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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DeepSeek 可以说是全球瞩
目 。 作 为 一 种 开 源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
DeepSeek 通过其深度学习模型 Deep-
Seek-R1迅速成为全球人工智能（AI）技
术的领军者之一。它不仅在数学推理、
代码生成、自然语言理解等方面展现了
超越现有模型的潜力，还通过降低技术
的准入门槛，给全球AI应用的迅速普及
带来无限可能。

DeepSeek 的成功更是凸显了人工
智能技术发展的重要趋势——从单
一的推理向更高层次的认知能力演
进。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开发者开始
关注如何将这种技术应用到日常生
活和工作中，尤其是随着 AI 推理成本
的逐渐下降，AI 开始走进每个普通人
的生活。

突破与普及

DeepSeek-R1 模型的技术架构由
超过千亿个参数组成，能够处理复杂的
推理任务，其高效的计算能力，使得中小
企业和开发者也能负担得起高性能的
AI应用。与传统的AI模型不同，Deep-
Seek采用了开源模式，这意味着全球的
开发者都可以自由使用、修改和提升这
个模型。这一策略不仅推动了全球技术
创新，也为广大开发者和企业带来了更
多机会。

这一模式与传统的闭源 AI 模型相
比，显然更具优势。闭源模型通常依赖
商业化盈利模式，技术和创新的门槛较
高，而开源AI的普及让更多人可以参与
其中，推动大模型的“平权”和普惠AI的
到来。

影响你我

随着DeepSeek等模型的普及，AI正
在逐步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方
式。首先，AI正在医疗领域发挥重要作
用，帮助医生分析医学影像、提供诊断建
议。在一些基层医院，AI可以通过分析
症状和病例，协助医生做出更加准确的
决策，甚至有可能协助解决医疗资源不
足的问题。

其次，在金融领域，AI 能够处理海
量数据，预测市场趋势，帮助投资者制定
更精准的投资策略。

最后，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AI 也
能帮助我们通过智能算法选择最佳的消
费方案，如精确推荐个性化的商品或服
务，甚至优化生活中家务规划、交通出
行、健康管理等方面的决策。

另外，AI 还带来了生产力的提升。
比如，在制造业中，AI 已经能够帮助企
业优化生产线、减少人工成本。在交通
领域，智能交通系统的出现则有助于提
高交通通行效率，缓解拥堵问题。

然而，AI带来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
技术应用，它还会影响到普通人的就业。

一些低技能岗位可能面临被替代的
风险，尤其是在制造、客服等行业中尤为
明显。但这也意味着许多人将进入新兴
领域，成为AI技术的使用者和管理者。
如何提升自己的技能、适应AI时代的变
化将变得更加重要。

是挑战也是机遇

DeepSeek 等开源技术虽然已经取
得了显著的成果，但距离实现真正的通

用人工智能（AGI）还有一定的距离。
AGI是指能够像人类一样理解和解决各
种复杂问题的智能系统。尽管现在的
AI在某些领域的表现已经足够优秀，但
仍然缺乏人类的创造性思维和跨领域的
知识迁移能力。

AGI的挑战远不只是停留在技术层
面上，还包括伦理、法律等多方面的考
虑。随着AI的普及，数据隐私、知识产
权、技术监管等问题也变得愈加重要。
如何平衡技术创新与治理，将是未来AI
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随着计算资源的不断优化和 AI 服

务成本的下降，更多企业和个人开发者
能够负担得起AI技术。此外，AI将在推
理和认知能力上不断提升。未来，AI不
仅能处理文本，还能更好地理解图像、音
频等多模态信息，进一步增强与人的交
互能力。在人机协作的场景下，AI将不
仅是工具，而是与人类共同解决问题的
合作伙伴。

可以预见，以 DeepSeek 为代表 AI
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我们的世界。对于
普通人而言，学习如何与 AI“共舞”，应
是迎接这一新机遇的关键。

据《科普时报》报道

当前，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伪造技术的电信
网络诈骗手段不断升级，呈现范围扩大化、套路多样化、
形式隐蔽化等特点，危害社会安全。科研人员正在开发
更先进的人工智能工具和技术，识别并阻止人工智能滥
用行为。

“不管是以往的 PS 篡改识别，还是如今的 AIGC 鉴
伪，都属于人工智能鉴伪的被动检测方式。”在第十三届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创新挑战赛（浙江）暨2024年浙江省
技术需求“揭榜挂帅”大赛总决赛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副教授、浙江—法国数字媒体取证联
合实验室负责人乔通展示了其团队研发的“面向电诈场
景的音视频鉴伪溯源技术”，这种技术变“被动检测”为

“主动防御”，有望为人工智能鉴伪提供新思路。

特殊水印实现“事前防御”

上网搜索“AI换脸”，相关应用软件和影音图像作品
比比皆是。同时，深度人脸伪造带来的安全威胁也逐渐
显现。

香港警方曾披露一起人工智能“多人换脸”诈骗案：
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技术，通过某跨国公司
在社交平台的资料，仿造多位高层管理人员的形象和声
音，在视频会议中进行冒充，诱骗该公司香港分公司财务
职员进行转账操作，涉案金额达2亿港币。

此前，针对人脸伪造，人们往往采用“事后鉴别”的被
动检测、被动取证方法，但这种方法难以及时、有效遏制
伪造人脸图像的传播。主动防御方法由于“事前防御”的
属性，得到越来越多学者关注。

然而，目前大多数主动防御方法只能针对单一或特
定的几种伪造模型进行防御，面对日益多样化和不断升
级的人脸伪造技术，会显得力不从心。

为此，乔通团队开发出了一种可扩展通用对抗性
（SUA）水印，将其嵌入在需要保护的视频、图像或语音素
材中。当素材被用于人工智能加工，就会触发SUA水印
的“引信”，直接破坏生成后的内容。

这一技术路线此前已有所应用，但局限性较大。乔
通介绍，以往单个水印只能针对一种模型，一段素材可能
要嵌入多个水印才能起效，而SUA水印则无须基于所有
伪造模型进行重新训练。大量实验证明，SUA水印不仅
能节省算力，还能有效扩展主动防御范围，显著提高主动
防御效果，能大大提高鉴伪效率。

“火眼金睛”进行人脸识别

2024年9月，杭州公安通报了一起利用人工智能技
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有不法分子使用人工智能换
脸大模型突破头部平台人脸认证，窃取用户隐私信息。

“登录银行或者其他App时，用户会被要求做摇头、
眨眼的动作，即进行人脸活体检测。”乔通说，不法分子通
过黑色产业链，可以获取目标对象的人脸照片、音频素
材，伪造多模态媒体素材，然后实施诈骗。

为保证平台安全，乔通建议，进行人脸识别前应再加
一道无形的核验环节。据了解，针对目前市场上主流的
人工智能伪造工具，乔通团队开发的人工智能鉴伪系统，
能秒速级识别出人工智能图像及视频，并给出相应分析
报告，准确率95%以上。

“相比大型银行，地方中小银行对防伪技术的投入相
对不足。”乔通说，团队目前在与地方公安、小型金融机构
等进行合作，研发定制化技术，在活体检测环节为相关平
台装上“火眼金睛”，判定屏幕那端“是人还是妖”。

在乔通看来，人工智能鉴伪和深度伪造是此消彼长
的关系，需要更多机构、企业参与，推动人工智能鉴伪技
术突破和应用落地，共同搭建人工智能时代的网络安全
防火墙。“我们团队正积极对接企业，探索商业化模式。”
乔通说，“要筑牢人工智能安全底座，让反诈举措更加柔
性。” 据《科技日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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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AI医生医生””来了来了，，未来将应用于哪些场景未来将应用于哪些场景？？

近日，多家医院宣布，将 AI 医疗落
地到医院诊疗场景中。AI 技术将为医
疗领域带来哪些变化？“AI医生”能给人
看病治病吗？

日前，全国首个“AI儿科医生”在国
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儿童医院正式上线
应用，这名存在于虚拟世界里的“儿科医
生”，承担的角色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专家的临床科研助理，帮助
医生快速获取最新科研成果和权威指
南；

另外一个是辅助医生进行疑难罕见
病的诊断和治疗。

就在本月20日，多位身穿白大褂的
知名专家，和身穿黑色工装服操作下的

“AI儿科医生”，共同为10名患儿进行疑
难病多学科会诊。

就在专家们讨论的同时，桌子的这
一边，工程师将患者的病历资料输入大
模型中，“AI儿科医生”也给出了治疗方

案：手术加化疗。
记者观察到，10 名患儿的诊断中，

AI 儿科医生给出的建议与专家组会诊
结果吻合度较高，有时AI儿科医生还会
通过患者病例报告里的某个单项指标，
给治疗方案增加特别提示。

不同于通用 AI 大模型，医学专业
领域的大模型需要更多维度的精准
数 据 。 为 此 ，国 家 儿 童 医 学 中 心 将
300 多位专家的临床经验及数十年高
质量病历数据，整合进大模型中，从
而把“AI 儿科医生”训练得更专业、准
确。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主任北京儿童医
院院长倪鑫：我们在研发儿科AI医生初
衷，当时提出“双医生制”。我们所有的
结果跟AI相互提醒，AI对于整个医生团
队就是辅助和朋友。

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还有一个功能
是预判，相当于医学检测多了一把“尺

子”。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人员正在为
陈女士做三维步态评估。

去年以来，陈女士左侧肢体发抖、发
僵，走路越来越困难，医生怀疑她是神经
系统疾病。高速摄像机记录下了陈女士
的运动过程，然后交给人工智能系统去
评估。

一直以来，神经系统疾病在临床上
不同医生的评估结果存在差异，容易出
现误诊、漏诊。“面向神经系统疾病预警
的智能人机交互关键技术”，通过多维评
估体系，助力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等神
经系统疾病的早期诊断。

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医生 苏宁：这
个病人的评分是63分，有可能是在认知
障碍的早期。

截至目前，这套系统已完成10多万
例神经功能检测，为临床精准诊疗提供
参考依据。

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主任 朱以诚：
比如说我一年前看了一个帕金森的病
人，我不记得他一年前在我面前是什么
样子了，我没有一个量化值，但机器都记
下来了。它作为一个长程随访的测量工
具是非常有用的。

“AI医生”来了
如何辅助医疗？

如今在康复医疗领域，人工智能技
术已经实现多方面的应用。在杭州，这
个外骨骼机器人，正在帮助残障人士进
行康复训练。朵朵十七岁时，一次意外
摔伤令她下肢瘫痪。经过康复训练，朵
朵的身体一天天好转。

心理咨询和心理教育领域也正在牵
手人工智能。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北
小六”机器人已经在多地上岗，它能先和
用户进行几轮 AI 对话，判断用户在认

知、情绪、行为、人际关系等领域存在的
问题，并评估问题的严重程度并给出相
应建议，或提示用户到医院精神科接受
进一步治疗。

在一些学校，AI正助力教师成为学
生知心伙伴。在北京市宏志中学的学生
心理驿站，有两个不需要预约的“心语小
屋”，里面的AI大模型学习了近40万篇
心理学期刊文献和来自医院、专业机构
的 100 万个心理辅导对话案例，帮助学
生大胆说出心里话。

北京市宏志中学心理教师周冬梅：
学生可以输入自己的账号、密码，私密性
就得到保障。孩子就能够去畅快吐露自
己的心声。

湖南省长沙市湘江新区莲花镇中心
小学是一所乡镇小学，1200多名学生中
不少是留守儿童。心理教师通过学生与
AI的互动测试，动态掌握学生的心理变
化。

湖南省长沙市湘江新区莲花镇中心
小学校长周燕：它可以有效解决我们很
多乡镇学校在心理健康师资上面的不
足。

AI+医疗
未来还将应用于哪些场景？

去年1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
门发布《卫生健康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场
景参考指引》，给出了84个典型应用场
景。

高频词为“智能”和“辅助”。“智能”
体现出AI在技术层面的价值，而“辅助”
则强调了AI在医疗领域承担的工具性
角色。

有医生表示，AI的确可以在一些场
景、一些环节辅助医疗，但医生面对复杂
病情的综合判断和经验积累以及面对面
的人文关怀，是AI无法替代的。

湖南郴州市儿童医院儿童健康研究
所执行所长肖能：它可以总结所有目前
已发表的文献，所以我们可以给患者提
供适合的诊断方案。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副院长傅启华：患者只需打开我们医院
的微信公众号，用语音或者文字询问“胃
疼怎么办”或“头疼应该挂哪个科室”，
AI 就能迅速给出贴心的建议和就医指
南。

湖南怀化市第二人民医院脊柱关节
外科康复医学科护士长 康丹：一些自动
化的任务，如智能导诊、药物分配等重复
性和机械性的护理任务，正在被自动化
系统取代。但是也需要特别警惕护理伦
理、护理的数据安全和患者的隐私保护
等问题。

北京协和医院罕见病医学科主任
沈敏：现在有一个词语叫“AI 幻觉”，就
是你拿到的这些信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
的？我们要去甄别，因为它也是通过海
量的数据分析。那些海量数据的里面，
也许混杂了一些假消息。而且我们不是
冰冷的机器，我们还要更多体现人文的
决策。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

提到气象服务，想必很多
人最先想到的就是人工影响
天气，但对其中更专业的科
学问题并不是很了解，比如
到底是人工增雨还是人工降
雨？什么条件才能进行人工
增雨？

想要了解这两个问题，首
先要了解人工影响天气业务是
指为避免和减轻气象灾害，合
理利用气候资源，在适当条件
下通过科技手段对局部大气的
物理、化学过程进行人工影响，
实现增雨、防雹、消雨、消雾、森
林防（灭）火、消除公共污染等
的业务活动。然而对于乌兰察
布地区来说由于地处内蒙古自
治区中部，属典型的中温带半
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所以人
工增雨是本地主要的人工影响
天气业务。

但公众并不理解到底是人
工增雨还是人工降雨，一字之

差概念却完全不一样。人工增
雨作业并不是凭空造雨，而是
在有降水条件时人为将催化剂
送到云层中促进小水滴快速集
结形成大水滴像“卤水点豆腐”
一样把云中的水汽“点化”成雨
滴使本来不会产生的降水得以
产生，从而达到增加降水的效
果。同时人工增雨并不是想增
就能增，而是需要一定的气象
条件，即云中水汽充沛、有一定
的上升气流、有足够多的凝结
核或冰核，才具有成熟的增雨
条件。

如今，人工影响天气给人
们的生活、社会的发展都带来
了非常显著的好处；未来，气象
部门会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人工
影响天气技术，使之在保护农
业生产、缓解水资源短缺、防灾
减灾、保护生态等方面发挥更
大的作用。

（乌兰察布市气象局 刘薇）

人工增雨还是人工降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