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知
2023年10月30日 星期一 责编/郭寿权 美编/建隆 校对/王魁

A07
智

慧

海

都

智 慧 海 都
968880

AI大模型 从科幻走向现实

(鼓)医广(2022)第10-18-65号广告同福医

1.报名:拨打 400-0591-560热

线申领或扫描下文二维码申领，申

领时间截止到11月30日。

2.审核：等待基本信息审核及

工作人员电话进行核查确认。

3.领取：如基本信息审核通过并

且确认无误，以工作人员告知时间为

准，到指定单位使用。

4.就诊：领取成

功后，请按预约时间

到指定单位指定医

生处就诊。 微信申领通道

福州市口腔惠民工程
申领惠民补贴流程

1、检查费用全免：为鼓励市民重
视口腔健康，报名后可在指定就诊单位享
受8项口腔检查费用全免：

√挂号建档
√种植牙、矫正方案设计
√儿童早期颜面筛查
√口内常规检查
√口腔内窥镜检查
√全景片、CT拍摄
√牙周健康检查

√数字化三维口扫

2、补贴比例：
①种植牙可申请每颗4000元补贴，每

人可得4000~50000元不等，补贴后种牙费
用低至1880元/颗；

②口腔惠民工程高度关注全口、半口
牙缺失人群，为提高其生活质量，在原有
补贴基础上补贴500~1000元；

③洗牙、松动牙拔除（首颗）、儿童全
口涂氟、补牙（首颗）补贴后仅需9.9元，每

人限领1次。
④存在牙体缺损、牙疼，可申请修复

补贴，每人可得500~1000元；
⑤矫正补贴 1~2 万元，补贴后低至

8800元，隐适美可申请免费试戴 1副，青
少年及儿童可申请免费颌面发育评估；

⑥支持医保结算:
福州口腔惠民工程指定同福医口腔

提供技术支持，看牙项目若符合医保范
围，可使用医保结算。

福州惠民新举措：8项看牙费用全免
可用医保报销，种牙、矫牙均有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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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响应《健康口腔行动方案（2019—
2025年）》，福州市口腔惠民工程发起全民
看牙补贴，覆盖口腔基础病种，面向福州
居民提供免费检查和看牙补贴，人均可领
500~50000元，

近日，福州市口腔惠民工程将口腔健
康检查纳入免费项目。口腔健康关乎全

身健康，牙齿问题防治结合，除了进一步
推展全民免费口腔检查之外，口腔惠民工
程更将中老年人的缺牙问题列入重点补
贴项目，将种植牙费用降低至1880元/颗，
提高居民口腔健康水平，提高中老年人生
活质量。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1月30日

补贴额度：每人200-50000元

补贴范围：种植牙、牙齿矫正、补牙、
拔牙、牙周治疗等项目

补贴对象：全民口腔健康筛查面向福
州居民开放，坚持“应防尽防、应筛尽筛、
应治尽治”原则，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福
州居民均可报名健康筛查。同时，种植牙
补贴额度提高，补贴后指定进口种植牙低
至1880元/颗。

口腔惠民工程补贴细则

10月26日至28日在辽宁沈阳举办的2023中国计算机大会上，
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成为热议的焦点。

“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成为引领新一代产业
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当前，各类国产大模型百花齐放，但商业模式
和落地场景还不是特别清晰。”从吟诗作画的“看着好玩”到赋能千
行百业的“真正好用”，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共同展望大模型未来将如
何落地应用，真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

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六台人形机器人站成一列，
伴随着优雅的音乐节奏，十
二只胳膊有模有样地舞起

“千手观音”——在不久前
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上，这一场景惊艳了中外观
众。

和人一样，决定机器人
灵活度的是关节。由中国
达闼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自主研制成功的柔性关节，
让机器人的动作可以像人
一样收放自如。目前，世界
上公开报道拥有这一技术
的公司不超过四家。

“灵活的关节、精巧的
控制，是机器人实现类人
运动的关键。”2017 年，达
闼公司创始人黄晓庆带领
团队开始研发服务机器人
时发现，核心技术难点就
是运动关节，“柔性关节是
服务机器人的核心零部
件，它必须是智能的，即每
一个关节都自带计算、通
信和传感。”

彼时，国际上只有少数
几家机构掌握智能柔性关
节技术，如波士顿动力和
NASA，但技术不公开，没
有经验可循。

2018年，达闼公司对外

宣布研发出“可与波士顿动
力比肩的服务机器人零部
件 ”—— 智 能 柔 性 关 节
（SCA），从机械结构、核心
算法、加工工艺等多个方面
都实现了技术突破。SCA
将原本独立的元器件集成
在一起并缩小了体积，就像
将很多芯片集成到一块电
路板上一样。

2020 年 3 月 31 日，达
闼公司智能机器人产业基
地在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
新试验区打下第一根桩。

“现在已有超过 100 家机
器人公司、科研院所等单
位，使用 SCA 研制出形态
不 一 、功 能 不 同 的 机 器
人。”达闼公司联合创始人
汪兵介绍，“未来基地年生
产机器人关节可实现 1000
万台套。”

一段时间以来，当人
们惊叹于大模型日新月
异的发展时，科技界却产
生了一种担忧：当机器有
了聪明的大脑，是否会给
人类带来风险甚至灾难？

与会专家表示，大模
型 本 身 十 分 复 杂 ，当 前
我们对模型意图和执行
过 程 的 理 解 还 远 远 不

够 ，当 理 解 不 够 但 又 赋
予 它 足 够 自 由 度 的 时
候 ，必 然 会 出 现 一 定 程
度的安全问题。

“大模型一开始没有
对错的概念，所以它可能
做任何事。一旦它培养
出好坏之分、善恶区别，
就会更容易去选择做合
理的事情。”蚂蚁集团副

总裁徐鹏认为，在可解释
性、价值观对齐和强化学
习方面应该有长期的、更
大的投入，一方面加强人
类对大模型行为的理解，
另一方面引导大模型“科
技向善”。

专家普遍认为，人工
智能可能会带来伦理风
险，但距离真正产生自我

意识而失控还很远。
“现在大模型学习还

是在人为设定目标下训
练，短期内不用太担心它
的危害性。未来什么时候
它自己有了目标、不再遵
循人类目标的时候，可能
真正需要引起警惕。”复旦
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教授邱锡鹏说。

影片《机器人与弗兰
克》中陪伴老人日常起居
的机器人、动漫中的“哆啦
A梦”……早在 1950年初，

“人工智能之父”图灵就提
出了“具身智能”这一概
念。今天，高速发展的大
模型有望给机器人装上

“智慧大脑”，这种能够

像人一样感知周围环境变
化并作出相应反应的具身
智能正在逐步从科幻走向
现实。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卢
策吾提出，具身智能包括三
个模块：通过具身感知、具
身想象实现大脑功能，即对
世界的理解与抽象；具身执

行则执行小脑功能，对大脑
做出的判断进行具体执行。

具身智能加速落地，将
如何改变人类的工作和生
活？

字节跳动人工智能实
验室研究员孔涛认为，研发
高服务完成度的机器人，可
以在枯燥、重复、危险的场

景实现大规模的劳动力补
充。而北京大学计算机学
院前沿计算研究中心助理
教授王鹤则认为，在众多具
身智能的应用中，智能家用
服务机器人是其终极梦想
之一，将有助于解决养老等
重大社会需求，提升人们的
生活水平。

在人流量大的三甲医
院辅助智能分诊、提高医
生诊断准确性，在基层医
院扮演“带头人”角色帮助
医生提高诊疗水平……会
上，业内专家描绘出一幅
幅大模型赋能医疗的未来
图景。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朝阳医院放射科主任杨

旗认为，医疗大模型应用
要区分场景，急诊场景下
的大模型应用非常重要。
例如，在患者刚到医院进
行 CT 等 初 步 影 像 检 查
后，不需要等待医生看报
告下判断，人工智能就可
第一时间对危急程度进行
判断，使病人在医院流转
过程中得到最优化、高效

的救治。
医疗行业尤其需要大

模型提供更专业、更精准的
诊断和治疗建议。医学影
像是重要的医疗数据，多位
专家表示，医学影像数据差
异性特征明显，数据标注难
问题亟待突破。

北京理工大学光电学
院教授杨健提出，医疗大模

型训练需要大量文本、影
像、生化指标等多模态的数
据样本，但医疗行业对患者
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的要
求较高。如何化解这一矛
盾是医疗大模型发展的重
要课题，他认为，大模型在
设计上更应考虑不同层级
结构之间既要隔离又要打
通的特殊需求。

机器若有聪明的大脑，会给人类带来灾难？

加速“具身智能”研发落地

为智慧医疗带去新方案 □链接

国产机器人突破关键技术

□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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