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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不断成长 提升预测精度
去年9月，“伏羲”首次亮相。大家还记的

那次“今天上海不下雨”的精准预测，促成了

复旦大学20年来首次户外开学典礼。“伏羲”

也以行业内首个次季节大模型亮相迪拜第28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挑战气候

预测沙漠。

“自诞生以来，‘伏羲’一直在成长。”上海

科学智能研究院地球科学负责人、复旦大学

研究员李昊介绍。在海运过程中，洋流、风

向、台风、航线选择等对航海安全、成本等影

响巨大。通过高精度的全球天气预报，远洋

气象导航对降低航行成本及规避恶劣天气具

有重要意义，但长期以来，航海中的气象导航

被日本、荷兰等国外厂商垄断。

在上智院与中远海运的合作中，“伏羲”

2.0进行优化升级，首个面向气象导航优化的

全球气象大模型应运而生，为国家航海安全

保驾护航。李昊表示：“我们面向气象导航对

伏羲大模型进行优化，提高时空分辨率，实现

未来15天0.1度逐小时气象预测；构建海气耦

合模型，纳入风浪、涌浪、海温等要素，提升全

球风、浪、流、能见度等预测精度；进行极端天

气优化，提升台风、极端降水等更多灾害性场

景的预测精度。”多层次焕然升级的“伏羲”

2.0，有望助力解决远洋气象导航长期依赖国

外服务厂商问题，落实“国船国导”、实现“国

产替代”。

此外，“伏羲”2.0率先研发低云量、总云

量等多个航空关注的气象要素，有助于预测

飞行中可能遇到的积冰、颠簸、光线明暗不均

等各种天气现象，提升飞行体验、降低行业

成本等。

前景可观 赋能智能诊疗
“女娲”医药大模型包括DNA大模型和动

态蛋白质大模型。其中，DNA大模型以全球

最长序列、最细粒度的基因调控关系理解，促

进生物机制的发现。它基于状态空间模型，

捕捉长序列关联，构建2亿参数的DNA模型，

相比DeepMind等团队发布的高精度基因表

达预测模型Enformer，分辨率和调控距离提

升4倍，将应用于药物靶点发现。

团队还开发出大规模并行化多尺度表型

AI分析工具，分析规模、速度提升多个量级，

发现人体表型网络随时间脆弱化的规律及衰

老时间拐点，指出多个潜在衰老分子标志物，

助力书写“科技抗衰”新篇章。

“女娲”的产业化前景同样可观，团队将

与企业合作研发RNA大模型，预测RNA的结

构和功能，加速RNA疫苗研发，促进核酸药物

设计；研发生物影像大模型，实现多模态时空

理解与生成，赋能智能诊疗。

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是复旦大学联合徐

汇区、临港集团等共同发起推动的新型研发

机构，致力于使人工智能前沿技术赋能千行

百业、千家万户的愿景变为现实。上智院采

取“1+1+N”模式，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和优势，

构建一个开放、协同、高效的科学智能生态系

统。第一个“1”指上智院，负责整体战略规

划、资源整合和关键技术的研发与创新。第

二个“1”代表复旦大学，支持并携手上智院共

同推进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产业创新。不

同的高校、科研机构、科技企业、创新团队和

投资机构构成“N”，这些合作伙伴与上智院、

复旦大学进行深入合作，推动科技成果的转

化和产业升级。 本报记者 张炯强

伏羲升级 观天测海更智能
女娲登场 医药研发超有力

两大AI神器成为上海科学智能发展重要引擎

6月1日，薛之谦在青海西宁演唱会疑出

现高原反应，背过身吸氧。西宁市区海拔

2000多米，虽不算太高，但对于久居平原地区

的人来说，高强度运动以及高肺活量唱歌，依

然会造成身体不适。高原反应不可忽视，严

重时可致人死亡。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呼吸科计海婴主

治医师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因为高原空气

稀薄，跟平原地区一样的呼吸状态下，所获得

的氧气相对较少。高反的症状主要是头痛、

恶心、呕吐、胸闷、气喘、失眠等。”在进入高原

环境前，就要让身体调整到适合高原的环境，

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每个人能调整的

限度也不一样。

哪些人容易有高原反应呢？“身体健康的

人更容易高反”“胖子更容易高反”“年轻人更

容易高反”，这些说法是否靠谱？计海婴医生

表示，这些说法过于笼统，并不准确。高原反

应的发生和严重程度跟很多因素有关，起决

定因素的是缺氧耐受能力，这不是一句“身体

好坏”可概括的。发生高反并不代表身体不

好，反之，身体好也不代表一定不会高反。

通常，年龄和性别与高原反应的关系不

明显。但是，老年人合并慢性疾病较多，如果

发生高原反应，对身体的危害更大；有呼吸系

统疾病的人，尤其是肺功能异常的人，去高原

旅行应该更加谨慎；严重的心衰、贫血等疾病

在高原上对缺氧的耐受性非常差，容易造成

身体不适；而肥胖的人，往往心肺功能较差，

也会有一些基础代谢疾病，因此可能比一般

人更易发生高原反应。

乘飞机比坐火车相对更容易发生高原反

应吗？计海婴表示，乘坐火车比飞机耗费的时

间长可能并不足以让人完全适应高原，所以并

不是说坐火车上高原就不会发生高原反应了。

高原反应能预防吗？实际上，没有什么

措施能保证你百分之百不发生高原反应，但

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或者提前做好准备工

作。比如，在进入高原前进行个性化体检，

心肺功能检查尤为重要，通过检查可以科学

评定并筛选出不适合高原游的人群。有基

础疾病的患者，建议在出发前找专科医生咨

询是否需要进行药物的调整。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2006年就在沪上首开“高原体检

门诊”，门诊医生会询问患者的基本健康情

况，开具心肺功能的检查单，也会给出健康提

示，并提供高原区当地就医指南等。

计海婴医生提醒，进入高原后的前几日

要避免剧烈运动，也不要长时间唱卡拉OK，

要多休息，尽量避免饮酒。在高原上一旦头

痛、恶心呕吐、心慌气短、胸闷等，要及时休

息并吸氧，若过了几天仍无好转，应尽快就

医。在高原上感冒、咳嗽、发烧了，千万不要

硬扛，否则一旦发生严重并发症，可能造成严

重后果。

本报记者 左妍

相关链接

高原反应指人迅速进入高原地区，由于

大气压中氧分压降低，机体对低氧环境耐受

性降低，难以适应而造成缺氧，由此引发一系

列的高原不适应症，包括急性轻型高原病、高

原肺水肿和高原脑水肿三种主要类型。

身体好更容易“高原反应”？
医生：不准确，但去高原前可去这个门诊检查

天热，不知道吃啥小菜

好。这是许多“马大嫂”挂在

嘴边的一句话。现在一年四

季菜品充足，但买啥吃啥却成

了烧脑的事。然而，有一样是

很多上海人家的保留小菜，尤

其是夏天，它叫酱菜。

酱菜在上海夏天的餐桌

上花样经可多了，最上台面的

要数酱瓜炒毛豆，最好是那种

用甜面酱腌渍的，又名脆瓜或

乳瓜，不要说过泡饭和粥，就

是过白米饭也特别爽口。还

有一道小菜夏天吃起来也是

一绝，就是榨菜炒肉丝。不放

肉丝的榨菜蛋花汤，把米饭泡

在里面吃，简直惬意到心里。

“酱瓜卖得比肉还贵。”听

起来像抱怨，其实多半是爱之愈切。

宁波人喜欢吃烤大头菜，那是蔬菜，

上海人一般不做这道菜，而是选用酱菜店

里腌得发黑的大头菜。先放到冷水里慢

慢把咸味浸掉点，再切丝或切丁，作为烧

素食时的配菜，也是夏天极佳的下饭菜。

腐乳既是酱菜也是上佳佐料，上海

人叫乳腐，与荤菜和蔬菜都能完美搭

配。就连最不起眼的豆瓣酱也能变成佳

肴。肉丁、香菇丁、虾仁、花生米、鸭肫片、

熟猪肚，夏天不用放冬笋，放时令的茭白

丁就行，这样做出来的八宝辣酱开胃得

不得了。蟠龙天地里一家老牌本帮菜馆

的老板，就是那位在抖音里教烹饪的大

厨，他私下里对我说，八宝辣酱最好不要

放土豆，否则像面浇头。有道理。

上海人对酱菜是十分钟爱的。名气

最大的酱菜店是淮海中路雁荡路口“全

土”酱菜柜台，只要开门，难得有不排队

的时候，  平方米的柜台，曾创造过日均

营业额高达3. 万元的上海线下食品商

业零售坪效第一的奇迹。夏天很多上海

人去那里零拷花生酱，回家拌色拉、拌冷

面、嵌面包和淡馒头，特别诱人食欲。

上海酱菜、扬州酱菜、四川榨菜，还

有常州和萧山的萝卜干，都是特产。倡

导文化传承，崇尚本土饮食文化也是应

有之义。

6月2日，第24赛季Robotex世界机器人大会长三角地

区选拔赛在沪举行。此次比赛面向4至60岁的科技爱好

者，全方位考量参赛团队在机器人设计、搭建等多个环节的

综合能力。图为小选手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张龙 摄影报道

6月2日，主题为“志凌苍穹，梦在路上”的青少年科技盛宴——2024

年上海市静安区青少年科技节在上海市市西中学开幕，旨在点燃静

安青少年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培养科学精神与实践能力。图为现场

的无人机飞行体验吸引不少小朋友 本报记者 陶磊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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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女娲”是中华远古文明传说中的代表。以两者命名的两大AI神
器，成为上海科学智能发展重要引擎。昨天，复旦大学和上海科学智能研究
院宣布，以“伏羲”2.0为核心的智能气象创新生态联盟成立。上智院与中远
海运合作首个面向气象导航的全球气象大模型诞生。同时，上智院生命科
学团队开发出“女娲”医药大模型，探索与破译人类生命健康的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