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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亿篇文献、300个科学计算工具……

“磐石·科学基础大模型”来了
■本报见习记者 江庆龄

当前，人工智能（AI）已在科学研究中广泛
应用，但仍面临科学数据孤岛、专业推理能力不
足、研发生态封闭三大挑战。

为推动“AI+ 科学”向平台化、体系化的新
范式加速转型，中国科学院积极谋划布局，依托
完整的自然科学学科体系、全栈式 AI 创新链
条、重大科学设施及丰富的科学数据资源等优
势，集结中国科学院下属 12家研究单位，共同
组建联合研发团队，致力于开发服务科研的基
座大模型。

7月 26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由中国科
学院众多团队联合研发的“磐石·科学基础大模
型”（以下简称“磐石”）正式发布。该基座模型采用
专业科学知识和数据进行训练，能够深入理解多
种科学模态数据，并具备科学文献萃取融合、科学
知识表征推理和科学工具编排规划等核心能力。

深度赋能科研全流程

在公开亮相前，“磐石”已参加了多场“考
试”：在基础学科领域国际通用的数据集里，达
到数学、物理、化学、材料、生物各学科门类当前
最佳性能；在通用 AI助手测试基准 GAIA、事实
性问答数据集 SimpleQA等国际权威测试中，展
示了领先的科学专业工具调用和科学推理性能；
在“人类终极考试（HLE）”中取得优秀成绩……
“‘刷榜’并不是‘磐石’的目的，更好地服务一

线科研人员、促进科学发现，才是我们的初心。”中
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以下简称自动化所）副所
长曾大军强调，“磐石”始终围绕科研人员的核心
需求，以强大、全面的专业能力支持科学发现。

联合团队组建之初，就考虑让科研人员参
与其中，以更好地将大模型功能与科学家需求
“对齐”。

“如何让 AI 的能力切实服务于科学需求，
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曾大军表示，“得益于
联合团队的独特优势，我们既有‘自上而下’的
有组织科研机制，也不乏青年科学家之间‘自下
而上’的思想碰撞。这些元素交织成一个立体网
络，有效提升了大模型的能力。”

团队在前期调研中发现，尽管当前有许多

面向科学发现的 AI大模型，但它们以各学科微
调通用大模型和各自重复“造轮子”的作坊模式
为主，难以解决通用大模型幻觉强、科学专识薄
弱、逻辑能力差等问题。

为此，联合团队有针对性地进行了部署。
核心架构设计方面，“磐石”采用异构混合

专家架构，在国产开源大模型基础上面向科学
领域“定制”，集成了自主研发的一系列具有共
性科学数据模态的专用模型，并融合了 Al-
phaFold、MatterGen等领域专业模型。
“需要强调的是，‘磐石’和通用大模型之间

的关系是‘松耦合’。”曾大军补充说，“一方面，
我们会对当下优秀的开源大模型进行训练，然后
使用；另一方面，未来一旦出现更优异的其他大模
型，我们也可以快速将其纳入‘磐石’体系中。”

科学能力方面，“磐石”依托中国科学院科
学数据中心体系，已打通了 90PB科学数据，其
中 70%由重大科学基础设施源头生产。此外，
“磐石”覆盖了 250万条高质量科学推理数据和
50万条高难度学科退火数据。目前，“磐石”已系
统掌握数、理、化、天、地、生六大学科核心定理、
定律与专业知识，并实现了对波、谱、场等多种
科学模态数据的深入理解。

曾大军介绍，“磐石”既可直接帮助科研工
作者开展跨学科攻关，也可作为底座平台，提供
开放灵活的平台构架，支撑各学科领域和应用
场景的专业模型研发。

这不仅得益于“磐石”作为大模型基座的能
力，还得益于研发团队配套开发的“磐石·文献
罗盘”和“磐石·工具调度台”两个科学智能体。前
者已接入 1.7亿篇科技文献与实时开源科技信息，
能够辅助科研人员精读文章、撰写综述、评估科研
选题与技术路径；后者可自主规划及调用 300多
个科学计算工具，旨在降低科研工具的使用门槛，
实现工具的协同编排和便捷调用。

在“实操”中减少幻觉问题

“磐石”是在通用大模型基础上搭建的智能
底座，当应用于科研时，通用大模型中原有的 AI
幻觉等问题不可避免地被放大。

“我们仍无法从根源上解决 AI幻觉问题，
但并非毫无办法。”曾大军坦言，“在不改变内核
大模型架构的前提下，我们在工程层面做了各
种有益尝试，尽可能确保‘磐石’逻辑的严谨性。
比如，利用高质量的科学数据进行训练，同时让
‘磐石’边想边学、边学边用，在‘试错’中改变它
的思维。”

在开发过程中，“磐石”绝非脱离实际用数
据反复“规训”，而是在科研实操中经受“火炼”，
通过嵌入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闭环，迭代提升
实用性与可靠性。

在发布会现场，自动化所研究员杨戈分享
了与合作者依托“磐石”构建学科领域模型的案
例。中国科学院交叉科学团队在“磐石”平台基
础上构建了用于模拟细胞生命的基础大模型
“X-Cell数字细胞模型”，实现了从基因序列、中
心法则到细胞表型的整体建模。
“我们采用这种新范式运行两周后，发现

了一个过去未知的潜在疾病靶点，并通过实
验进行了初步验证。”杨戈说，“在采用
X-Cell 数字细胞模型发现疾病药物靶点时，
我们明显感觉到‘磐石’极大提升了自动化水
平，相比传统模式，发现整体靶点的效率提升
超 10 倍。”

在高能物理领域，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运
行在粲能区的大型实验装置，北京正负电子对
撞机每秒产生的数据量巨大，需要使用数百块
硬盘进行存储。要想从如此海量的数据中捕捉
稀有的高价值物理信号，难度可想而知。
借助“磐石·工具调度台”，北京正负电子对

撞机的研究人员能够自动分解与高效规划粒子
物理研究任务，生成覆盖粒子物理工作流各阶
段的分析程序。这一模式有效提高了粒子模拟
速度与重建效率，助力探索物质基本组成和宇
宙基本规律。

此外，“磐石”还在发挥着强大的科学数
据理解和预测能力，如高效计算高铁模型在
多种流体环境下的表面压力场、提高化学合
成实验效率、在天文观测中实现智能化的全
球望远镜资源调度与分析……

中国政府倡议成立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据新华社电 中国政府日前倡议成立世界
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初步考虑总部设在上海。

记者获悉，这是中方坚持践行多边主义、
推动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的重要举措，也是
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助力弥合数字和智能
鸿沟、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实际行
动。中方期待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作为重要
的国际公共产品，实现以下目标：

一是深化创新合作，释放智能红利。中方
愿同各国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广阔机遇，
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打造成供需对接平
台，破除妨碍世界各国间生产要素流动的壁
垒，促进中国同各国以及各国之间的人工智能
务实合作，让人工智能的无限潜力充分释放，
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二是推动普惠发展，弥合智能鸿沟。中方
将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为平台，持续推进
落实“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联大
决议和《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帮助全
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培育人工智能创新
生态，确保发展中国家在智能化浪潮中平等受
益，推动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三是加强协同共治，确保智能向善。中方
将依托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加强各国之间
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在
充分尊重各国政策和实践差异性的基础上，逐
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
架和标准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始终沿着人类文
明进步的方向发展。

中方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旨
在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中方初步考
虑该组织总部设在上海，希望利用中国特别是
上海人工智能先发优势，凝聚国际共识，促进
务实合作，让人工智能真正造福全人类。

中方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同有
意愿加入的国家共同探讨相关安排。包括尊
重主权原则，坚持平等相待，支持各国结合
自身国情开展人工智能合作。遵循联合国宪
章宗旨和原则，支持联合国发挥人工智能治
理主渠道作用，为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的努
力提供有益补充。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践
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通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
组织进一步凝聚共识、促进合作。

（王慧慧马卓言）

中国科学家绘制
全球首张小麦抗条锈病基因图谱

本报讯（见习记者李媛）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植物免疫团队在全球尺度上构建了小麦条
锈病“综合抗源”核心资源库，全面解析了普通
小麦条锈病抗性遗传基础，并绘制出全球首张
小麦抗条锈病基因全景图，为抗病基因合理利
用与设计育种提供了理论支撑。近日，相关研
究成果发表于《自然 -遗传学》。

小麦条锈病是全球性流行真菌病害，有
“小麦癌症”之称。由于条锈菌小种变异频繁，
全球各地相继出现新小种，导致大部分生产上
使用的抗病基因丧失抗性，需要不断寻找新的
抗病基因以提高小麦新品种抗性，并通过合理
的基因布局应对快速变异的条锈菌。

基于此，该团队联合国内多家单位，在世
界范围内挑选 2191份小麦种质作为多样性代
表进行全基因组重测序，绘制了高密度基因组
变异图谱。

结合多年多点的近 4.7万份条锈病抗性表
型数据，研究人员利用全基因组关联荟萃分
析，全面揭示了全球各麦区抗条锈病的遗传基

础，首次绘制了包含 431个抗病基因位点的小
麦基因组抗条锈病基因全景图，揭示了抗病基
因在各条锈病流行区的分布和利用规律，阐明
了一个世纪以来小麦条锈病抗性基因选择特
征和流行病学特征的关系。

在 559个与抗条锈病相关的候选基因中，
研究团队成功验证了 3 个突破性抗条锈病基
因的应用价值。其中，Yr5x基因对当前流行的
新型强毒菌株表现出显著抗性；Yr6/Pm1基因
首次实现条锈病与白粉病的双重防控，揭示了
作物广谱抗病的新机制；YrKB 基因在抵御条
锈病和叶锈病的同时，首次实现了抗病性与产
量的协同提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韩德俊表示，该图
谱破解了困扰学界百年的抗病基因布局难题，
研究发现的抗条锈病基因组合，有望将小麦品
种的抗病寿命从当前的 3至 5年延长到 10年
以上。

相关论文信息：

墨子巡天望远镜发现多例罕见变星

本报讯（记者王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
文学系变星研究团队利用我国新建的墨子巡
天望远镜（WFST），对银道面开展了分钟级高
频采样观测，新发现多例具有快速光变的罕见
变星，包括脉动白矮星和白矮星椭变双星等。
该工作不仅证实了 WFST在探测快速变源领
域的潜力，而且为发现罕见变星、深度理解极
端恒星物理及瞬变现象创造了新契机。相关研
究成果近日发表于《天体物理学报增刊》。

作为北半球极具竞争力的光学时域巡天
望远镜，WFST 配备 6.5 平方度大视场和 7.65
亿像素相机，能够以分钟级间隔对银河系目标
进行连续监测。

在望远镜试运行和先导观测阶段，WFST
对约 20 平方度天区累计进行了 13 小时的
高频观测，成功获取了超 50 万条高采样率
的光变曲线。团队通过自主研发的光变分析算
法，从这些数据中发现了多例稀有的周期性

变星，包括迄今观测到的最暗 ZZ Cet 型脉
动白矮星之一 J0530+5945、轨道周期为 5.9
小时的白矮星 - 红矮星椭球双星系统
J0446+7219，以及物理起源尚待研究的热白
矮星变星 J0446+7227。

同时，该研究也展现了WFST卓越的恒星
耀发探测能力。在 13 小时的观测时间内，
WFST共探测到 33颗耀星。这些耀星的样本
普遍比当前主流巡天望远镜发现的耀星更暗
弱。得益于高频次的采样，WFST能够精确测
定这些耀发的持续时间、峰值光度及辐射总能
量，支持后续开展更深入的研究。值得关注的
是，望远镜成功捕捉到一颗极暗弱恒星
J0427+7034上仅持续数分钟的耀发事件，此类
来自暗弱恒星系统的快速耀发事件因对观测
能力要求极高，此前极少被系统记录。

相关论文信息：

近日，随着“长隆飞鸟湿地精灵节”正式启
动，荟萃世界各地 300多种、1万多只珍稀鸟类
和动物的广州长隆飞鸟乐园变成自然课堂。本
次活动突破传统观赏模式，以“湿地精灵修炼计
划”为主线，邀请游客深入探索生机盎然的湿地
秘境，在千鸟齐鸣中感受自然野趣，开启一场寓
教于乐的沉浸式自然奇旅。

长隆飞鸟乐园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旨在
打破“走马观花”式游览模式，让游客深度体验
飞鸟乐园的乐趣。活动通过亲密接触湿地“原住
民”，引导公众深刻认知湿地作为“地球之肾”的
生态价值，在游玩体验中埋下保护自然的种子。
图为优雅踱步的火烈鸟。

本报记者朱汉斌报道
邓泳怡供图

西班牙欲出资接手巨型望远镜

本报讯 一个原计划在美国夏威夷建设的
30米望远镜（TMT）可能要搬“新家”了。

据《自然》报道，上个月，美国政府宣布不再
为 TMT提供支持，这是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资金减半的提议的一部分———NSF一直
在支持 TMT建设。现在，西班牙政府表示，愿意
让这座大型设施落户已有约 20 台望远镜的西
班牙拉帕尔马岛穆查丘斯罗克天文台，并承诺
投入 4亿欧元（4.7亿美元）支持 TMT建设。

TMT是目前正在开发的三大 30米级巨型
光学望远镜之一。借助这些望远镜，天文学家能
以前所未有的分辨率研究宇宙。

西班牙科学、创新与大学部部长戴安娜·莫
兰特近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西班牙履行了作
为“科学避难所”的承诺，并押注于卓越的科学

研究项目和技术创新。
据悉，莫兰特已向 TMT项目董事会提交了

一份正式的望远镜托管提案，而董事会只有支
持这一举措，项目才能得以继续。“因为 TMT
‘有瘫痪的风险’。”莫兰特说。

目前，西班牙已经为三大 30米级巨型光学
望远镜中最大的 39 米欧洲极大望远镜作出了
贡献。该设施已在智利顺利建设，预计于 2029
年开展首次观测。
“西班牙有意愿也有能力成为天文学和天

体物理学未来的家园。”莫兰特表示。
事实上，拉帕尔马岛一直是建设 TMT 的

候选地点，但拉帕尔马海拔（2250 米）低于夏
威夷莫纳克亚山（4050 米），这意味着望远镜
要透过更厚的大气层进行观测，有可能影响观
测质量。

目前美国政府撤销对 TMT支持的计划还
未敲定，因为需要该国国会批准。有迹象表明，
美国国会将抵制特朗普政府针对 NSF经费削减
的行动。然而，即使在 2024年拜登执政时，美国

政府也曾暗示只能为美国天文学家希望建造的
两台巨型望远镜———TMT 和大麦哲伦望远镜
中的一台买单。据估计，TMT的总成本将超过
30亿美元，而特朗普政府明确支持另一台望远
镜，即设在智利的大麦哲伦望远镜的建设。

（徐锐）

长庆油田日产页岩油跨越万吨大关

本报讯（记者叶满山）记者日前从中国石
油获悉，经过多年技术攻关和规模建设，长庆
油田页岩油日产量突破万吨，标志着我国“页
岩革命”取得重大成果。

长庆油田勘探开发的鄂尔多斯盆地页岩
油资源，埋藏于黄土塬地下 2000米深处，油层
薄且非均质性强，渗透率只相当于国内常规油
田的千分之一，是全球目前发现的罕见低压页
岩油田，地震勘探、储层压裂改造难度极大，国
际上没有经济有效的开发先例。

2011年以来，长庆油田着眼于大规模油气
上产资源储备，借鉴北美“页岩革命”“水平井 +
体积压裂”理念，聚焦鄂尔多斯盆地非常规油藏
巨大潜力，开展前瞻性技术攻关和先导性开发试

验，深化页岩油成藏机理、富集规律研究，探索形
成了盆地陆相页岩层系“源储共生”理论认识，首
次揭示了 4亿年前大型内陆淡水湖盆泥页岩成
藏规律，打开了盆地页岩油资源宝库。

2018年开始，长庆油田启动国内首个页岩
油大型地下水力压裂科学试验场建设，确立
了“压裂造缝、超前增能、渗吸置换”的页岩油
水平井体积压裂主体开发技术，自主研发应
用关键核心技术，驱动单井产量从 1.5 吨提
升到 18 吨，破解了低压页岩油田无法依靠自
然能量开发的世界性难题。

2024年，长庆油田生产的页岩油占国内页
岩油总产量的一半以上，目前已累计生产页岩
油超过 1850万吨，成为国内页岩油主产区。

长庆油田庆
城地区的钻井作
业现场。
长庆油田供图

（下转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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