬间——

6 月 23 日，我国自主研发的可重

复使用运载火箭首次 10 公里级垂直

起降飞行试验成功，标志着我国重复

使用运载火箭研制取得重大突破；

11 月 16 日，天舟八号货运飞船首

次 大 规 模 搭 载 科 学 实 验 项 目 奔 赴 太

空，开启了货运飞船在科学研究与应

用领域多元化功能拓展新纪元；

11 月 30 日，我国首型 4 米级运载

火箭长征十二号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

场首发成功，进一步拓宽了我国新一

代运载火箭型谱，助力中国航天运输

体系高质量发展；

12 月 3 日，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发射升空，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十三

号送入预定轨道。长征三号乙运载火

箭百战百胜，成为我国首个发射次数

破百的单型火箭……

勇攀航天科技高峰，逐梦九天步履

铿锵。回首 2024，中国航天人在“探月

追星”中问天寰宇；展望 2025，中国航天

人将继续以坚定而自信的姿态，以新的

技术突破创造新的“中国高度”。

叩问九天，再启新程
■李欣媛 本报记者 王凌硕

宇宙浩瀚无垠，粒子至微至小，但

宇宙的规则正藏于微观的粒子之中。

20 世纪初，量子力学的创立，标志

着人类对自然的认知从宏观世界深入

到微观世界。近年来，随着量子技术

的进步，人类拥有了在微观层面改造

世界的能力 ，并在量子计算、量子通

信、量子精密测量等领域实现重大突

破。量子技术有望引领未来重大技术

范式变革和带来颠覆式创新应用，推

动人类社会进入全新的量子时代。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发展近 30

年，我国在量子科技领域已整体上实

现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的飞跃。

这一年里，我们看到——

“首次”创新不断涌现。今年，我

国科学家利用自主研发的 Plasmonium

超导阵列，首次实现了光子的分数量

子反常霍尔态，助力推进“第二次量子

革命”；清华大学完成了 300 离子量子

比特的模拟计算，打破了离子量子比

特数 61 离子的国际纪录。7 月，我国

成功构建“天元”量子模拟器，以超越

经典计算机的模拟能力，首次验证了

费米子哈伯德模型反铁磁相变，展现

了量子模拟的巨大优势。

前沿技术加速发展。今年，我国

量子科技多个前沿技术领域实现跨越

式发展，取得国际领先地位。我国构

建了国际首个基于纠缠的城域量子网

络，将现实量子纠缠网络距离由几十

米，提升至几十公里，被评价为“开启

了量子互联网研究的新篇章”；8 月，我

国在量子精密测量领域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成功制备了高达 100 个光子的

福克态，刷新了该领域的世界纪录。

产业发展百舸争流。量子科技不

断突破 ，推动着行业应用逐步落地 。

今年，我国自主研发的“本源悟空”第

三代超导量子计算机正式上线运行，

目前已完成全球 133 个国家发送的 27

万个量子计算任务；4 月，中国科学院

顺利交付国内首颗 504 比特超导量子

计算芯片“骁鸿”，刷新了国内超导量

子比特数量纪录，计划通过“天衍”量

子计算云平台向全球开放使用；中国

电信发布全国首个城域量子安全算力

专网，标志着中国在量子计算与信息

安全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日前，2024

量子科技和产业大会在合肥召开，会

上宣布国内首座量子应用示范变电站

已建成使用，标志着量子科技在电力

行业应用取得重要突破。

在国际上，我们也注意到——

量子浪潮全球竞逐。世界经济论

坛发布《量子技术与社会：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雄心》研究报告，预测在未

来 25 年内将完成量子互联网的构建，

实现数据的超安全传输；谷歌推出了

全新的超导量子计算芯片 Willow，该

芯片展现出强大的计算能力，破解了

困扰量子纠缠领域近 30 年的关键问

题；“深度思维”团队推出“阿尔法量子

比特”AI 解码器，通过 10 万次模拟实

验，对量子计算过程错误进行极高精

度检测，为研制稳定可靠的量子计算

机提供了技术支撑。

顶层设计国家战略。鉴于量子信

息科技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巨大的应用

价值，世界各国正在不断完善战略部

署，稳步增加研发投入。4 月，欧盟启

动新一轮“地平线欧洲”项目，支持量

子技术领域前沿研究，以确保欧盟在

全球量子竞争中保持领先。5 月，印度

启动“国家量子任务”战略，政府将投

资 600 亿卢比（约合 7.26 亿美元）。5

月，新加坡宣布为“国家量子战略”投

资近 3 亿新元（约合 2.19 亿美元）。11

月，美国发布《国家量子倡议重新授权

法案》，预计 5 年内拨款 18 亿美元支持

量子科技研发。

军事应用得到重视。3 月，美国国

防部公布《国防部拨款法案》，其中 18

次提及量子相关概念；美国海军研究

实 验 室 发 布《未 来 25 年 的 25 项 技 术

（2023—2048 年）》报告，并指出量子科

技对于维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美国

国防创新部门向业界征集量子传感技

术，并明确表示“该项目将专注于量子

传感器的军事用途”；英国科研团队成

功完成量子惯性导航系统的商业飞行

试验，该系统无法被干扰或欺骗，标志

着量子导航技术向实际应用迈出重要

一步。量子科技正逐步转化为先进军

事装备，并孕育出全新的作战理念和

模式。

重 新 定 义 未 来 ，重 塑 未 来 面 貌 。

量子科技作为国际前沿技术，是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下极其重要的

科技变量。当前正处于“第二次量子

革命”突破的关键时期，率先掌握并形

成先发优势的国家必将成为下一个时

代的科技引领者。

量子科技，追波逐浪
■凌 晨 刘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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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大庆油田

装备制造集团射孔器

材有限公司自主研发

的 127 型超深穿透射

孔 器 实 现 平 均 穿 深

2895.6 毫 米 ，再 次 打

破世界纪录。

6 月 ，我 国 科 研 团

队 首 次 实 现 海 上 风 电

可 再 生 能 源 和 海 水 直

接 电 解 制 氢 一 体 化 ，

并 在 大 海 中 利 用 海 上

风 电 驱 动 海 水 制 氢 ，

制 氢 纯 度 达 到 99.9%

至 99.99%。

3 月，“东数西算”

国 家 工 程 关 键 技 术 首

条 400G 全光省际骨干

网 日 前 正 式 商 用 。 这

种 数 据 传 输 系 统 将 大

幅提升“东数西算”八

大 枢 纽 间 的 数 据 传 输

效率。

9月，中国科学院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强磁场科学中心自主

研制的水冷磁体产生

了 42.02 万 高 斯 的 稳

态磁场，成为国际强

磁场水冷磁体技术发

展新的里程碑。

11 月，“中国天眼”

发 现 脉 冲 星 数 量 已 突

破 1000 颗，超过同一时

期 国 际 其 他 望 远 镜 发

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

对 理 解 脉 冲 星 的 形 成

和 恒 星 演 化 具 有 重 要

意义。

6 月 ，国 家 航 天

局在京举行探月工程

嫦娥六号任务月球样

品交接仪式。嫦娥六

号任务采集月球背面

样 品 1935.3 克 ，对 研

究月球的演化过程具

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