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通”2.0在家庭场景中与“妈妈”交互。
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供图

全球首个通用智能人“通通”长大了
姻本报记者赵广立

在 3月 29日召开的 2025中关村论坛
年会通用人工智能论坛上，北京通用人工智
能研究院发布了全球首个通用智能人“通通”
的 2.0版本，“通通”从去年“三四岁的小女
孩”变成了“五六岁的小女孩”。

据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先进技术中
心执行主任陈浩介绍，“通通”2.0在语言、认
知、动作、学习、情绪、交互方面实现了多种核
心能力的升级。

一个有价值观、世界观的小女孩

“通通”2.0版本塑造了一个有自身价
值观、世界观的小女孩虚拟形象，在理解对
话目标意图的基础上，遵循自身价值和人
格，如好奇、勤快、爱干净等，利用对话策略
引导对话的走向。陈浩介绍，“通通”2.0在
价值调控对话生成、消除模型幻觉、保持对
话前后连贯性以及“言行一致”等方面取得
了突破。

例如，当妈妈要求“通通”睡觉，或者吃
她不喜欢的食物时，“通通”可以向妈妈耍
赖，找理由磨蹭，并试图要求妈妈给予奖
励，在多轮协商达成一致后才会实施对应
任务。

除了在“价值与心智驱动的多轮对话”
方面的进步之外，“通通”2.0还在“基于交互
反馈的推理和学习”方面有新的突破。

作为“生活”在高度仿真的复杂、动态
三维虚拟场景中的智能体，“通通”1.0会因
周围环境时刻变化导致无法顺利完成规划
任务，而“通通”2.0可以实时响应外界场景
的变化，进行反思和重新规划，对已有任务
进行挂起、恢复、修改或取消等处理，同时
动态生成新的任务规划，从而以更灵活、智
能、多变的方式完成指令。

在论坛上，工作人员现场演示了当“通

通”想打开空调时，研究人员利用虚拟现实
（VR）手多次改变遥控器位置“刁难”她，
“通通”进行了一系列尝试，靠脱鞋上沙发、
利用沙发上的靠垫增加高度最终拿到放在
墙架上的遥控器。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还为“通通”打造
了幼儿园、六口之家等多智能体场景，并在
场景中设置了各自独立，具备自身价值、能
力、人设、状态的多个智能体，使“通通”拥
有了自己的家人和朋友。陈浩介绍说，在多
智能体场景中，“通通”不仅需要了解周围
环境，还需要了解环境中其他智能体，并在
此基础之上进行自身的任务规划，包括发
起和响应对话，实施帮助、捣乱等复杂行为
交互等。

挖掘“水面以下”的人工智能创新

在主题为《时代之变：中国通用人工智
能战略前瞻》的大会报告中，北京通用人工
智能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
院院长朱松纯谈到，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
创新如冰山结构般分为五个层次，其中“水
面以上部分”包括执行层、算法层和模型
层，这些是容易理解与实践的部分，相对而
言也比较容易通过算法创新来改变和发
展，比如 DeepSeek 和 OpenAI；而“水面以
下部分”包括理论层和哲学层，是智能内在
的、难以测量的部分。

他介绍，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的
研究主要围绕模型、梳理框架（理论层）和
哲学层展开。
“‘水面以下部分’不太容易通过表层

的影响而得到改变，却对智能的发展起着
关键性作用。”朱松纯表示，理论层是人工
智能的数理框架，哲学层则关乎智能的本
质。“通通”正是一个由价值、因果驱动的通

用人工智能系统原型，其突
破性就在于“实现了由底层
哲学层与理论层到顶层的
全栈式创新架构”。

据介绍，随着“通通”的
持续迭代，她的能力也在稳
步提升。目前研究人员正利
用认知心理学定义的 5至 6
岁儿童应掌握的经典任务对
她进行测试。“通通”也已经通过了多项综合
性强、复杂度高的任务考核。

从“小女孩”到“大社会”

“通通”现在还缺少一些社会认知和交
互。不过，研究人员表示，“通通”下一步就
会与社会知识和规则“接轨”，通过多智能
交互，产生一些社会关系和契约，进化成为
“社会智能体”。

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多智能体实
验室负责人陈烁表示：“未来它将成为通用
底座支撑各类垂直应用场景，进一步学习
行业特定的知识和技能，形成千万个‘通用
智能人’赋能千行百业。”

陈烁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从单
体智能向群体智能和社会级智能演进。在
这一趋势下，社会级智能体的研究正成为
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方向。
“社会级智能体基于对社会结构和社

会运行规律的深度理解，建模政府、企事业
单位等各层级主体，实现对社会复杂关系
网络的精准分析与协同处理，能够广泛应
用于城市管理、公共资源调配、应急响应等
社会治理场景。”陈烁表示，“通过社会级智
能体的赋能，我们有望构建更加高效、有序
与可持续发展的智慧社会。”

论坛现场发布的“大型社会模拟器”，

就是一个社会级智能体学习和实践的仿真
模拟平台。该模拟器由北京大学武汉人工
智能研究院（以下简称北武院）和北京通用
人工智能研究院共同研发。其借助分布式
计算、高并发调度技术，在高度拟真的 3D
仿真环境中模拟个体智能体与社会级智能
体的交互和演化过程。

据了解，大型社会模拟器目前已在武
汉东湖高新区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综合
基地推出 V1.0版本。为提供高度拟真的城
市仿真空间，北武院研发团队已完成 518
平方公里的 L1至 L5级数据建模，并支持
全场景实时天气与光照的动态仿真。

陈烁介绍说，为了精准对个体级智能
体和社会级智能体进行建模，团队采集了
大量脱敏的社会运行数据，汇聚人口、企
业、经济发展、交通运行和基础服务设施等
五大主题，囊括企业特征、人口结构、消费
行为、社会经济状况等 10余个核心领域以
及 170余项指标。
“基于这些数据，大型社会模拟器 V

1.0全面建模了个体、组织、市场、政府、交
通、公共资源这六大社会要素及其交互演
化。”陈烁说，未来，希望通过“通用智能
体+行业智能体 +社会智能体”矩阵建设，
以“原创技术—产业赋能—社会智能”三级
联动模式，推动人工智能从单一智能向社
会智能转变。

有一句网络流行语———“刻进 DNA
里的××”，它并非毫无科学依据。
人为什么爱喝咖啡？为什么身材会呈

现“环肥燕瘦”？为什么一些人更容易得抑
郁症等复杂疾病？诸多现象背后都有基因
的影子。不过，这些基因在人体的哪个角落
悄然发力，又如何借助特定位置的细胞影
响疾病的发生，一直以来，无人知晓。
西湖大学教授杨剑通过结合全基因组

关联研究和空间转录组数据，开发了一种
名为 gsMap的全新分析方法，成功描绘了
与人类复杂疾病和性状相关的细胞在组织
中的空间分布图。近日，相关研究成果发表
于《自然》。
“过去，我们知道某些基因与疾病有

关，但不知道这些基因在身体的哪个部
位、哪种细胞里起作用。现在，gsMap能像
GPS（全球定位系统）一样，在组织中锁定
这些细胞的‘坐标’。”论文通讯作者杨剑
打了个形象的比方。

给细胞装上“GPS”

在遗传学研究领域，全基因组关联研
究（GWAS）一直是解析复杂疾病遗传基础
的关键工具。通过对比数万甚至数十万人
的基因组数据，科学家们已发现大量与肥
胖、糖尿病、精神疾病等复杂疾病相关的遗
传变异。

杨剑团队在这一领域扎根 10余年，开
发了 GCTA、SMR、OSCA 等计算生物学
分析软件，并整合了一系列 GWAS方法。
在这一过程中，团队发现，虽然 GWAS 能
够鉴定与复杂疾病（性状）相关的遗传变
异，但这些变异如何通过人体组织中特定
位置的细胞影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仍是
当前人类遗传学研究中的未解之谜。

论文第一作者、西湖大学博士研究生
宋立阳向《中国科学报》解释：“相同的细胞
类型，在不同位置对疾病的影响可能不同。
确定与疾病相关的细胞在组织中的具体位

置，可以帮助我们追溯疾病的源头。”
近年来，空间转录组学（ST）的发展为

这一研究领域带来了新希望。
“我们一直知道这一研究方向的重要

性，但缺乏合适的数据来推进。”杨剑指出，
“过去几年间，空间转录组技术取得了快速
进展，提供了大量的相关数据。”

研究发现，空间转录组技术能够提供
细胞的基因表达谱和在组织样本中的空间
位置信息。通过将全基因组关联研究的“基
因 -疾病”关联与 ST的“基因 -细胞”信
息结合，团队开发了一种新的分析方
法———gsMap。
“具体而言，gsMap首先为每个细胞识别

一组‘标签基因’，这些基因在特定细胞中高
表达，成为细胞的‘身份证’。”论文共同第一
作者、西湖大学博士研究生陈文浩表示，以这
些基因为桥梁，通过人类遗传学方法，将全基
因组关联研究和空间转录组数据相结合，构
建疾病、性状与细胞的关联。通过这种方式，

gsMap能够在单细胞水平上描绘出疾病相关
细胞在组织中的空间分布。

就像给细胞装上“GPS”，gsMap可以绘
制出与人类复杂疾病或性状相关的细胞在
组织中的具体位置和分布。

找到“藏身之处”

“借助 gsMap，我们能够在组织里找到
与疾病相关细胞的‘藏身之处’。”杨剑向
《中国科学报》解释，“gsMap并非探究疾病
发生后细胞的变化，而是识别哪些细胞可
能是疾病发生的源头。这有助于我们更清
晰地了解疾病在体内的发生机制，为疾病
的早期诊断和干预提供可能。”

gsMap不仅能锁定与疾病相关的组织区
域，还能精细到单个细胞的级别。杨剑打了个
比方：“这就好比在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
中，不仅能找到犯罪率高的区域，还能精确到
某栋楼里的某个住户。”

这种方法不受物种限制，能够将人类
的 GWAS数据映射到动物的 ST数据上。
在小鼠胚胎的空间转录组数据里，杨剑团
队通过 gsMap重现了多种已知的细胞与性
状关联模式。研究显示，与智商关系密切的
细胞大多分布在大脑，与血红蛋白浓度相
关的细胞主要集中在肝脏，而与身高相关
的细胞则分布在软骨……
“我们可以在动物中找到与人类疾病

相关的细胞，为建立更准确的疾病模型提
供可能。”宋立阳表示。

仅仅是一个开始

找到基因变异的细胞定位后，gsMap
如何帮助治疗或预防疾病呢？

杨剑告诉《中国科学报》：“gsMap可以
帮助研究人员确定疾病发生的关键细胞类
型以及它们在组织中的具体位置，使针对
性的治疗成为可能。”

在研究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等复杂脑

疾病及智商等性状时，团队借助 gsMap探
索了不同脑区与精神疾病及认知功能相关
的细胞。他们发现，谷氨酸能神经元在多种
脑疾病和性状中关联显著。结合药物数据
库，他们发现内侧前额叶深部的高表达基
因在精神药物靶点基因中的富集程度是其
他大脑皮层区域的 16倍，凸显了该脑区对
抑郁症干预和靶向治疗的关键作用。

在药物研发方面，杨剑指出，gsMap能
确定与疾病相关的细胞靶点，为开发更有
效的药物提供可能的方向。

如果将来这一研究成果可以应用，复
杂疾病的治疗将无须全身给药，而是定向
递送到特定细胞类型和位置，从而减少副
作用并提高治疗效果。杨剑形象地比喻道：
“这就像导弹精准打击某个具体目标，而非
无差别地轰炸整座城市。”

20余年来，杨剑一直专注于复杂性状
的遗传基础领域。他认为，确定基因如何影
响复杂疾病，不仅是科学问题，更具有重要
的社会意义。

杨剑指出，在科学层面，理解人与人之
间的基因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影响疾
病的发生和发展，直接关系到对疾病的理
解与治疗效果；在社会层面，在全球老龄化
进程加速的背景下，慢性疾病的负担越发
沉重，如果这些复杂疾病的病因难以探究
和根除，就会给社会经济和人民健康带来
巨大压力。

因此，确定哪些基因对疾病有重要影
响，这些基因在哪些细胞中起作用，以及在
身体的哪个部位分布，是当前亟须回答的
关键问题。

杨剑表示：“我们的研究仅仅是一个开
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期待更多的
科研人员、医疗机构和相关行业参与进来，
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和应用途径，为复杂疾
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新策略，为提高全球
公共健康水平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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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实习生李蓉记者温才妃

《北京 6G创新发展白皮书（2025）》发布
本报讯（见习记者赵宇彤）3

月 29日，在 2025中关村论坛年
会平行论坛———6G技术与产业
创新论坛上，北京市科委、中关
村管委会发布了《北京 6G创新
发展白皮书（2025）》（以下简称
《白皮书》）。

《白皮书》全面总结了北京
市 6G 资源优势及创新成果。
据悉，北京的 16所“双一流”高
校设立通信学科；超 200位顶
尖学者与 1.4万名通信领域科
研人员集聚，形成全球领先的
6G人才高地；北京已构建南北
协同的 6G产业布局，具备覆
盖网络运营、设备制造、终端研
发、芯片设计、测试仪表的完整
产业链条，形成“链主引领 +全
链协同”的协同优势。

为进一步支持 6G 创新，
北京采取多项举措。在政策方
面，北京发布了《北京 6G 科技
创新与产业培育行动方案

（2024—2030年）》，明确未来几
年北京市在 6G 关键技术突
破、产业关键环节攻关、构建试
验创新体系、打造 6G+X应用
标杆等方面的具体目标与路
径；在资源统筹方面，北京与中
国移动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
建创新型研发机构———中关村
泛联院，并支持中关村泛联院、
北京邮电大学联合产学研力量
建设 6G领域北京市重点实验
室，引领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
在夯实基础方面，北京支持建
设 6G端到端开放试验平台以
及 6G试验验证环境，为产学研
单位开展前沿性和基础性研
究、孵化原创技术提供重要的
试验验证平台，服务北京市 6G
科技创新全过程；在生态构建
方面，北京推动组建 6G通感算
智融合创新开放实验室，推动
6G 通感算智从技术到产业的
全面深度融合。

“食品营养与安全关键技术研发”
重点专项启动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日前，
“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食
品营养与安全关键技术研发”重
点专项“典型慢病人群精准营养
健康食品创制与产业化示范”项
目启动会在广州召开。

据介绍，该项目主要针对
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
酸、神经退行性疾病等典型慢
病人群需求，研发功效精准的
营养健康食品，并实现千吨级
产业化示范。该项目由华南理
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
授赵谋明担任项目首席技术专
家，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联

合国内其他 18家院校、企业和
科研机构共同申报，获 2000万
元人民币经费支持。

项目指导专家组就项目
实施方案、课题融合交叉、参
建单位协同攻关、项目成果
验证应用等方面进行点评。
他们肯定了项目紧扣国家需
求和科技前沿，聚焦精准营
养健康领域，为人类健康发
展作贡献，并建议通过多学
科交叉和产学研合作，突破
健康食品精准化、标准化瓶
颈，为全球慢病营养干预提
供“中国方案”。

第七届中国规模猪场智造论坛举行
本报讯（记者李思辉 实

习生郝丽）近日，第七届中国
规模猪场智造论坛在武汉召
开。本届论坛以“智慧、智库、
智造”为主题，聚焦智能化养
殖技术与产业升级路径，共设
置 10 场学术报告及 3 场圆桌
讨论，分别围绕“现代种业创
新”“智慧养殖落地”“产业链
协同”展开讨论。论坛由华中
农业大学主办、农业农村部智
慧养殖技术重点实验室等多
家单位联合承办。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是全
球最大的生猪生产与消费国，
2024 年全国生猪养殖规模化
率超过 70%，但行业仍面临疫

病防控压力大、智能化水平不
足、环保治理难等挑战。当前，
生猪产业正加速向绿色化、数
智化方向转型，亟须通过科技
创新构建高效、低碳、可持续的
新型养殖体系。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焕春在
开幕式致辞中提出，科技创新
是生猪产业破局关键，人工智
能（AI）技术应与遗传育种、环
境控制等六大领域深度融合，
推动智慧农业生态建设。中国
科学院院士赵春江提出，AI技
术需从“计算智能”向“认知智
能”跃升，通过智能环境测控、
生猪表型解析等技术构建全流
程智慧养殖体系。

我国钠离子电池商用车解决方案亮相
本报讯（记者沈春蕾）3

月 28 日，中科海钠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海
钠）在安徽省阜阳市举行了商
用车动力电池技术突破与价
值重构产品发布会。钠离子电
池商用车解决方案正式亮相。

当前，随着全面电动化时
代的到来，新能源市场正同步
开启商用车电动化征程，终端
用户也对动力电池系统提出了
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中科海
钠发布了全新的新能源商用车
钠离子电池解决方案。该方案
针对不同场景的差异化需求，
提供“海星 K150”“海星 K210”

“海星 K280”和“海星 K350”四
款产品型号，前两款产品专为
短倒运输场景设计，后两款产
品则精准定位物流运输领域的
技术需求。

数据显示，该方案所用电芯
能量密度突破 165瓦时 /千克，
能在 20～25 分钟快速完成
100%充电，且快充模式下循环寿
命仍能超过 8000次，电池剩余
电量测算精度能精准至 2%以
内，整包快充温升≤10℃，结合
-40℃至 45℃宽温域稳定放电
的性能优势，有效降低电池能量
损耗，大幅提高电量利用率，为
商用车提供全天候的可靠支撑。

1型糖尿病专病大模型打造智慧化生态
本报讯（记者王敏）“在中

国数十万 1 型糖尿病患者中，
大多数患者每天要扎 7次手指
测血糖、注射 4 次胰岛素、有
65%的患者经历过夜间严重低
血糖的生死时刻，但只有不到
20%的患者能达到血糖控制目
标。”3月 29日，1型糖尿病专
病大模型在安徽合肥发布，安
徽医科大学校长、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讲席教授翁建平罗列了
上述数据。

据了解，此次发布的 1型糖
尿病专病大模型是国家科技创
新 2030“癌症、心脑血管、呼吸
和代谢性疾病防治研究”重大专
项的核心成果，由安徽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主导推动，瞄准 1型糖
尿病诊疗痛点，翁建平担任首席
科学家，联合高校科研团队和相
关企业协同攻关。

1型糖尿病专病大模型以

“权威知识中枢”“动态感知网
络”“决策支持引擎”三大技术
支柱为核心，实现了多项突
破。一是集成 65 个专科场景
临床路径、135 部诊疗指南以
及 2000 万份真实病例数据，
构建起全球最大 1 型糖尿病
知识图谱；二是依托人工智能
物联网技术实时监测 14 维代
谢参数，使异常血糖捕捉灵敏
度达 99.2%，较传统方式提高
40%；三是可生成膳食、运动、
胰岛素调整等八大维度个性
化方案，推动诊疗迈入“千人
千策”精准时代。
“1 型糖尿病专病大模型

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将重构
1 型糖尿病‘筛 - 诊 - 治 -
管’全病程管理闭环，为患者
打造贯穿预防、干预、康复的
全周期智慧化服务生态。”翁
建平表示。

按图索技

虹鳟。 中国海洋大学供图

我国首枚虹鳟育种芯片问世
本报讯近日，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

院教授高勤峰团队联合山东海洋集团与
华智生物技术公司，成功研发出国内首
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虹鳟单核苷酸多
态性（SNP）育种芯片“虹芯 1号”。这标
志着我国虹鳟育种技术实现重大突破，
为水产种业装上“中国芯”。

据了解，虹鳟作为全球重要经济鱼
类，自 1959年引入中国后，已在我国 12
个省份形成规模化养殖，年产量达 4万
吨。但其长期依赖进口“全雌三倍体”苗
种的现状，始终制约着产业自主发展。由
于鲑鳟鱼类基因组规模庞大，传统育种
方法成本高、周期长，而国外现有的两款
育种芯片或因位点冗余，或因群体适配

性差，难以满足国内需求。
“针对这些痛点，我们创新采用 cG-

PS靶向测序分型技术，构建起覆盖国内
外多群体的 51508 个高质量 SNP 位点
库。”高勤峰介绍，其中 67%的位点源自
山东、辽宁、甘肃等国内主产区，并整合
欧美多国遗传资源，既保证芯片对本土
群体的适配性，又具备国际视野。相较于
2014年美国农业部开发的 5.7万位点芯
片（含 2 万冗余位点）和 2021 年法国发
布的 66.7万位点芯片，“虹芯 1号”通过
精准筛选，实现了位点密度与检测效率
的平衡。

该芯片可广泛应用于种质鉴定、遗
传图谱构建及全基因组选择育种等领

域。研究人员通过对比发现，其分型准确
率较传统方法提升 40%，检测成本降低
60%，显著缩短了育种周期。在山东潍坊
等地的应用显示，芯片已助力培育出抗
病性更强、生长速度提升 15%的虹鳟新
品系。
“这是基因组选择育种技术在我国

水产领域的里程碑式突破。”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专家表示，该成果不仅破解了

虹鳟种源依赖进口的难题，更为大黄鱼、
对虾等其他重要经济物种的芯片研发提
供了技术范本。随着深远海养殖装备技
术的突破，国产育种芯片与智能养殖体
系的深度融合，有望推动我国虹鳟产业
向百亿级规模迈进。

目前，“虹芯 1号”已进入产业化应
用阶段，首批 10万尾自主培育苗种将于
今年秋季投放市场。 （廖洋左伟）

与抑郁症相关神经细胞在食蟹猴内侧
前额叶皮层深部的分布。 课题组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