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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距今  万年前人类几近灭绝！
上海科学家首次对古人类进行“人口普查”，相关成果今在线发表

本报讯（记者 左妍）中秋佳节临近，备受
关注的“600号”月饼怎能缺席？昨天，记者从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获悉，月饼已上新，还升

级改版了——六款月饼的包装代表六种现代

人常有的情绪问题；扫一扫盒子背后的二维

码，听“600号”医生解读这六种情绪的应对方

法，带你一起直面自我，走出困惑。

今年的月饼有什么不同？上海市精神卫

生中心宣传科科长、精神科副主任医师乔颖介

绍，月饼和往年类似，但独立包装的6个小盒

被赋予了不同的主题，涵盖当代人的共性情绪

问题，分别是读懂青春期、中年危机、抑郁是生

命的温柔提醒、焦虑推动我们认识世界、行为

成瘾以及人和人的边界。

每个盒子背后有一个二维码，扫一扫就可

以听“600号”小科普。“团队从医院的公众号

后台、微博留言和互动中选择这些主题，每个

问题都整理了约1000字的文案，包括如何认

识这种情绪，如何应对等。”乔颖说。

作为青春期女孩，乔颖的女儿成为了妈妈

的第一个听众。“很多家长对青春期孩子有一

种偏见，认为我们叛逆、不听话。在我们眼中，

家庭教育应该是平等、民主的，希望家长和我

们保持同样的高度，用‘平视’的视角跟我们交

流。”女儿说。乔颖则说，如何与青春期孩子交

流，很关键的一点在于，父母的心中，孩子是否

也同样拥有独立的人格，以平等的姿势交流才

是最好方式。

在“人和人的边界”这一主题，讲述的是当

代人的职场内卷和困惑。乔颖介绍，面对职场

内卷，自我保护与边界设置很重要，尽量不要

突破别人的边界，也要守护好自己的边界。

宛平南路600号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徐汇院区的所在地，“600号”月饼年年火爆，

成为上海人“最想买的精神‘饼’”，但由于不对

外公开销售，导致一“饼”难求。院方表示，今

年的音频会在公众号、微博推广，帮助大家更

好地认识自我。

本报讯（记者 郜阳）昨天起，11家通

过《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备

案的AI大模型产品陆续上线，面向全社会

开放。其中，北京5家、广东2家、安徽1家；

上海的3家包括商汤的“商量SenseChat”，

MiniMax的“ABAB大模型”和上海人工智能

实验室的“书生通用大模型”。

据介绍，商汤“商量SenseChat”在今年4

月首次推出，是国内最早的基于千亿参数

大语言模型的聊天机器人产品之一，拥有

领先的语义理解、多轮对话、知识掌握、逻

辑推理的综合能力。“商量”最新基模型

“书生 ·浦语”InternLM-123B由商汤联合

多家国内顶级科研机构发布，拥有1230

亿参数，在语言、知识、理解、推理和学科

五大能力上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8月，

在全球51个知名评测集共计30万道问题

集合测试中，InternLM-123B整体排名全

球第二，其中在12项主要评测中超越GPT-

4排名第一。

作为商汤自研的千亿参数大语言模型，

“商量SenseChat”的参数规模保证了在内容

生成、知识理解等方面具备强大的能力。当

需要处理大量文档，如各类文章、报告、信

函、产品信息、IT信息等，“商量”可以帮助

对文档进行编辑、重写、总结、分类、提取结

构化信息等。此外，“商量”还涌现出了相当

强的逻辑推演与智能能力，不仅能理解人的

语言，还可以让生成的内容更合乎逻辑、更

加合理。

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书生通用大模

型”体系参数已达千亿级别，包括“书生 ·多

模态”“书生 ·浦语”和“书生 ·天际”这三大基

础模型，以及面向大模型研发与应用的开源

体系。目前，书生大模型在百余个评测中性

能达世界领先或先进水平。其中，“书生 ·多

模态”无缝整合了语言、图像、视频等多种模

态，可实现通过自然语言定义视觉任务，并

具有多模态交互和跨模态生成能力；而“书

生 ·浦语”为国内首个正式发布的支持8K语

境长度的千亿参数级语言大模型，并且在解

决复杂问题时，它可以调用工具，“自动”写

代码编程；而“书生 ·天际”则是全球首个城

市级NeRF实景三维大模型，具备千亿参

数，在全球首次实现了对100平方公里城市

实景进行4K高精度建模以及编辑。

国内共11家通过备案向社会开放

“商量”等3款
沪产AI大模型上线

“   号”月饼能“听”了
扫二维码就能了解情绪问题应对方法

你敢信？长达11.7万年的时间里，人类祖先成年个体数仅为
1280！
你敢信？在距今93万年前，人类祖先由于早、中更新世过渡期的

气候剧烈变化，在短期内丧失了约98.7%的成员个体，几乎灭绝！

这些发现，来源于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

健康研究所李海鹏研究组与华东师范大学脑

功能基因组学研究所潘逸萱研究组合作的结

晶。相关成果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时在国际

顶尖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上在线发表。

古DNA缺乏“逼出”新方法
很多人应该还记得去年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爆出的大冷门，在人类演化以及已灭绝

的人类基因组研究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斯万

特 ·帕博摘下桂冠。这位古DNA研究界大神

的获奖也让人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为什

么要追溯过去？

这个问题于2013年就萦绕在中国科学院

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研究员李海鹏的心头。

“史前人口数量的变化，综合反映了该时

期气候环境的变迁，所以通过群体遗传学的研

究方法进行回溯，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现代人类

的形成。”他解释。

最近400万年内的人科化石，展示了我们

的祖先如何一步步进化演变为现代人；而最近

100万年是人类进化的关键时期，即由直立人

到现代人的关键时间段。不过，人类群体历史

的研究多局限于最近的10万年内，也就是现

代人走出非洲、扩散到全世界的那段历史。

“虽然古DNA测序技术发展迅猛，但非洲

气候炎热，不利于DNA的保存，所以无法从10

万年前非洲人类祖先化石中提取古DNA。”李

海鹏表示。

史前虽然没有文字记载群体数量，但有效

群体大小会影响每个世代的溯祖率——两个

谱系在上一世代来自同一祖先的概率。人类

祖先曾在群体基因组中留下印记，反映当时的

群体大小，群体历史越久远，留存至今的印记

信号越微弱。

为准确解读这些信号，进而准确估算百万

年前人类群体历史，研究人员创建了群体遗传

学和计算生物学新理论：快速极小时间溯祖

（FitCoal）。

为古人类普查装上“八倍镜”
“此前，已有方法对10万年以内的群体历

史有较为准确的估计，为了估计百万年前的群

体历史，就需要设计一个高精度的新方法了。”

李海鹏打比方说，以前的方法就好像100米内

用手枪瞄准，而FitCoal就像是装上了“八倍

镜”，可以看清千米内的目标了。

通俗来说，FitCoal无须事先获得群体历

史的先验知识，即可自动快速搜寻出极大似然

值，从而估算群体历史，对古人类群体进行“人

口普查”。

长期从事群体遗传学和进化基因组学方

面研究的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教授刘晓明认

为，这是目前为止最为准确地估计有效群体规

模历史的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具有数据形式适

应性强、计算速度快等一系列优点，有非常广

泛的应用前景。

基于FitCoal，研究人员分析了来自千人

基因组和HGDP-CEPH基因组计划产生的、共

50个现代人类群体的基因组数据，首次发现

在距今93万年前，人类祖先由于早、中更新世

过渡期的气候剧烈变化，在短期内丧失了约

98.7%的成员个体，几乎灭绝。在长达11.7万

年的时间里平均成年个体数仅为1280。

研究有着诸多“溢出效应”
“这一远古时期群体数量的衰减，降低了

65.85%现代人群的遗传多样性，对人类生命

和健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可能决定了现代

人类许多关键表型的形成。”李海鹏表示。

他介绍，在长达11.7万年的时间内，平均

成年个体数刚过千，饥荒是个无法排除的假

设。那么科学家们就会进一步思考，什么样的

人能在当时的环境下生存，是否是他们能更有

效地利用能量呢？他进而思考，如今肥胖率上

升，又是否和相应的基因突变有关。“我们已经

定位了相关基因，今后的研究会靶向遗传学上

的改变。”李海鹏透露，如果这一假设成立，则

证实全人群都对糖尿病易感，或许会颠覆长久

以来人们对该疾病的认识。

在李海鹏看来，这项研究成果有着诸多

“溢出效应”：有助于揭示肿瘤的演变，帮助揭

开脑容量快速增长的分子机制的秘密……甚

至，“千人幸存”的历史或许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最早实践。

本报记者 郜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