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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亦庄无人驾驶

“跑出”

1700

万公里

在

2023

年全国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

图意识宣传周收官之际， 笔者从自然资源部

获悉， 北京亦庄自动驾驶示范区累计自动驾

驶里程已达

1700

万公里，其中商业化自动驾

驶里程约

960

万公里， 无人化里程约

210

万

公里。

为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

年

-2035

年）》要求，在自然资源部等部委支持下，北京

市

2020

年

9

月正式宣布建设全球首个网联云

控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 全国唯一的亦庄

地图试点区；

2021

年

4

月设立北京市智能网

联汽车政策先行区；今年

7

月，成立智能网联

汽车自动驾驶地图基础平台产业联盟， 在保

障数据安全前提下， 推动自动驾驶地图安全

应用。

目前， 国家级动态高精度地图平台与地

图众源更新安全监管平台初步搭建， 有效助

推自动驾驶产业落地和商业运营。 目前北京

圆满完成

1.0

阶段和

2.0

阶段各项任务，正在

推进

3.0

阶段建设。“车路云网图” 一体化建

设技术路线得到充分验证， 自动驾驶与智慧

交通、智慧城市协同发展应用场景不断丰富。

（王立彬）

江苏无锡：

打造科技金融生态体系

近日，据江苏省无锡市科技局消息，无锡

科技金融生态联盟战略签约并启动。“科技金

融是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

为基础，以创新金融产品、服务模式、业务流

程为手段，以服务科技企业发展、推进科技创

新进程为目标的金融活动， 能够有效缓解科

技企业融资难问题。 ”招商银行无锡分行党委

委员刘明说。

据了解，近年来，招商银行无锡分行积极

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大局，围绕绿色金融、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等领域的金融需求，

灵活运用金融产品，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切

实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

截至

2022

年底， 该分行累计服务企业客

户近

3

万户，投放各类贷款超

350

亿元，贷款

增长

12.51%

； 其中普惠小微贷款增长

24.81%

，

支持普惠小微企业

9810

户， 居当地股份制银

行第一；

QFLP

（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基金托

管落地数量及认缴金额，市场排名第一，落地

全国银行间市场首批用途类科创票据、 无锡

市首单可持续发展挂钩债等。

据介绍， 招商银行金融服务的创新不只

体现在机制与产品服务上， 还体现在服务模

式方面。 其中，该行遵循科技产业发展逻辑与

科技企业成长规律， 搭建“基金

+

园区

+

产

业”一体化的服务组织模式，通过对三类主体

的协同经营实现服务模式的创新与核心服务

能力的提升，助力形成“资金链、产业链、创新

链、人才链”相融合的科技金融服务生态。

（王怡 孙嘉隆）

讯飞星火

面向全民开放

科大讯飞于日前宣布讯飞星火认知大模

型面向全民开放， 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商店下

载“讯飞星火”

App

或登录“讯飞星火”官网直

接注册使用。

据了解， 讯飞星火作为最早覆盖安卓和

iOS

主流应用市场的国产大模型，目前已经与

超过

1

万家企业合作对接。 基于该大模型，超

过

1.2

万款助手应用诞生， 覆盖营销、 创作、

编程、聊天、学习、推理等场景。 据悉，今年

5

月

6

日， 科大讯飞正式发布讯飞星火认知大

模型，并于

6

月

9

日、

8

月

15

日发布讯飞星火

V1.5

、讯飞星火

V2.0

版本。

据了解， 在

8

月

17

日《麻省理工科技评

论》发布的中国大模型评测报告中，讯飞星火

V2.0

以总分

81.5

的成绩位居榜首。 此前，新

华社研究院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

《人工智能大模型体验报告

2.0

》中，讯飞星火

V1.5

总分第一， 智商指数和工具提效指数也

位居第一。

（吴长锋 陈希）

当“望闻问切”遇上人工智能

未来将大语言模型应用于医学可能会成为一种趋势。在分诊问诊等临床咨询阶段，利用模型

与患者进行交互，收集到完整、准确的信息并形成初步意见，再将其交给专业医生进行最终判断，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因为信息收集不充分、患者主诉不明确等问题带来的误诊和漏诊。

你是否想过，未来给你问诊的可能是人工智能？ 据报道，用于寻医问诊的大语言模型在国内

已经出现，医检行业等垂直领域也正加速布局对应的大语言模型。 不仅如此，《自然》杂志近日还

发表了一篇论文，展示了一个用于评估大语言模型在医学问题上整体表现水平的基准。

那么，将大语言模型用于寻医问诊是否有可能成为一种趋势？ 其技术原理是什么，又该如何

对其进行监管和评估？ 带着这些问题，笔者走访了相关专家。

国内企业纷纷入局医

检大语言模型

ChatGPT

的发布， 掀起了各厂

商研发大语言模型的热潮。“此前人

工智能应用于医学的进展速度并不

算快， 能否借助这一轮大语言模型

发展热潮，把对专业性、精准度要求

极高的

AI

医疗推向发展的快车道，

成了大家现在关注的焦点。 ”广州金

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金域医学） 数字化运营管理

中心算法总监刘斯表示。

国内在“大语言模型

+

医学”领

域虽起步相对较晚，但也是“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 今年

5

月，互联网医

院———医联率先发布了基于

Trans-

former

架构的国内首款医疗大语言

模型———

MedGPT

。 而在医检领域，

金域医学正联合华为云等行业巨头，

研发聚焦智能临床咨询、检测项目智

能推荐、智能检测报告生成与解读等

方面的医检行业大语言模型。

目前， 网络上也有一些没有大

语言模型加持的寻医问诊机器人 。

这种机器人与大语言模型加持下的

寻医问诊机器人有何不同？

“大语言模型加持下的问诊服务

将具有更好的柔性。在患者不能用专

业术语描述自身症状，或者患者的回

答并没有按照预设路径进行的时候，

大语言模型拥有更加灵活的应对能

力。 ”刘斯透露，利用这些特性，他们

正在训练医检大模型，并希望借此打

造人工智能医检咨询师。

有望减少误诊漏诊提

供普惠医疗服务

当前， 医检服务正日益趋向专

业化、精准化、个性化。 以广东省新

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的承建

单位金域医学为例， 其已在医检生

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有所布局， 目前

已建立起标准报告语言规范及高质

量专病数据库， 并正利用预训练模

型在医学文本实体抽取、 病理报告

结构化等领域开展探索。

受访专家们一致认为， 未来将

大语言模型应用于医学可能会成为

一种趋势。 在分诊问诊等临床咨询

阶段，利用模型与患者进行交互，收

集到完整、 准确的信息并形成初步

意见， 再将其交给专业医生进行最

终判断，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

因为信息收集不充分、 患者主诉不

明确等问题带来的误诊和漏诊。 这

个方案不管是从准确率还是从效率

上来看，都具备一定的可行性。

“许多最前沿的医疗知识分散

在少数人手里， 而大语言模型却能

够融合顶尖知识， 提供更加普惠的

医疗知识服务。 ”左手医生创始人兼

CEO

张超说。

上海长海医院实验诊断科主

任、博士生导师刘善荣也表示，未来

若能搜集到大型三甲医院的医生对

于某些疾病的认知并将其导入大语

言模型进行整合、学习，一些医疗资

源不充足的地区也有可能享受到高

质量的医疗服务。

对齐真实医疗场景需

技术伦理双管齐下

大语言模型或许能提升医检行

业效率， 但在面对真实的寻医问诊

场景时， 目前的大语言模型仍有其

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准确性、一致

性和及时性上。

在准确性上， 由于模型预训练

时所用的文本范围不一定囊括所有

专科， 针对疑难杂症以及罕见疾病

的语料也不一定足够丰富， 因此模

型在面对较为罕见的场景时， 有可

能会出现根据它当前掌握的知识强

行作答的情况 。“在医检实践场景

中， 我们也发现大模型在回答问题

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幻觉， 会将没

有出现在描述里的症状纳入到考虑

范围中。 ”刘斯表示。

在一致性上， 若以相同的问题

重复多次询问模型， 模型偶尔会出

现回答前后不一致的情况。 这种随

机性在日常对话或者故事创作中是

受欢迎的， 但在临床咨询场景中是

不允许发生的。

在及时性上，大模型受限于训练

语料的时限性，无法直接利用训练之

后才产生的新语料。 换言之，新的医

疗发现和诊疗指南等信息难以直接、

有效地注入未更新的大模型里。

“与以聊天为‘主业’的

ChatG-

PT

相比 ，在医疗方面 ，我们需要大

语言模型给出尽可能稳定和精确的

结论， 避免因为模型幻觉或者含糊

不清的回答， 误导患者选择错误的

诊疗方案。 ”刘斯指出，目前大部分

医疗领域的大语言模型会选用知识

图谱进行辅助， 图谱质量在很大程

度上会影响其回答质量。

大语言模型要借助什么技术手

段解决这些缺陷呢？ 刘斯认为，除了

预训练过程中需要纳入足够多的医

学专业数据外，在模型设计中，也需

要重视它对知识图谱的利用能力 ，

以及基于图谱的推理能力。 目前看

来， 完全依赖大模型进行外部不可

见的独立推理过程并直接向医生输

出结果， 这种模式在医学场景中较

难达到足够高的准确率， 也较难获

得医生的认同。“知识图谱

+

大模

型”的技术路径，可能会是促进大模

型在医学场景落地的更优选择。

此外， 大语言模型在微调阶段

和测试阶段， 需要医学专家的深度

介入， 依托具有交叉学科背景的研

发团队对模型进行迭代， 保障模型

的反馈严格遵照医学逻辑；同时，在

应用过程中， 也需要注重大语言模

型本身以及相关知识图谱的更新频

率， 如可借助指令精调乃至重新预

训练等手段将新增的医学语料纳入

大语言模型的“知识库”，以应对模

型医学知识更新不及时的问题。

同时，业内专家也提醒道，要注

意对用于医学领域的大语言模型进

行监管和评估。 刘斯表示，应在遵循

现有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人工智能

医用软件的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

保证数据来源和技术安全、合规、可

控的前提下， 在大语言模型研发过

程中加强与医学专家团队的协作 ，

这样一方面可确保医学领域的知识

有效注入到模型中， 另一方面也能

使模型输出的结果与医生诊疗结论

保持相似或一致。 此外，将现阶段模

型输出的结果用于诊疗决策之前，

仍需要由医生来把最后一道关 ，保

障结果的专业性。 目前来讲，大语言

模型仅能作为医生的助手， 而不能

替代医生进行决策。（叶青 闫旭凤）

万“象”需求

全球揭榜

9

月

10

日，由浦江创新论坛举

办的

InnoMatch

全球技术转移大会

在上海张江科学会堂举行。 本届大

会以“万‘象’需求，全球揭榜”为核

心，汇聚技术、需求、人才、投资等全

要素，聚焦“创新需求、人才支撑、资

本力量”三大功能，集展览展示、论

坛活动于一体。

图为参观者从全球技术转移大

会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馆展区外

走过。

方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