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园地】

找准切入点 加速AI落地

知识面覆盖相当广泛，回答问题不再
机械生硬，还是个能写文案、编代码、做表
格的“多面手”……聊天机器人ChatGPT连
日来热度不减，在替代人工等方面展现出
惊人的潜力，也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落地
应用的新一轮思考。

近日，以“加快AI落地应用，解放生产
力，破解人才短缺难题”为主题，浙江省政
协委员会客厅邀请政府和相关企业代表
于之江实验室举办研讨活动。中国计算
机学会常务理事、之江实验室副主任鲍虎
军分析道，ChatGPT这类AI应用，极大提升
了人机交互能力，有望成为类似互联网平
台的基础设施，从而提高生产力。

从正式推出到每月活跃用户过亿，只
在短短数月内实现，由美国人工智能研究
公司 OpenAI 推出的 ChatGPT 何以出圈？
过硬的技术创新、工程实现能力以及投资
人的勇气等自然不可或缺。

在鲍虎军看来，模型的开发完成不
是一项AI技术的终点，需要真正找到一
种便捷的使用模式，使其为更多人解决
实际问题。

当前，多学科交叉融合，促进了人工
智能飞速发展，新理论、新技术与新应用
层出不穷，但对产业是否能带来变革，还
需要市场的检验，所选择的场景切入点尤
为关键。

结合制造业转型需求、社会老龄
化可能引发的“用工荒”等问题，浙江
省经信厅总工程师李永伟表示，加快
AI技术的落地应用，提升实体经济竞

争力，是今后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
今年1月，工信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

发《“机器人+”应用行动实施方案》，提出
要推进5G、人工智能、智能语音、机器视觉
等技术与机器人技术融合应用。

“尤其在恶劣环境的工作场景，需要
AI机器人来代替人工操作、巡逻。”杭州申
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如申举例
说，比如在极寒天气下，高空中的输电线
路需要除冰，稍有不慎就很危险。针对这
一行业痛点，公司研制了除冰机器人并已
实现应用。

业内专家认为，人工智能领域创新创
业若仅靠神经网络的训练和开源代码，缺
乏足够的商业化思考，缺乏技术门槛，缺
乏“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定力，
只能是一时的热度。当大潮退去，“裸泳
者”自然无处隐蔽。 （洪恒飞 江 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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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微新闻】

●2月25日，新时代科普游戏发展趋势

研讨会在上海科技馆举办，研讨聚焦“平台、

模式、产业”，围绕科普游戏行业发展过程中

的现实问题和应对策略进行了深入探讨。

●2 月 25 日，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

的 2022 年度中医药十大学术进展发布会

在京召开。发布会上，中华中医药学会副

秘书长陈俊峰宣布了 2022 年度中医药十

大学术进展。

●2 月 25 日，国家科技计划成果路演

行动——武汉东湖高新区专场路演活动开

幕。163项高质量科技成果现场路演，近千

家投资机构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与。

●2 月 27 日上午，2022 年中国创新方

法大赛电视擂台赛在天津鸣锣开赛。从盛

夏到初春，这场演绎了近7个月的“创新风

暴”迎来最终的高潮。

（本报综合）

氧化镓晶体管有了新结构方案
2月 26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传来消

息，该校微电子学院龙世兵教授课题组联合中

科院苏州纳米所加工平台，分别采用氧气氛围

退火和氮离子注入技术，首次研制出了氧化镓

垂直槽栅场效应晶体管。相关研究成果日前

分别在线发表于《应用物理通信》《IEEE电子

设备通信》上。

作为新一代功率半导体材料，氧化镓的p

型掺杂目前尚未解决，氧化镓场效应晶体管面

临着增强型模式难以实现和功率品质因数难

以提升等问题，因此急需设计新结构氧化镓垂

直型晶体管。

研究人员分别采用氧气氛围退火和氮离子

注入工艺制备了器件的电流阻挡层，并配合栅槽

刻蚀工艺研制出了不需P型掺杂技术的氧化镓

垂直沟槽场效应晶体管结构。氧气氛围退火和

氮离子注入所形成的电流阻挡层均能够有效隔

绝晶体管源、漏极之间的电流路径，当施加正栅

压后，会在栅槽侧壁形成电子积累的导电通道，

实现对电流的调控。类似于硅经过氧气氛围退

火处理可形成高阻表面层，氧化镓采用该手段制

备电流阻挡层具有缺陷少、无扩散、成本低等特

点，器件的击穿电压可达到534伏特，为目前电

流阻挡层型氧化镓MOSFET（金属氧化物半导

体场效应晶体管）器件最高值，功率品质因数超

过了硅单极器件的理论极限。

研究人员表示，这两项工作为氧化镓晶体

管找到了新的技术路线和结构方案。（吴长锋）

2月26日，从中国铁建传来消息，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城市地下基础设施运行综合

监测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顺利结题，标志

着我国城市地下基础设施运行综合监测技

术取得新突破。

近年来，我国地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

速，已经成为地下工程建设规模和建设速度

第一大国。截至2022年底，我国地铁运营

里程已达 8013 公里，车站建成数量突破

5000座，其中，地下区间长度、地下车站数

量占比预计超过90%。面对规模越来越大、

结构越来越复杂的城市地下空间，如何实现

地下空间故障及灾害精准预测和提前预警，

依然是世界级难题。

由中国铁建铁四院主持，华中科技大

学、武汉大学、深圳地铁等15家单位共同进

行的“城市地下基础设施运行综合监测关键

技术研究与示范”课题，围绕“感知、决策、管

控”3个方面，研发城市地下基础设施运行综

合监测的技术—装备—系统—平台—机制

—标准，并进行3类集成性工程应用示范，

可实现6种灾害情境20种事件的风险测度、

实时监测、智能巡检、综合评估、超前预警、

实时告警、科学决策和应急调度，缓解了地

下空间灾害“不可知、不可见、不可预测”困

局，解决了灾害“难发现、易扩大、难防控”的

痛点。

课题组研发了6种实时监测设备、4种

巡检机器人、多个智能诊断平台，可自动识

别9种城市地下基础设施运营病害，实现覆

盖土建本体、设备系统的全生命周期病害风

险健康预测。系统多维判断设备故障预警

精度大于或等于90％，变形、入侵识别精度

大于或等于90％，全息感知响应时间小于

或等于1秒，填补了地下重大灾害感知和防

控的空白，补齐了轨道交通防灾体系短板。

目前，成果在深圳地铁车公庙站、重庆

地下综合管廊、南京地铁S7号线等项目中

进行了推广应用，推动了物联网与智慧城市

“三融五跨”共享，助力我国城市地下基础设

施综合监测技术整体水平处于领先地位。

（矫阳）

我国地下基础设施监测技术获新突破

2月28日，在淮

北市濉溪经济开发

区一家机车制动部

件生产企业，工人在

车间生产机车刹车

盘。近年来，濉溪经

济开发区大力发展

汽摩配产业，积极引

进汽摩零部件生产

企业入驻，通过专注

细分领域，走专精特

新之路，用小部件敲

开大市场。

万善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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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实现增强型模式、提升功率品质因数

家电的智能功能备受消费者青睐。

根据中国质量协会发布的热水器、油烟

机、空调、电视等多个家电产品的2022年

用户满意度监测报告，我国家电产品智能

化不断升级，智能功能受到用户认可。

根据此次报告的检测数据，电热水器

产品智能化不断升级，智能电热水器用户

满意度水平高于非智能产品。其中，具有

语音控制、手机App控制、自动杀菌等功

能的产品用户满意度更高。在用户对产

品质量的评价中，智能功能的稳定性、使

用方便性得分高于其他产品质量指标。

燃气热水器产品的用户满意度创近

五年来的最高水平，其智能功能的稳定性

和使用方便性得到用户认可。用户表示，

最常用的燃气热水器智能功能是智能调

温功能、手机App控制和语音控制等。

用户对智能功能的稳定性、使用方便性的

评价比上一年提高了2分。与电热水器

相同，燃气热水器的智能功能优化，持续

提升了用户的使用体验，购买智能功能燃

气热水器的用户满意度比非智能的高。

对于油烟机产品来说，烟感应功能成为用户最

满意的智能功能。监测结果显示，智能油烟机的用

户满意度比非智能油烟机高，用户较常用的智能功

能有烟感应、手势控制、温度感应、智能清洗提醒等。

报告监测结果显示，具有视频通话功能的电视

用户满意度得分最高，其次是智能语音交互、智能

推荐功能电视，用户满意度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用户推荐具有语音交互、视频通话等智能功能电视

的意愿也更加强烈。

此外，空调的智能化为用户带来更多便利、舒

适。分别有67.6%、51.8%、38.8%和30.8%的用户

经常使用空调的手机App控制、自调节控温祛湿

调风、自清洗和语音控制等智能功能。其中，得分

最高的智能体验指标是“智能功能的稳定性、使用

方便性”，其次是“操作简便舒适性”。

中国质量协会表示，目前手机移动端的视频功

能不断增强，传统的电视视频功能被分流得越来越

多。发挥电视的大屏优势，进一步优化、完善电视

的语音交互、视频通话、与其他设备的互联互通等

智能功能，弥补交互、应用等短板，适应用户更多需

求，是突破目前电视行业困境的关键，智能功能不

断完善应是电视场景创新的核心。 （李禾）

——“ChatGPT热”之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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