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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科学实验

随天舟七号上太空

近日， 据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

技术中心消息，

1

月

17

日晚， 天舟七号货

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 中国

科学院作为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负

责单位，在天舟七号任务上行了实验载荷、

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备品备件等物

资， 支持空间站持续滚动开展空间科学实

验与应用试验。

据介绍，天舟七号任务上行

16

个标准

货包、

1

套细胞上行生保支持装置、

1

套

4℃

上行微流控芯片，共计上行产品

61

件。

物资上行后将转运至空间站， 陆续在实验

设施内开展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

微重力流体物理与燃烧科学等共计

33

项

科学实验，实验物资承研涉及院内外

18

家

单位。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将

利用问天舱生物技术实验柜开展微重力环

境下

Cx43

和

S1P

信号途径对骨组织细胞

的调节作用和机制研究、 空间微重力条件

影响人骨细胞定向分化的分子靶点及其表

观遗传学特征研究两项科学实验； 利用梦

天舱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开展空

间暴露环境下生命分子的光化学行为研

究、 极端环境微生物对空间暴露环境的耐

受性及其机制研究两项科学实验； 利用问

天舱生命生态实验柜及梦天舱空间辐射生

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开展厌氧古菌空间辐射

损伤与适应性研究。

在微重力流体物理与燃烧科学领域，

将利用问天舱变重力科学实验柜开展变重

力推进剂流体输运与稳定性研究； 在空间

材料科学领域， 将利用天和舱无容器材料

实验柜开展高性能铁基磁致伸缩合金材料

的物理机制研究等科学实验。

（刘垠 陆成宽）

超灵敏度软体微米机器人

助力精准医疗

日前， 据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消息， 该院生物医学与健康工程研究

所副研究员徐海峰团队开发出具有超灵敏

度的软体微米机器人， 有望为显微外科手

术和靶向药物输送等提供新方法。 相关研

究成果发表在《自然·纳米技术》上。

徐海峰介绍， 在具有超灵敏度的软体

微米机器人的开发过程中， 研究团队运用

首次构建的弹性模量维度

4D

纳米弹性体

光刻策略， 制备出迄今最灵敏的人造弹簧

系统。 其探测灵敏度达到

500

飞牛，实现了

皮牛力下微米级的形变。

据悉， 基于超灵敏度的软体微米机器

人的成功开发， 徐海峰团队目前正在开展

新型精准医疗设备的研发， 如超精度细胞

力学自动化表征平台和无干扰细胞操纵平

台等， 并计划将其逐步应用于细胞生物学

及临床研究。

“未来，新型微创甚至无创软体微米机

器人，将进一步为细胞力学研究、体内受精

以及小腔道内血栓清除和神经干预等医疗

任务提供有效助力。 ”徐海峰说。

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 清华大学生

物力学与医学工程研究所教授冯西桥对该

成果评价道：“该项工作启发了探索生理、

病理条件下分子、 细胞和组织的力化生耦

合动力学原理的新途径。 ” （罗云鹏）

热点追踪

把大模型装进手机

“私人助理”可随身携带

随着“百模大战”进入拼落地、拼产业应用的“下半场”，不少手机厂商纷纷入局，表示将推出

自研手机大模型。

2023

年底，荣耀对外公布了自研的

70

亿参数大模型———“魔法大模型”的规模

数据。 市场调研机构

Canalys

预测，

2024

年，全球约

5%

（约

6000

万部）的手机会具有端侧

AI

运算

能力。 据业内人士分析，智能手机用户规模巨大、便携性较强、应用生态完善，有望成为大模型最

理想的落地平台。

为何手机厂商要花费大量精力自研手机大模型？ 手机大模型落地还需经历哪些考验？ 带着

这些问题，笔者访问了相关专家。

手机厂商纷纷自研大模型

笔者梳理发现 ，

2023

年

8

月以

来， 国内外的主流手机厂商纷纷表

示将把大模型装进手机， 华为、小

米 、

vivo

、

OPPO

、荣耀 、三星等企业

无一例外。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

究员王鹏认为， 这一趋势是技术发

展和市场需求共同推动的结果。“大

模型在自然语言处理、 图片识别等

领域取得了不少成果， 消费者对于

手机智能化、 个性化服务的需求也

在不断增长。 这促使手机厂商通过

在手机中引入大模型来提升用户体

验和自身竞争力。 ”王鹏说。

但是市场上已有许多比较成熟

的大模型，各手机厂商为何不将这些

大模型直接装进手机，反而要花费大

量时间和精力去自研大模型呢？

据了解， 目前市面上大部分大

模型都是云端大模型。 它们不仅参

数量巨大， 同时也需要极强的算力

来支持运算。 这导致了高昂的成本。

vivo

副总裁 、

vivo� AI

全球研究院院

长周围曾透露， 目前和大模型进行

一次对话的成本为

0.012

元到

0.015

元。 如果某大模型有两亿用户，这些

用户一天要用大模型进行

10

次对

话，那么一年中，光是对话的成本就

会达到上百亿元，更遑论运行、维护

服务器等成本。

为解决云端大模型成本高昂的

弊端， 手机行业开始着手研发手机

大模型以降低成本。 与部署在云端

的云端大模型不同， 大多数手机大

模型从端侧发力， 部署在手机等终

端设备上， 力图实现纯端侧运行或

端云侧协同。 手机大模型的优势不

仅在于成本低。 从数据角度看，云端

大模型的数据大部分都来自互联

网， 这不利于大模型适应用户个性

化的使用习惯； 手机大模型的数据

源于用户， 这使得大模型能更了解

用户。 因此，如果说云端大模型是个

“万事通”， 那么手机大模型则更像

是为用户量身定制的“私人助理”。

提升手机智能化水平

OPPO

高级副总裁兼首席产品

官刘作虎曾说：“未来，

AI

可能让手

机呈现新面貌。 ”王鹏认为，当手机

大模型成为用户的“私人助理”，会

带来四点变化。

首先是交互方式的改变。 王鹏

认为， 现在人们更多的还是通过按

键或触屏的方式与手机交互。 随着

语音识别技术的不断发展， 大模型

能够更加精准地识别和理解用户的

语音指令。 这使得语音有望成为未

来用户与手机的主要交互方式。 此

外，在手机大模型的加持下，人们搜

索信息的方式有望变得更加便利。

其次， 手机的个性化服务水平

有望得到加强。“手机大模型可以更

好地了解用户的需求和偏好， 为用

户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 比如智

能推荐、智能提醒等。 ”王鹏认为，虽

然目前一些手机已具备这一功能，

但精准度仍有待提升。 手机大模型

的应用可大大提升手机个性化服务

的精准度。

再次， 手机应用程序的智能化

水平有望提升。 比如， 对照片和音

频、视频的编辑会更加智能。 以国内

某手机为例， 其具有照片“消除路

人”功能。 在大模型技术加持下，手

机助手能够在深度学习的基础上理

解用户需求，进行智能重绘，产出照

片的效果相比于其他照片处理软件

也更加自然。

最后， 手机在未来可能会成为

智能家居的核心。“现在手机主要是

作为智能家居的操控器。 手机大模

型落地应用后， 手机就可根据用户

的不同需求、 不同场景和不同的天

气、季节，智能化地指挥智能家居。 ”

王鹏说。

落地仍需过四关

手机大模型固然有许多优点，

但要想让它真正落地， 还有很长一

段路要走。

首先要解决的是数据安全和隐

私的问题。 由于手机大模型的数据

来源是手机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产生

的数据，因此，如何在提升大模型精

准程度的基础上保障用户数据安

全，是手机厂商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王鹏认为：“相关部门应该制定手机

大模型训练的规则。 同时，手机厂商

也要在政府和行业的指导之下，建

立完善的数据保护制度， 在保证用

户数据不被泄露的前提下对模型进

行训练。 ”

其次要解决的是手机计算能力

和存储空间的限制问题。 在端侧运

行大模型，对于手机的算力、能耗、

内存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如果算力

过高， 那么能耗可能也会变大 ，导

致手机发热 ； 如果占用内存过多 ，

也会影响其他应用程序的运行。 目

前， 即便是市面上的高端手机，其

硬件配置也依旧有限 ，难以满足千

百亿级参数大模型的端侧运行需

求。 对此 ，王鹏提出了两种解决思

路 ：“第一是提升手机算力和存储

空间；第二是通过使用更高效的算

法或模型压缩技术，来适应有限的

手机硬件条件。 ”

再次， 手机大模型落地还面临

着“商业关”。 手机大模型需要提供

更加自然、便捷的交互方式，优化用

户体验。 这就要求手机厂商在开发

过程中， 充分考虑到用户的使用习

惯。“即便算力、安全性都满足了，但

用户觉得不好用， 手机大模型也不

算是成功落地。 这就需要开发者根

据用户的反馈来不断对大模型进行

改进。 ”王鹏说。

最后， 手机厂商花费大量精力

研发手机大模型的根本目的，在于

通过市场推广盈利，实现企业可持

续发展。 王鹏认为，只有企业做到

成本可控，生产出大家都用得起的

产品，才能实现手机大模型的真正

落地。

（吴叶凡）

电话：

0351-4132512�

��������13700501885

QQ

：

953445138�

快捷的方式 合理的费用

《市场信息报》社有限责任公司

广告部

如果您的产品、项目想推

向全国，那么应该选择……？

注重学习培育

提升技能素养

近年来，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晋华宫矿

始终把创建学习型组织、做知识型、技能

型人才职工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抓手， 充分发挥职工读书角阵地作用，在

不断丰富广大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的同

时，鼓励和引导广大职工要多读书、读好

书、善读书，积极营造全员学习、终身学习

的文化氛围，进一步增强职工间的沟通交

流，不断提升职工的综合素养、为企业培

养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人才打下坚

实基础。

梁峥嵘 杨静文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