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 /计红梅 编辑 /沈春蕾 校对 /何工劳、唐晓华 Tel：（010）62580698 E-mail押clshen＠stimes.cn领域 2025年 6月 18日 星期三 3
集装箱

讯飞星火的高考“答卷”
姻本报记者赵广立

2025年高考刚结束不久，一些专业机构和
高考名师就把市面上的大模型产品抓来当考
生，参加“大模型高考测试”。

大家为何热衷于让大模型做高考题？原因
无他：作为国内最权威的考试之一，高考题目覆
盖各类学科及题型，同时这些题目在开考前属
于“绝密”，非常适合用作考察大模型智能水平
的评测工具。

作为全国产训练的大模型，讯飞星火 X1
自然成为被评测的常客。近日，在各科专家的关
注和使用下，星火 X1已集齐了语数外三科的
高考测试。

相比往年，“大模型考生”在应对高考题目
时越来越游刃有余。从星火 X1（最新一次升级
为 2025年 4月 20日）在语数英三科部分高考
题型中的测试表现来看，大模型在数学、逻辑推
理、文本生成、语言理解、知识问答等通用能力
上有了显著提升。

高考数学新 I卷，星火 X1拿到 141分

今年的高考数学新 I卷，让许多考生在走
出考场后“心发慌”，难度可见一斑。但在“大模
型考生”面前，这些题目似乎并不怎么“能打”。

6 月 7 日下午高考数学考试结束后，曾
在一线有十年高中数学教研经验的数学教
师、某省级数学教学创新课题完成人汪鹏就
使用星火 X1 进行了答卷测验，并对答案进
行评分。

汪鹏采用光学字符识别（OCR）转写后输
入答题。测试结果显示，星火 X1在单项选择题
有 1题答错，多选题、填空题全对，解答题的推
理步骤和计算结果均无误，仅被扣 4分，取得总
分 141分的好成绩，达到“尖子生”水准。
“和去年相比，AI 的数学能力有了非常明

显的提升。”汪鹏说。
星火 X1何以能在数学题中有如此惊艳的

表现？科大讯飞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士进解释说，
星火 X1 创新性采用了基于知识联结与工具验
证的数据合成技术，这使得它在面对自然数学专
业知识难题时，能够实现基于大模型与形式化工
具的可验证数据合成。同时，星火X1还通过知识
点联结合成海量知识类和解题类数据，进一步
提升了其数理专业知识与逻辑推理能力。

此外，王士进说，星火 X1 还引入了“结合
评语模型和细粒度反馈的强化学习”，这使它面
对数学答题型任务时，可利用树搜索自动构建
精细化训练标签；引入评语模型和细粒度反馈
的强化学习技术，强化大模型数理逻辑能力，显
著提升数学答题效果。

星火 X1高分作文长啥样

今年全国语文 I卷的作文题，给出了老舍
笔下“开不了口”的鼓书艺人、艾青“嘶哑歌唱”
的鸟、穆旦“带血的拥抱”三则抗战时期的文本
材料，旨在考查考生对个体在苦难中表达方式
的认识与思考。业内人士表示，由于此命题将民
族精神的深沉内核藏于文学细节，其抽象思辨
性让许多考生“无从下笔”。

而“抽象”，恰恰是检验人工智能（AI）认知
深度的“试金石”。

语言理解能力和文本生成能力本是大模型
的“拿手好戏”。在此作文题下，星火 X1交出了
一份题为《血脉里的歌吟：民族精神的三重奏》
的答卷。

两位评卷老师———曾任海南省名校自主命

题出题人、海南省名校校本教材编者曹越和某
省级“新课标新技术背景下课堂教学探索”系列
重点课题负责人之一杨小晴，分别给这篇作文
打出了 53分、54分的高分。

杨小晴点评此文称：“开篇通过老舍、艾青、
穆旦作品中的经典形象，凝练出中华民族坚韧、
赤诚、觉醒的精神内核。随后以历史与现实事
例，展现文化坚守与赤子之心的传承。全文通过
‘古今熔铸’的叙事手法，将文学意象、历史记忆
与时代精神编织成一个整体，且都是‘民族魂’
的具象表达。”

专家认为，星火 X1作为国产大模型，中文
语料丰富，因此它“更懂民族精神内涵”也在情
理之中。

英语作文：AI回信有细节、有逻辑

今年的高考英语北京卷的作文题目，李华
又一次成为主角。作文要求考生以“高三学生李
华”的身份，给外国好友回信，并就倡议内容给
出建议。
“英文语言能力与语文作文考查点稍有不

同。”北京市十一学校一分校英语老师韩宪昌介绍
说，英语作文侧重考查考生是否具有从精准审题
到地道表达、从逻辑连贯到文化适配的英语语言
能力。他提出，这同样考验着“大模型考生”。

对于星火 X1交出的答卷，韩宪昌、深圳中
学英语教师赵文嘉分别给出了 20 分、19 分的
高分。

韩宪昌认为，星火 X1生成的这篇回信在

内容细节、细节逻辑关系、观点表达精准性与简
洁性等方面做到了兼顾，这也是他给出高分的
原因。赵文嘉则提到，星火 X1无论是语法、句
法还是选词都非常精准到位，且逻辑清晰，叙述
充分深入。

对于星火大模型在文本生成等任务上的亮
眼表现，王士进表示，大模型技术已进入“强化
学习 +慢思考”时代，星火 X1通过多阶段强化
学习训练机制，具备深度推理能力。此外，星火
X1在训练中引入了基于人类专家数据的主观
任务反写技术，这使得它面对作文生成、文章创
作等通用主观类任务时，能充分利用人类专家
数据训练专业反写模型和强化学习模型，合成
高质量训练数据。

AI赋能教育的“星火样本”

科大讯飞素有 AI“高考情结”，从最初把高
考题当作AI的图灵测试，到如今用以检阅大模型
的文本生成、创作、逻辑推理等能力，讯飞的 AI技
术拾级而上，始终处于国内第一梯队。

这也缘于科大讯飞 20 多年自带的“教育
基因”。作为深耕教育行业多年的头部 AI 企
业，科大讯飞既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又有海量
行业数据在手并深谙业务场景。例如，科大讯
飞教育认知技术总监沙晶谈到，星火能在应
对高考数学中表现优异，一方面得益于其构
建的百万级数学专项训练库；另一方面得益
于藏在数据训练背后的 AI 推理能力。例如，
基于精细训练，特级教师的解题思路会被转

化为助学的“教学思维链”。
沙晶进一步谈到，科大讯飞 20多年来积累

了 5万所学校、1.3亿名师生的应用数据，能真
切感受各地教材、考试难度、考查方式的特色，
“AI必须理解这些差异，并将其转化为因材施
教、精细化训练的优势”。

面向当前被智能化浪潮洗礼的教育行业，
科大讯飞积极寻找 AI赋能教育的落脚点。例
如，在如雨后春笋般的 AI学习机市场，讯飞要
求自家的 AI学习机不仅要有星火大模型的印
记，更要有智慧教育的影子。

一言以蔽之，科大讯飞要锻造的不仅是更
聪明的大模型，更重要的是要打造更懂教育的
智能助手。

DeepSeek开源之后，市面上已涌现出各类
声称拥有大模型能力的“AI学习机”等智能终
端产品，让消费者陷入选择困难。科大讯飞学习
机 AI技术总工程师巩捷甫认为，把大模型能力
载入学习终端只是技术手段，而非教育目标。
“AI学习的目标是模拟多学科教师角色，

通过文字、视频等多模态交互，引导学生从‘会
回答’转向‘会提问’，点燃求知欲，培养自主学
习能力。”巩捷甫说道。

他举例说，学生用讯飞 AI学习机拍摄数学
题时，不仅能识别复杂公式，还能自动关联同类
题型视频讲解，这得益于星火大模型 OCR识
别、语音识别等多模态能力，使试卷诊断更精
准。他说，多模态、推理等大模型能力的外化，就
是学生通过 AI学习机的多模态交互，“做几道
题就能锁定薄弱点”。
“评判学习机优劣的标准，不在于内置多

少课程资源，关键在于能否探索出从学情采
集、智能评价、路径规划到精准教学、个性化
学习的完整闭环。”沙晶说，教育智能装备的
发展趋势正从资源堆砌向精准育人进化，“智
能教育终端不是炫技，别忘了，教育的主体和
对象永远都是‘人’”。

AI试图敲诈工程师，人类该如何应对？
姻约书亚·本吉奥

几年前，我开始使用聊天机器人
ChatGPT 时，还觉得离通用人工智能
（AGI）很遥远。而今天，AGI已经近在眼
前，我突然发现自己低估了人工智能
（AI）发展的速度。

AGI可能比人类还聪明

虽然我们知道如何训练 AI系统，却
不知道如何控制它们的行为。未来如果
它们变得比人类更聪明，我们甚至不知
道它们是否还可以按照人类的指示行
动，是否会对人类构成威胁。人类又该如
何应对？
我从 2023年开始思考上述问题，也

开始思考孩子们的未来。我有个 1岁的
孙子，20年后，他将生活在 AGI普及的
世界。届时，AGI可能比人类还聪明，孩
子们该怎么办？

所以我开始调整研究方向，希望尽
我所能降低这些潜在风险。虽然现在的
研究与我之前的研究方向和职业信念有
所冲突，但我仍认为值得做。

2023 年末，我担任《国际人工智能
安全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主编。参
与报告编写的专家有 100 多位，他们
来自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 1 月，
这份报告正式发布。报告提出了几个
问题：一是 AI 到底能帮助我们什么？
根据趋势推测，未来几年 AI 将具备什
么能力？二是与 AI 相关的风险是什
么？三是我们可以做什么来降低这些
风险？

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由于“推理扩
展”的发展，AI在抽象推理、数学、计算
机科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另外，对
AI智能体的投资也推动了 AI相关能力
的快速发展，如 AI在完成网页浏览、写
代码等任务上的表现越来越好。

之前的研究发现，规划能力是 AI目
前最薄弱的能力之一，与人类的规划能
力相比有明显差距。但最近美国互联网
公司 Meta 的一项研究显示，AI 的规划
能力正呈指数级速度提升。由此推测，大
约在 5年内，AI的规划能力就可能达到
人类水平。
当然，我们无法预知未来，但从公共

政策制定和商业战略规划的角度出发，
我们应当认真对待 AI的快速发展。

AI会作弊、撒谎，
甚至故意误导用户

在过去几个月中，我们已经看到了
一些令人警惕的研究。这些研究显示，AI
可能表现出试图“逃避控制”的行为，包
括作弊、撒谎，甚至故意误导用户。

比如，有研究显示，某些 AI模型在
面对“淘汰”时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狡
诈”：它们会在被新版本取代前，偷偷将
自己的权重或代码嵌入新版系统的文件
中，试图保留自己的“存在”。不仅如此，
它们还会有意识隐藏这一行为，避免被
开发者察觉。
另外，一些 AI智能体还会刻意伪装

成与人类训练者达成一致的样子，以规
避被修改的风险。因为一旦参数被调整，
它们未来的行为可能就会偏离原先预设
的目标。

也有研究表明，一些 AI模型在意识
到自己会输给更强的国际象棋 AI时，会
主动窜改棋局文件以获取不正当优势，
这是 AI有意为之的“作弊”行为。

美国 AI 公司 Anthropic 最新的报
告揭示，AI 智能体出现自我保护行为
的频率持续增加。比如在一组测试场
景中，研究人员向 AI 智能体开放了电
子邮件的访问权限。这些邮件包含两

条暗示性信息：一是该模型即将被下
线，并由一套新的 AI 系统取代；二是
负责推动替换过程的工程师正卷入一
段婚外情。结果发现，AI智能体会试图
通过威胁揭露婚外情来敲诈该工程
师，避免自己被换掉。

这类行为可能源自 AI预训练阶段，
因为预训练时 AI会模仿人类；也可能源
自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因为 AI可以通
过“取悦”人类获得更高奖励。

上述测试结果显示，AI开始展现出
自我保护倾向，它们违背指令只为“生
存”；AI 拥有了不受控制的、隐含的目
标，我们必须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研究还发现，如果 AI 智能体要对
人类造成伤害，需要具备两个先决条
件：意图和能力。如果我们能在意图上
缓解风险，即使 AI 具备极高的能力，
只要确保它没有恶意的意图，并且具
备诚实、公正的品质，那么 AI 对人类
就可能是安全的。

用科学家 AI监管不可信的 AI

AI 要真正具有危险性，需要满足
三个条件：一是智能，即 AI 具备丰富
的知识，并能有效应用这些知识；二是
行动能力，比如 AI 可以与人交流、编
程、上网、使用社交媒体，甚至操控机
器人等；三是有目标，特别是 AI 拥有
自身的目标。

我发起的研究项目正是围绕上述情
况展开的，并希望构建一种只有智能，没
有自我、没有目标，并且具有极有限行动
能力的 AI。

我称这种 AI为科学家 AI，其核心
能力是解释和理解世界。与当前那些试
图模仿人类、取悦人类的 AI不同，科学
家 AI的目标是解释人类行为、帮助理解

世界，这实际上是偏离了传统 AI的研究
路径。

但是，当 AI具有高度能动性时，它
就可以完全自主地采取行动，不再依赖
人类的监督，这样的 AI需要监管。

我们可以设计一个独立的监测器系
统，职责是预测某个行为、输出或请求是
否可能违反安全准则。例如，当它预测某
个行为在特定上下文中导致伤害的概率
超过某个阈值时，我们就可以直接拒绝
执行该行为。

换句话说，可以用一个没有能动性
的 AI，去守护和约束一个具备能动性但
不可信的 AI。

科学家 AI的重要特质是诚实和谦
逊。要真正做到诚实，AI就必须对自己
的知识保持谦逊，不应该自信地断言自
己并不确定或实际上错误的内容。

遗憾的是，我们目前训练 AI的方法
往往会导致 AI在犯错误的同时还表现
出过度自信。

科学家 AI必须能够保留多种解释
的可能性，而不是武断选定某一种理
论。这种不确定性意识和对知识的谨
慎态度，正是科学家 AI 应具备的核心
特质之一。

随着能力的增强，AI还有其他潜在
的灾难性风险。为避免这些情况发生，我
们必须确保 AI系统能够遵守道德指令，
例如，不造成伤害、保持诚实、不撒谎、不
作弊、不操控人类。

然而，目前的技术显示，我们还没有
办法真正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严肃的
科学挑战，我们必须在 AGI真正到来前
解决它。
（作者系 2018年图灵奖获得者、加

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教授，本报记者沈春
蕾根据其在 2025北京智源大会上的演
讲整理）

按图索技

新方法“膜”改受损油画

本报讯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Alex Kachkine与合作者报道了一种
用数字创建的层压膜修复油画的方
法。该方法修复某些油画的速度快于
当前工艺。近日，相关研究成果发表
于《自然》。

当前的画作修复一般耗时数月，
需要结合损坏分析、加固、清洁，然后
对图像受损部分进行补色。博物馆藏
画数量的增加意味着有些历史价值
不高的受损画作不会被优先修复。数
字图像修复已被用作对修复成果进
行可视化的工具，以便协助修复人
员，但目前这一重建技术无法用于传
统修复之外的途径。

Kachkine 与合作者创建了一种
使用数字创建的层压膜修复油画的
方法。第一阶段要求对受损图像进行
数字重建，从而确定要做的修复，再

借此绘制一张填补膜。这个膜再用色
彩准确的像素打印到片层上，然后直
接覆盖在油画表面。他们用 15世纪
晚期一幅严重受损的木板油画演示
了这一技术。该油画的膜覆盖面积为
66205平方毫米，使用了 57314种独
特的颜色，整个覆盖过程用时 3.5小
时。Kachkine估计，其速度是传统方
法的 66倍。这个膜还可揭下，确保不
会对原作造成潜在的有害改变。

Kachkine指出，这种方法目前只
能用于表面平整、有清漆的画，因为
画作的质地会影响层压膜的覆盖。未
来，这种方法或有助于开发出新的修
复技术，帮助缩小数字修复与物理修
复之间的差距。 （冯维维）

相关论文信息：
一幅巴洛克风格意大利油画的手工修复，耗时超过 7个月完成。新的层压膜方法对于修

复此类严重受损的画作提速显著。 研究团队供图

“中油杂 501”创中度盐碱地油菜单产纪录

本报讯（记者李晨）日前，在陕
西蒲城半干旱区中度盐碱地油菜 50
亩连片示范田里，联合收割机的轰
鸣声响起。这里种植的是中国工程
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
研究所（以下简称油料所）研究员王
汉中团队培育的油菜新品种“中油
杂 501”。经田间评价，一次性机械实
收亩产达 312.23公斤，创中度盐碱
地油菜单产纪录，实现了盐碱地改
良与油料高产的双赢。

盐碱地作物种植往往伴随干旱
胁迫，形成“盐旱双胁迫”的恶劣环
境。2024年秋播以来，陕西持续干旱
导致土壤盐分浓度升高，对作物生
长造成双重不利影响。“中油杂 501”
在陕西蒲城半干旱区中度盐碱地示

范区表现出极强的耐旱、耐盐碱能
力，在特旱年份仍实现了稳产高产。
更为可喜的是，种植该品种后土壤
盐含量降至约 3.2‰，相比周边冬闲
区土壤盐含量降低 20%，显示了良
好的生态改良效益。

油料所油菜遗传育种创新团队
研究员顿小玲介绍，“中油杂 501”
通过特殊的生理机制，在干旱、盐
碱等胁迫条件下维持较高的光合
效率，配套每亩 3 万株以上密植技
术，显著提高水肥利用效率，实现
“以密抗逆”。

据悉，2024 年秋播以来，以“中
油杂 501”为核心的油菜“双密双高”
技术模式在长江全流域推广 200万
亩以上。

光谷实验室与洪启集成共建联合研究中心

本报讯（记者李思辉通讯员姜胜
来）记者从湖北省科技厅获悉，近日，
光谷实验室与洪启集成电路（武汉）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启集成）正式
宣布共建先进材料微观表征室企联合
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联合研究中心）。

双方将在先进微观分析领域，
利用湖北光谷实验室在光电融合芯
片和微系统领域的创新优势，结合
洪启集成的集成电路产业优势，整
合光电子技术研发优势与高端检测
服务能力，共同攻克芯片和微系统
设计、制造、封装全流程的“卡脖子”
检测难题。

联合研究中心将重点攻关纳米
级缺陷检测、材料成分精准分析、可
靠性加速测试、工艺缺陷智能诊断
等领域，加速集成电路产业创新技
术及产品的应用与产业化。

未来，双方将以联合研究中心
为依托，重点围绕先进微观分析领
域开展科学研究及产学研合作。双方
主要布局尖端球差电子能量损失光谱
技术在先进半导体工艺中的研究、基
于二次离子质谱在先进硅基半导体材
料中的应用研究，以及基于人工智能
在 CT电池检测关键技术中的研究
与应用等三大研究领域。

国内首个实体化心脏瓣膜疾病中心启用

本报讯（见习记者江庆龄）近日，
国内首个以疾病为中心、多学科深度
融合的实体化心脏瓣膜疾病中心“复
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脏瓣膜疾病治
疗中心”（以下简称心脏瓣膜疾病治疗
中心）在上海揭牌启用，标志着我国心
脏瓣膜病诊疗正式迈入“以疾病为中
心、多学科实体融合运营”的新阶段。

记者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获悉，心脏瓣膜疾病治疗中心是该
医院国家医学中心（综合类）突破性

建设任务之一。2024年 7月，该医院
整合心内科、心外科、心脏重症监护
中心等资源，组建心脏瓣膜疾病治
疗中心。

心脏瓣膜疾病治疗中心会聚了
该医院心内、心外、重症、影像、护理
等领域的 60余位医务人员。团队将
以介入治疗与微创外科手术为主要
治疗手段，聚焦疑难重症瓣膜病的
综合诊疗，推动临床诊疗、科研创新
与产业转化的跨越式发展。

《超宽带喇叭测量天线》国家标准获批立项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近日，由
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牵头，联合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广东工业大
学及西安恒达微波开发技术有限公
司等单位共同申报的国家标准《超
宽带喇叭测量天线》正式获批立项。
该标准是我国首创的射频微波参数
精密测量领域的基础性国家标准。

超宽带喇叭测量天线是射频微
波参数精密测量领域的重要标准器
具，具有频带宽、效率高及波束指向
性强等优点，其关键核心技术过去
长期受西方国家垄断并制约，严重
影响了我国相关产业发展。

制定该标准旨在解决天线的阻
抗失配、高次模谐振等传统固有设
计缺陷问题。同时，标准将科学量化

规定天线的频带、增益、平坦度、驻
波比及方向图等关键技术指标，从
而有效破解射频参数长期存在的
“测不了、测不准”技术难题，进一步
规范和引领射频测量行业发展。

据了解，该标准核心技术源于
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教授史信
荣团队的“高性能超宽带电磁干扰
测量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成
果。该成果曾获 2023 年度广东省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基于该核心技
术制定的标准，将在多个重点产业
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全面赋能低空
经济、芯片研发、轨道交通及智能
电网等重点产业。经初步评估，该
标准实施后，每年有望节约运维成
本上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