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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计算恒星—行星系统潮汐演化有了新方法
记者9月17日从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

了解到，该台恒星物理研究团组和天文技术实

验室近期基于机器学习，合作开发了快速计算

恒星—行星系统潮汐演化的方法。相对于传

统的理论模型计算，新方法的计算速度可提高

四个数量级。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

期刊《皇家天文学会月报》。

由恒星和行星组成的类双星系统的演化

过程，涉及恒星和行星自身的演化、恒星和行

星的物质损失、恒星和行星之间的潮汐演化。

潮汐演化不仅改变了恒星的自转，也调整了行

星的轨道参数，比如偏心率和轨道间距。传统

方法通过在恒星演化中添加潮汐演化的计算

模块，从而得到其潮汐演化状态，但计算效率

较低，不利于将潮汐演化整合到恒星和行星组

成的类双星系统演化中。

鉴于此，云南天文台博士生郭帅帅和研究

员季凯帆、郭建恒等人，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

在一个包括了恒星质量、金属丰度、初始自转

周期、行星质量、轨道半长轴等的参数空间中，

计算了15000余条潮汐演化的模型。随后，他

们对这些演化模型作了复原，得出不同年龄条

件下恒星的有效温度、半径、自转周期和行星

的轨道周期等数据。

依据恒星—行星系统潮汐演化特征，研究

人员进一步将其分为6个类型。他们发现，除

了恒星自转和行星轨道周期几乎一致的情况

外，机器学习方法得到的结果，可在很大程度

上复现理论计算所得的恒星—行星潮汐演化

状态。

此项研究提供了可以便捷地将潮汐演化

整合到恒星—行星系统演化中的方式，有助

于理解此类系统的基本物理机制，也为分析

该系统在不同迁移状态下的演化特征奠定了

基础。

（科技日报记者 赵汉斌）

近日，由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工学院、计算机

学院和伦敦国王学院共同完成的论文——《大规模多智

能体系统的高效强化学习》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机器

智能》上发表。这一成果首次在大规模多智能体系统中

实现高效去中心化协同决策，有利于提升人工智能决策

算法的扩展性和适用性。

多智能体系统主要以庞大的智能体交互数据为基础，

利用大量计算资源驱动每个智能体学习如何与其他智能体

合作执行复杂任务，其核心范式是多智能体强化学习。

“比如一个无人机编队，每架无人机都由人工智能控

制，我们把每架飞机的控制器叫作智能体，这个无人机编

队由多个智能体构成，就是一个多智能体系统。”论文第

一作者、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博士生马成栋解释。

马成栋说，在真实大规模系统中，各个控制单位之

间、控制单位与环境之间的交互成本往往非常高昂。这

些系统中经常存在客观通信限制，如通信距离太远、全局

通信有隐私泄露风险、通信能耗限制等。控制单位之间

难以实现全局信息交换，阻碍了人工智能决策算法在大

规模系统中的扩展和应用。

当前，去中心化的多智能体强化学习成为国际学术

界的研究热点，其旨在探索一种算法，即在有限数据和资

源条件下，将决策能力扩展到包含大量智能体的复杂真

实系统中。

马成栋说，去中心化的多智能体强化学习，以不依赖

全局信息的方式让每个智能体实现高效去中心化协同决

策，展现出独特优势。

论文通讯作者、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助理教授杨

耀东介绍，研究团队通过网络化结构解耦系统的全局动态

特性，使智能体能独立学习局部状态转移、邻域信息价值和

去中心化策略，将复杂的大规模决策难题转化为更容易求

解的问题。得益于此，即使在样本数据和信息交互受限的

情况下，大型人工智能系统也能展现令人满意的决策性能。

研究团队在较为复杂的城市交通和电力网络中，对包含数百个

智能体的场景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与中心化多智能体学习方法

相比，去中心化的方法可将信息交换成本降低70%或更多。而且，随

着智能体数量不断增长，这一比例还会显著下降。同时，样本效率可

提升50%以上。

“这一研究成果对于将人工智能模型扩展到大型电力网络、城市

交通信号控制等大规模多智能体系统具有重要价值。”马成栋举例说，

在大型电网系统中，节点之间信息交换和传输过于频繁，难免会产生干

扰。某些节点一旦发生故障，就会严重影响其他节点的性能。去中心

化可以降低这一风险，提高电网系统稳定性和安全性。 （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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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9月10日从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获悉，该院神

经内科武剑团队主导研发的灵犀医学脑血管病专病大模型（以下简

称“灵犀大模型”）于近日发布。作为我国脑血管病领域的首个医学

人工智能大模型，它将为脑血管病的规范化诊疗、个性化治疗和临床

研究带来新范式。

脑血管病是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慢性病之一，具有高发病率、高

患病率、高死亡率和高复发率等特点。然而，由于医疗资源分布不

均，部分地区仍然存在医生短缺、诊疗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导致患

者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灵犀大模型基于海量脑血管病临床医学数据构建，经过人工智能工

程师和脑血管病专家历时半年的精心调训，具备卓越的专业概念理解、

复杂推理和逻辑判断能力。它能提供精准的医疗指导和个性化治疗方

案，提升规范化诊疗水平，提高医疗服务能力和效率，改善患者预后。

“医学人工智能的核心在于对海量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智能分

析，大幅提升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准确性与效率，在缓解医疗资源紧张

和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和优势。”武剑说，灵犀大模

型可通过连续交互，持续获取必要信息并作出精准判断，切实提升诊

疗规范性。 （于紫月）

我国首个
脑血管病大模型问世

“去年我们接触的客户对大模型

的认知还相对较少，质疑的声音比较

多。今年我们明显感觉到，大家讨论

的已经不是要不要用大模型，而是如

何用的问题。”在近日举行的“云端眺

望 数智共生”2024浪潮云数智未来大

会上，浪潮云信息技术股份公司（以下

简称“浪潮云”）总经理颜亮说。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完

成备案并上线、能为公众提供服务的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大模型已达190

多个，注册用户数超6亿。其中，行业

大模型占比近70％。从类型看，教育、

金融、办公、政务、医疗是大模型重点

应用领域。

颜亮说，过去两年，各大厂商拼的

是大模型的各种参数；而今年，拼的是

行业大模型的落地应用，是大模型赋

能千行百业的能力。

今年4月，腾讯发布汽车行业大

模型“全域智能”方案，提供从模型、算

力、人工智能工程平台到人工智能应

用的全栈大模型能力底座；同月，浪潮

云发布海若大模型业务战略，精准锚

定政务、交通、应急、制造、医疗和农业

六大领域，加快推动海若大模型在

100个城市落地……

业界普遍认为，行业大模型是“人

工智能+”场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在国际数据公司（IDC）中国研究

总监卢言霞看来，行业大模型驱动人工

智能深入产业。通用大模型与行业大

模型将共同推动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

发展。她认为，应借助大模型东风，重

构数据平台基座，让数据要素与智能技

术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双轮驱动因素。

“行业大模型的竞争还处于‘开

球’阶段，刚刚起步。这个时候大家都

在做各种尝试，难免会走些弯路，但这

是行业发展的必经之路。”颜亮认为，

当前正是产业链转型关键期。建设面

向数据的基础设施是行业大模型更好

落地的关键和前提，而组织的智能化

将成为未来竞争的方向。

面对行业大模型带来的变革，浪潮

云在此次大会上提出“有云处皆智能”

的全新品牌标语。颜亮解释说：“浪潮

云深入理解客户需求，量身定制解决方

案，确保每一朵‘云’都能精准对接，释

放最大智能效能。”同时，浪潮云还注重

生态化运营，通过多中心、场景化、生态

化的智慧运营模式，为各类业务场景提

供定制化智慧支持，助力客户在数字化

转型的浪潮中稳健前行。

为加快数据空间技术在各行业的

推广和应用覆盖，完善相关应用技术、

标准和规范，有效支撑我国数据要素

市场化配置，国家信息中心联合浪潮

云等单位在会上发布《数据空间关键

技术研究报告》。该报告对数据空间

的建设模式、服务模式、运营模式等方

面展开研究，分析数据空间的信任体

系、数据互操作、流通控制、分布式架

构等关键技术路线，总结数据空间面

临的主要挑战和未来发展建议，为有

关单位和行业提供参考。 （操秀英）

行业大模型：打通AI场景应用“最后一公里”

笔者9月15日从中国科学院近代

物理研究所获悉，该所核化学室秦芝

研究员团队，利用兰州重离子加速器

研究装置（HIRFL），以及自主研发的

自动化分离样机系统，在医用同位素

镭-223和锕-225的同步分离制备方

面获得重要进展。

镭-223（半衰期为11.4天）和锕-

225（半衰期为10天）作为两种极具潜

力的阿尔法发射同位素，由于其独特

的物理化学性质，在小体积肿瘤和多

位点转移性癌症的治疗中展现出广泛

的应用前景。然而，传统的镭-223和

锕-225生产方法复杂且效率不高，难

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迫切需要开

发出一种高效且自动化的制备系统。

基于兰州重离子加速器研究装置

提供的中高能质子束和氮束，研究团队

自主研发和建立了一套可同步制备

镭-223和锕-225的自动化分离系统，

建立了完整的“钍靶辐照—分离纯化—

药物标记”的制备工艺路线，显著提高

了镭-223和锕-225分离纯化效率。

通过自动化分离及纯化实验，研

究团队成功地实现了对数百种杂质核

素的有效分离，镭-223和锕-225产

品的分离回收率和放射性纯度最终分

别稳定在62%和92%—96%。团队还

评估了杂质核素锕-226和锕-227的

放射性水平随时间的变化，并利用上

述工艺制得的锕-225成功开展了一

种重要标记化合物的合成研究。

据悉，研究团队将利用这一技术

成果，进一步开展百微居及毫居级镭-

223和锕-225的生产制备工作。

（颉满斌）

两种医用同位素分离纯化效率显著提高

科技运维保供电科技运维保供电

9 月 14

日，在合肥市

长丰县吴山镇

500 千伏龙门

变电站内，智

能机器人正在

巡 视 电 力 设

备，国网合肥

供电公司变电

运维人员利用

红外测温仪掌

握设备运行情

况，确保节日

期间城市平稳

供电。

李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