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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此次论坛的分报告人，漆远

在报告开始，就阐明人工智能

技术对于当下科技发展的重要价值。

“我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是新时代

的望远镜，也是显微镜，能够让人

们看到更远的地方，也能看到更细

微之处。”

未来是否会产生 AI 科学家可以

自动发现科学定律我们还不得而知，

但 AI 已经在赋能科学发现，在气象

能源、材料设计、药物研发、解码

衰老生物机制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

推进基于原始创新的科创经济。

漆远说：“现在人工智能已经

在短临预报（6 小时之内）中大量使

用，今天以数值模式为主的天气预

报，正在逐步向 AI 模式转化，现在

我们可以用深度学习帮助我们求解

大规模的偏微分方程，在大尺度上

的裂缝，这无疑非常关键，毕竟飞

机的小裂缝有可能变成生与死的问

题；另外，它可以分析预测血管阻

塞对供血的影响，在健康管理上发

挥作用。”

随 着 基 因 测 序 等 生 物 测 量 技

术的快速成熟，生物数据测量的成

本以超摩尔定律的速度大幅下降，

AI 可以有效地发现老龄化带来的功

能衰退和疾病的生物学机制。在这

样的大背景下，人工智能制药已经

成为了国际制药业的竞争高地，从

2014 到 2021 年该领域全球投资额

增长了 15 倍。虽然依然有不少技术

挑战要解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医药产业全

链条的核心步骤。从小分子药到抗

体到核酸药，从蛋白质多肽到菌

类，再到 RNA 设计，人工智能发挥

了一系列的作用。漆远说，生物学

其实就是信息科学，只不过它是用

ACGT 来表达最底层的密码。 

从海外高校任教进入国内互联

网公司，到再次回到高校，漆远希望，

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发现，用原始

创新推进科创发展，“测一切之可测，

算一切之可算”。

无疑，这个目标需要体系化创

新环境、复合型人才以及深层创新

服务。“我们需要构建一个 AI for 

Science 的开放性平台。它不仅能把

AI 和生命科学、化学、材料、气象、

经济等学科结合，推进基础科研，

同时构建组合懂 AI、懂科学、懂商

业的复合型团队通过服务产业和孵

化新的科技企业，用智能化手段推

动甚至重塑制药、医疗、健康管理、

碳中和等行业发展。我们不能高估

科创短期的回报，也不能低估长期

的收益。”

加速人工智能的天气预报。相对基

于大规模超算的数值天气预报，AI

可以实现计算资源的显著下降和预

报精度的有效提升。从 3 天的预报

走向 10 天、30 天，这背后蕴藏着巨

大的产业价值，对于提高能源利用

率、加快双碳目标达成具有重要意

义。”

如果人类将之前的积累的物理

知识、化学知识、生物知识与 AI 结

合起来，就会产生非常广阔的应用。

“我们团队林晨森老师的工作就是

致力于多尺度的人工智能的模型，

在不同的尺度之下融合成一个深度

学习模型，可以大规模地加速多尺

度建模或 CFD（计算机流体力学）

技术，相比经典 CFD 技术，AI 算法

可以加速 1000 倍以上。它可以应用

到材料检测上，发现材料里面微小

AI是新时代的望远镜、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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