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山区

浦东新区周浦镇

临港新片区

高质量发展进行时

人工智能“抢饭碗”？ 李一能

新民随笔

4
2024年3月2日/星期六 本版编辑/刘珍华 本版视觉/戚黎明

上海新闻

▲扫码关注新民晚报官方微博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上海推出风乌GHR大模型，AI气象预报进入10公里级时代

预测“东边日出西边雨”不再难

“十里不同天”可预测

“全面升级的风乌GHR，相当于‘4K高清
版’AI气象预报大模型。”上海人工智能实验
室领军科学家欧阳万里表示，“风乌GHR不仅
有助于实现更精细、更准确、更高效的气象预
报，还展示了AI在地球科学等科研领域拥有
强大的应用潜力。”
“东边日出西边雨”“十里不同天”，中国

古诗古谚对复杂多变的天气有着生动描述。
由于天气系统具有极强的区域性特征，长期
以来，传统预报方式难以做到细粒度、高分辨
率的预测。

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青年科学家白磊透
露，风乌GHR首次实现高分辨率AI气象建
模。研究人员克服了数据稀缺等难题，将风
乌GHR的预报分辨率提升至0.09经纬度（9千
米?9千米），对应的地表面积约为81平方公
里，较此前的0.25经纬度（25千米?25千米），
范围精确超过7倍。
“伴随相对较低算力成本及数据需求等优

势，风乌GHR在预报的核心大气变量上性能领
先于现有物理模式及AI气象大模型，推动AI气
象预报进入10公里级时代。”白磊告诉记者。

2016年，欧洲中期气象预报中心推出的
IFS-HRES系统将气象预报分辨率提升至0.09

经纬度，达到物理模式驱动下的气象预报领
先水平。
为了评估风乌GHR的预报性能，联合团

队采用与IFS-HRES相同的业务初始场作为
输入，进行2022年全年0—10天的回溯预报。
回溯预报采用与实时预报相同的模式，在大
量历史数据上评估模型性能，可相对客观、科
学地反映模型的实际预报能力——在气象领
域广为关注的500百帕高度场变量及850hPa
温度场中，风乌GHR表现优于IFS-HRES。
联合团队还对2022年全球的部分极端气

象情况进行了回溯预报。当年7月，重庆市经
历了极端热浪，屡次打破当地同期高温历史纪

录。在提前4天对2022年7月7日12时（UTC）重
庆市（29.5?N,106.5?E）的地表温度预报中，风
乌GHR与实际结果更接近，优于IFS-HRES。

预报时间再提升0.5天

在预报时长方面，风乌GHR将有效预报
时间提前至11.25天，打破了此前自身创造的
10.75天纪录——去年4月，AI大模型“风乌”
亮相，率先使全球气象有效预报时间突破10
天，并在随后准确预测了“泰利”“卡努”等台
风的路径。
囿于气象观测的准确度、大气系统中物

理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求解大气模型所需资
源规模巨大，在传统模式下，全球中期天气预
报的有效预报时间每10年才提高1天。而风
乌联合研究仅用不到1年时间，即将有效预报
时间再次提升0.5天，展现了人工智能在地球
科学等科研领域强大的应用潜力。研究团队
创新性提出“空间一致性映射”和“解耦组合
迁移学习”技术，破解了数据稀缺难题，还缓
解了高分辨模型训练代价昂贵的现状。
风乌GHR为精细化天气预报提供了重要

的技术支持，为社会经济发展和极端气象灾
害预防提供重要参考。目前，上海人工智能
实验室正协同国家气象中心、上海市气象局
等机构，共同推动风乌GHR的业务检验评估、
业务化部署和应用落地，为农林牧渔、新能源
电力、航空航海等重点行业及公共安全提供
可靠的气象预报路径。

本报记者 郜阳

仅靠一些文字描述就能生成逼真、精

美的视频，让AI人工智能再度成为世界瞩

目的焦点。许多人惊呼，影视业从此将被

颠覆，摄制人员甚至演员即将被AI取代，人

人都是导演的时代即将来临。

类似担心人工智能会和人类“抢饭碗”的

声音，其实近年来时常出现。特别是每当AI技

术发生巨大飞跃，就会有人担心自己的岗位被

人工智能取代，甚至预言科幻片中人类被AI

统治的情节将会变成现实。

AI究竟有没有这么神？只有自己用过

才知道。不久前，我尝试用AI写了几首诗，

发现AI遣词造句的水平远在我之上。即便

如此，我的体验结果依然是，过度担忧没有

必要，AI完全取代人类岗位的可能性几乎

为零。最大的原因在于，人工智能终究只

是没有意识的程序，它只能模拟人类的情

绪，而无法让人与之共情。

在人类进化的历程中，最伟大的能力，

莫过于运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复杂的内心情

感。于是就出现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的千古名句，或是蒙娜丽莎那神秘莫测

的微笑，还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生死绝

恋。这些汇聚人类情感、想象力以及愿景

的创作，承载着无数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

共情密码，即便跨越千年，依旧能将作品背

后潜藏的情感与期许，精准传递给后人。

这是AI可能永远无法做到的。

在我看来，AI就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将

提升各行各业人士的工作效率，把人们从

繁琐重复低技术含量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从而腾出精力从事更有创造性的工作。它

与人类的关系应该不是竞争，而是合作。

人类帮助AI不断进化，而AI帮助人类社会

实现新一轮跨越式提升。

我们对于这样的变革其实并不陌生，

每当革命性的新技术诞生，就会有一批过

时的职业岗位被淘汰，但也有更多新职业

新机遇诞生。这是世界的运行规律，调整

自我、适应环境、拥抱未来，是人类永恒不

变的进步之道。

本报讯（记者 屠瑜）金山区2024年优
化营商环境暨投资促进大会昨天召开，35个
项目签约，计划投资额139.7亿元。一批生命
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高端智能装
备四大产业集群的重点项目将相继落地。
菲利科思的“年产12万吨循环基新材料

项目”计划投资约10亿元，采用国际领先技
术，减少环境污染，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涂
强科技的“外墙喷涂机器人生产基地项目”，
计划投资约6000万元，年产值约9000万元，

进一步填补国际国内建筑外墙喷涂机器人领
域的空白；精研良造“1GWh/a产能的水系电
池制造线项目”，计划投资约2亿元。

同时，《金山区2024年营商环境7.0方
案》发布，聚焦4大提升行动，推动落实140条
具体举措。方案突出“清、轻、亲”三个关键
字：清，即政府部门工作边界、综合执法标准、
涉企政策表述更清晰；轻，即企业轻装上阵
（如办事更轻松、信用修复更快等）；亲，即构
建更加亲和的政企关系。

本报讯（记者 宋宁华）浦东新区周浦
镇今天举行2024年建设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总投资119.6亿元的39个项目按下“启动键”。
今年，周浦镇积极承接浦东南北科技创

新走廊溢出效应，围绕高端生物医药和集成
电路双主导产业，加快推进一批重点产业项
目延链补链强链。今天开工的项目中，就有
上海张投博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海以岭
药业有限公司等一些科创、研发、运营中心。
有“小上海”之称的周浦，正面临城市更

新的“蝶变”新机遇。“城中村”拔点改造地块
C、D、E块配套商品房、“两旧一村”拔点改造

环境提升工程等民生项目迎来开工“第一
铲”。周浦镇在保障性住房和城中村改造方
面投资了近40亿元，在改造中同步完善教
育、文化、商业等服务。

周浦镇将持续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河道
综合整治工程，构筑蓝绿交织的开放空间网
络。启动5条配套道路建设，优化道路路网
结构。加速推进公建配套学校、旧住房综合
整新工程建设，完善15分钟便民服务圈。积
极引进优质市场主体投资兴业，放大周浦民
宿等乡村品牌效应，创建棋杆村市级乡村振
兴示范村及沈西高标准农田建设。

本报讯（记者 杨欢）昨天，临港新片
区管委会举行绿色航运促进大会，与中国远
洋海运集团、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上港集团、
中国船级社、全球甲醇行业协会共同发起设
立临港新片区绿色航运产业联盟。
据悉，该联盟将建立开放的平台和合作

机制，坚持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吸引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航运和港口企业、绿色新能源生
产制备企业、绿色燃料加注服务企业、碳足
迹监测和碳交易机构、产业基金等，促进产
业链上下游交流合作，积极参与甲醇、氨等

绿色新能源标准制订和技术研发，为上海港
提升绿色新能源加注服务能力，培育具有国
际眼光和全球视野的碳管理团队。
据了解，临港新片区将重点发展高端航

运服务业；突出数字化赋能，更大力度探索
数据跨境流动新模式，积极参与国家航运贸
易数字化应用试点，深化区块链技术在航运
贸易领域的应用；出台支持绿色航运发展的
专项政策，大力支持绿色航运产业联盟的发
展，加快推动绿色甲醇、氨等新能源在航运业
的应用，加快构建绿色航运全产业链。

绿色航运产业联盟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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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分辨率大幅提升，风乌GHR可为同

一面积区域提供更精细、准确的气象预报

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 供图

昨天，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联合
国家气象中心、国家气象信息中心、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
机构发布全球高分辨率AI气象预报
大模型风乌GHR，首次借助人工智能
实现对中期天气进行10公里级的建
模与预报，使得进行“十里不同天”的
预报不再是难事。

39个项目按下“启动键”

优化“清轻亲”营商环境

本报讯（记者 马丹）暂别阴雨绵绵，
申城今、明阳光闪现。受辐射降温影响，申
城今天早晨气温偏低，市区气温在1℃附
近，郊区气温多在冰点以下，其中，崇明、金
山、奉贤和青浦等地最低气温跌破零下
3℃，十分“冻”人。白天天气转晴，南到西
南风3~4级，最高气温也随之攀升到9℃，有
了一丝暖意。
刚过去的2月，申城又冷又湿，气温比常

年平均偏低了0.1℃。连日阴雨天气也让人
印象深刻，市区徐家汇站2月的总降水量达
162.7毫米，是常年平均降水量的2.5倍，成为
该站有正式气象记录150年间的历史第二
位。历史最高出现在1906年2月，总降水量

达180.9毫米。3月虽然有阳光开篇，但新一
波雨水已在“候场”。据上海中心气象台预
报，明天阳光继续在线，气温还会回升，最高
气温有望升至13℃，多了不少暖意。只不
过，接下来阳光余量又不足了，下周一，本市
又要切换回“阴雨模式”。受冷暖空气交汇
影响，下周一、下周二申城会出现一次较明
显的降水过程，并有可能伴有雷电活动。
由于本周末暖湿气流颇为强盛，气温将

在下周一达到顶峰，直冲到15℃。此后，随
着冷空气补充南下，气温会有小幅下降，最
高气温预计在10℃~14℃间波动。气象专家
说，时值冬春交替，冷暖空气交锋容易让天
气多变，但是逐渐变暖已经是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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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降雨量“史上第二多”
下周初切换回“阴雨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