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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今日电（特派记者
郜阳）在2023中关村论坛平行论坛

之一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论坛

上，《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地图研

究报告》发布。记者了解到，目前

我国10亿参数规模以上的大模型

已发布79个。中国大模型中，已有

半数以上大模型开源，高校/科研机

构是开源主力。

京粤浙沪领跑
“从全球已发布的大模型分布

来看，中国和美国大幅领先，超过

全球总数的80%。美国在大模型数

量方面始终居全球首位，中国从

2020年起进入快速发展期，目前与

美国保持同步增长态势。”中国科

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科技部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赵志耘介绍。她带领团队编写的

《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地图研究报

告》显示，我国14个省市和地区在

开展大模型研发，第一梯队是北

京、广东、浙江、上海；其中北京已

发布38个大模型。在模型领域分

布上，自然语言处理仍是目前大模

型研发最活跃的重点领域，其次是

多模态领域，在计算机视觉和智能

语音等领域的大模型还较少。

报告还指出，北京、江苏、广东、

上海等是大模型人才相对较多的地

区，但人才总量仍然稀缺，大模型具

有较高门槛，需要高素质AI人才，目

前各地大模型人才数量均不充足。

从开源创新生态上看，中国大

模型中，已有半数以上大模型开

源，北京、广东、上海三地开源数量

和开源影响力均居国内前三，“清

华大学的ChatGLM-6B、复旦大学

的MOSS以及百度的文心系列大模

型开源影响力最高。”赵志耘说。

走进千家万户
“可以预见，语言大模型不会

是最终的形态，跨文本、语音、视觉

等多模态的大模型正在快速成熟，

最终将实现自主学习、实时交互。”

当天的论坛中，科技部副部长吴朝

晖指出，“随着智能化水平的提升，

服务机器人、人形机器人走进千家

万户，大模型在医疗领域的广泛应

用将加快实现个性化、专属化的数

字医院愿景”。

吴朝晖还判断，人机交互技术

将日益革新，将满足情景感知的自

动化、实时化和个性化要求，持续

颠覆用户体验的同时，达到了智能

增强的目的，进而产生超级智能和

融合智能等新形态。

面向未来，他发出四点倡议：

坚持开源协作，坚持场景驱动，坚

持技术向善，坚持开放理念。

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地图发布
上海处于第一梯队 高素质人才仍稀缺

■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

发射上午取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出征 神十六“叩问苍穹”
期待 第二次“太空会师”

今天9时31分成功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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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读者热线：      

“神十六”发射成功，振奋
人心！中国在建设航天强国道
路上又迈出坚实的一步。
综艺《十三邀》最近播出的一

期节目里，有个细节让人泪奔。
一位大爷家中保留了剪报，藏在
挂钟里，记录的是两则新闻，一个

是大爷曾帮助过的徐京坤完成独臂航
海，另一则是航天员杨利伟成为中国
进入太空第一人。从数千年前屈原所
著的《天问》，到明代万户乘坐火箭飞
天，对外太空无穷的探索欲望，一直刻
在中国人的骨子里。如今看到中国人
从太空访客变成“太空房客”，自豪之
情油然而生。
探索无限可能，奔赴星辰大海，中

国步履铿锵。2003年10月15日，杨
利伟搭乘神舟五号一飞冲天，中华民
族千年飞天梦圆，我国成为世界上第
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从此太空中多了一抹中国红。如今，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发射，由3种类别航
天员构成的全新乘组出征太空，执行空间

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赴九
天，问苍穹，一代代航天人接续奋斗，不断刷新中
国航天事业的高度、温度、广度，一次次把祖国的
荣耀写上太空。
神舟十六号乘组，在中国载人航天史上又创

下多项新的纪录，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这次任
务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新
阶段后的首次载人飞行，承担非常繁重的空间科
学试/实验任务，是目前开展在轨试/实验项目最多
的载人飞行任务。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由景海
鹏、朱杨柱、桂海潮3名航天员组成。“航天员+工程
师+大学副教授”的组合一经公布便引发热议。“太
空出差三人组”共赴“星辰之约”，书写新的传奇。
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

国，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航天梦。1992年，中央
决策实施载人航天工程，确定了我国载人航天“三
步走”的发展战略，至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线
科技工作者已经接续奋斗了30多年，步履坚实
地完成了载人航天“三步走”的征程，国家太空
实验室建设全面竣工，空间站已进入为期十年
以上的应用与发展阶段。载人航天“三步走”中，
有说不尽的高光时刻与耀眼夺目的纪录，体现了
中国人民面对太空敢于追梦、勇于探索、永不止步
的精神。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航天强国，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国的航天事业从
无到有、从有到强，离不开志在建设航天强国的
一代代科研工作者，他们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
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不断开拓创新，又以“亦余
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态度奋勇向前，
将我们的“诗与远方”刻画在九天之上，让中国人
的飞天梦，飞向更遥远的未来。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征途漫漫，脚踏实

地，“2030年左右实现整体跃升，跻身航天强国之
列；2050年之前实现超越引领，全面建成航天强
国”的宏伟目标必将一步步成为现实。

新民眼

今天9时31分，长征二号F遥十六运载火箭点火起飞，将
航天员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搭乘的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
精准送入预定轨道，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首次载人飞
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3名航天员将入驻空间站，与神舟十
五号乘组“太空会师”，“面对面”在轨交接。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入轨

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

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

口，形成三舱三船组合体。上一

次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径向停

靠空间站，飞船的对接目标为47

吨级，而此次神舟十六号将首次

在空间站有人驻留情况下，与90

吨级的空间站组合体径向对

接。这意味着，对接机构将再次

面临与多构型、大吨位、大偏心

对接目标的捕获、缓冲、刚性连

接等全新挑战。

在搭建“太空廊桥”的过程

中，对接机构要对得稳、连得紧、

分得开。随着飞船与空间站组

合体的逐渐靠近，飞船上的主动

对接机构会推出对接环，与空间

站组合体上的被动对接机构实

现瞬间捕获；通过锁紧对接机构

上的12把对接锁，飞船可以实

现与空间站的密封及刚性连接，

从而建立起一条直径约80公

分、长约1米的通道，确保航天

员通行“感觉良好”；研制团队给

对接机构喷涂了一层特殊的“保

护膜”，并开展了数次地面试验，

确保对接机构在长期对接锁紧

的情况下，依然可实现安全可靠

分离，让航天员真正实现天地间

的自由往返。

自2021年我国空间站实施建

造以来，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八院研制的对接机构，已圆满

完成了17次空间交会对接任务（不

含神舟十六号交会对接）。

“太空廊桥”怎么搭建

“暗影相随”如何供电
在神舟十六号径向停靠期

间，将有两艘货运飞船（天舟五

号、天舟六号）同时在轨飞行，

空间站组合体的质量将首次超

过100吨。“三舱三船”的组合体

构型使得神舟十六号被其他舱

体持续遮挡，造成飞船长时间

处于太阳无法照射的环境，给

整船的发电能力、舱外设备热

控能力、通信保障能力带来了

极大挑战。

早在空间站建造前，八院

研制团队就针对空间站组合体

多达20余种构型以及来访航天

器的不同停靠状态，提前策划

并实施了上百项环境试验和专

项测试，经过前期4艘载人飞船

的在轨飞行验证，可以有效保

障神舟十六号在“暗影相随”下

的在轨能源供电安全、通信链

路畅通。

电源分系统相当于航天器

的心脏。八院811所载人飞船

电源分系统研制团队对需要升

级的器件开展了充分调研和选

型论证，电源分系统产品经历了

振动、冲击、真空、高温、低温等

试验考核，在历时两年的时间

里，完成了三十余种类、数百个

自主器件的装机验证，使新批次

电源分系统全面实现了核心器

件自主可控，成长为一颗百分百

的“中国心”。

神舟十六号的太阳电池翼

驱动系统采用更加柔和的变频

驱动模式。当外部条件变化时，

该系统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

极大降低复杂外部力量对自身

的不利影响。正是得益于焕然

一新的太阳电池系统，航天员才

可以更加安心自如地操纵神舟

十六号这个“大家伙”。

“神舟”升级飞得更稳
神舟载人飞船由推进舱、返

回舱、轨道舱“三舱”组合而成，

其中，推进舱作为整船的“能量

和动力之源”，安装有飞船最重

要的能源和动力两大系统。作

为神舟飞船推进舱抓总研制单

位，八院研制队伍借助数字化仿

真模型，将数据与实物有机融

合，让强度薄弱点、应力集中点

“无处遁形”，不仅有效解决了推

进舱结构大承载、强耦合的力学

难题，还将上百条错综复杂的管

路电缆进行了合理布局，以满满

的能量和安全感，让神舟载人飞

船飞得更稳、飞得更好。

作为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

段的新批次、首发载人飞船，神舟

十六号承担着“一次验证、组批投

产”的使命。神舟十六号在确保

可靠性、安全性的前提下，以最短

时间、最高标准完成了上百项器

件更改和可靠性提升等验证工

作，全力推进产品数据互联信息

化、线缆总装布局数字化、关键参

数检测智能化，全面实现了神舟

飞船在空间站时代的再升级，为

神舟踏上新征程打下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 叶薇 通讯员 杨华星 李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