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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首个低空大模型正式发布（原文链接：长春“紫东长空”低空大模型正式发布）

2025 年 2 月 19 日，长春市发布“紫东长空”低空大模型，这是国内首个低

空行业大模型，由长春市与中科院自动化所产业化公司中科紫东太初联合打造。

该模型融合“紫东太初 3.0”多模态架构与深度推理能力，针对国产化算力平台

优化，具备专业化、智能化、精细化服务能力，可适配国产芯片，处理多维度数

据，并提供感知、思考和决策支持。它通过整合卫星遥感、地理信息、气象等多

源数据，构建高质量数据集，为低空经济提供决策依据，推动产业智能化升级。

“紫东长空”在产业规划和城市管理方面表现突出，可实现精准空域分析与

动态预测规划，搭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管理网络，提升低空文旅、物流、农

业等产业的发展潜力，优化立体交通管理、应急消防和生态环保等领域的综合水

平。该模型的发布标志着长春市在低空经济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为未来产业发

展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技术保障。（荐稿：周张泉）

https://news.sina.com.cn/zx/gj/2025-02-20/doc-inemchxh467940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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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上能耗最高大模型 Grok3 发布（原文链接：马斯克 20 万块 GPU 烧出的是史上

能耗最高大模型）

Grok 3 是由马斯克推出的最新大模型，尽管在 AIME'24 数学测试、GPQA 科

学评估和编程能力测试中表现优异，击败了谷歌 Gemini 2 Pro、DeepSeek V3

等竞争对手，甚至在 Chatbot Arena LLM 排行榜上以 1400 分登顶，但其领先优

势并不明显，仅比 DeepSeek R1 高 2.9%。此外，直播演示中多次出现生成失败

的情况，甚至在经典问题“9.11 与 9.9 哪个大”上答错，引发了对其性能稳定

性的质疑。

Grok 3 的高能耗模式在当前开源、性价比至上的行业中显得格格不入。如

何平衡模型效率与能耗，是其亟需解决的挑战。尽管其在部分测试中表现突出，

但实际应用中的稳定性问题以及与其他大模型有限的差距，让“史上最强 AI”

的称号充满争议。（荐稿：周张泉）

三、人工智能赋能智慧康养服务体系（原文链接：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智慧康养服务）

当前，养老行业面临的诸多挑战，如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管理、服务标准化

的缺失以及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严重影响了养老行业服务的质量与效率。因此，

我们必须通过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来建立更为健全的智

慧康养服务体系。

在 2024 养老旅居产业大会上，北京大学马尚斌教授提出通过人工智能、物

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构建标准化、个性化的智慧康养服务体系。其核心包括：（1）

利用 AI 技术对老年人需求进行全面评估，制定动态照护计划；（2）通过智能设

备（如生成式 AI）实时生成个性化健康管理方案，优化资源配置；（3）结合“医

养融合”模式，将 AI 的精准性与人文关怀结合，延长健康寿命并提升生活质量。

此外，会议还探讨了 AI 在降低高端人才依赖、缓解行业人才短缺中的作用，以

及如何应对数据隐私和伦理问题的挑战。（荐稿：杜天文）

四、人工智能赋能康养产业大有可为（原文链接：人工智能赋能康养产业大有可为）

全国人大代表刘廷在 2024 年全国两会期间聚焦居家养老适老化改造与人工

智能技术应用两大核心议题，其调研发现，部分智慧养老产品因操作复杂、实用

性差导致闲置，建议优化产品目录并强化实用性。此外，需要优化人才与服务体

系：养老护理员存在“三低一高”（文化低、待遇低、地位低、年龄高）问题，

https://www.msn.cn/zh-cn/news/other/%E5%8F%B2%E4%B8%8A%E6%9C%80%E5%BC%BAai-%E9%A9%AC%E6%96%AF%E5%85%8B20%E4%B8%87%E5%9D%97gpu%E7%83%A7%E5%87%BA%E7%9A%84%E6%98%AF%E5%8F%B2%E4%B8%8A%E8%83%BD%E8%80%97%E6%9C%80%E9%AB%98%E5%A4%A7%E6%A8%A1%E5%9E%8B/ar-AA1zoESZ?ocid=BingNewsSerp
https://www.msn.cn/zh-cn/news/other/%E5%8F%B2%E4%B8%8A%E6%9C%80%E5%BC%BAai-%E9%A9%AC%E6%96%AF%E5%85%8B20%E4%B8%87%E5%9D%97gpu%E7%83%A7%E5%87%BA%E7%9A%84%E6%98%AF%E5%8F%B2%E4%B8%8A%E8%83%BD%E8%80%97%E6%9C%80%E9%AB%98%E5%A4%A7%E6%A8%A1%E5%9E%8B/ar-AA1zoESZ?ocid=BingNewsSerp
https://www.sohu.com/a/836117338_121798711
https://mp.weixin.qq.com/s/kw1VMUnetoDqxN3CdOJc7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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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借鉴江苏试点经验建立职称体系，吸引年轻人加入。

此外，还需要挖掘 AI 潜力，AI 技术可提升智慧养老精准性，例如防跌倒监

测仪可以减少误报，陪伴机器人通过跟随定位、物品运送等功能能够增强老人安

全与情感支持。AI 算法还可应用在优化健康监测、个性化服务等场景，推动养

老产业智能化升级。当今社会需从适老化改造普惠化和技术应用人性化两方面构

建“有尊严”的养老环境。（荐稿：杜天文）

五、低空经济全景解析（原文链接：低空经济全景解析）

低空经济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依托无人机、eVTOL（电动垂直起降飞

行器）等航空器制造及多场景应用，正加速发展。2023 年中国低空经济规模突

破 5000 亿元，预计 2026 年将超万亿元，2030 年有望达到 2 万亿。产业链涵盖

上游基础设施建设、中游飞行器制造（如电池、飞控等核心部件）、下游运营服

务（物流、旅游、巡检等）。政策层面，国家自 2021 年起将低空经济纳入顶层设

计，2024 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地方政府也密集出台支持措施，推动空

域管理改革、应用场景拓展及基础设施建设。

重点领域方面，民用无人机占据全球 70%市场，大疆创新领跑消费级领域；

eVTOL 成为新增长极，2024 年中国产业规模预计达 32 亿元，技术路线聚焦复合

翼、倾转旋翼等构型，应用场景覆盖城市空中交通、医疗救援等。通航飞机领域

我国仍存差距，但增速显著。低空经济已衍生 12 大类应用场景，包括物流配送、

农业植保、公共安全等，政策支持从国家到地方形成三级体系，未来将推动装备

电动化、空域智联化及区域融合化发展，目标构建万亿级产业生态。

（荐稿：杜天文）

六、家庭机器人技术的历史性突破（原文链接：家庭机器人技术的历史性突破）

Figure AI 推出的 Helix 具身智能模型实现了人形机器人领域的重大突破，

其核心创新在于首创“系统 1+系统 2”双模块架构：系统 2（70 亿参数视觉语言

模型）以 7-9Hz 频率解析语义指令并生成高层任务规划，系统 1（8000 万参数

Transformer）则以 200Hz 高频将语义向量转化为 35 个自由度的实时动作控制，

涵盖头部、躯干、手腕及单个手指的精准操作。这种架构通过异步协同机制平衡

速度与泛化能力，使机器人无需任务微调即可处理数千种未见过的家居物品（如

https://mp.weixin.qq.com/s/J3xv5MQvx1yXLe0bdgioJg
https://www.figure.ai/news/hel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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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捡起沙漠物品”指令识别玩具仙人掌），并支持双机协作——两台机器人

共享同一模型权重，通过自然语言指令分配任务（如“将饼干袋递给右侧机器人”）。

该模型的训练仅需 500 小时多机器人数据集（传统方法的 5%），借助预训练

VLM 的常识迁移与自动化标注技术实现零样本泛化，测试中抓取成功率达 95%。

商业化方面，Helix 已适配嵌入式低功耗 GPU（功耗＜50W），并在宝马工厂完成

车门装配等 12 道工序验证，单台年运营成本较人工降低 40%。然而，家庭场景

中的动态光照干扰、物品无序摆放仍导致动作成功率波动（实测 82% vs 实验室

95%），且高精度关节模块占整机成本 30%，量产良率需从 92%提升至 98%以压缩

成本。

作为全球首个端到端 VLA 模型，Helix 标志着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迈向规模化

应用，其终止与 OpenAI 合作后完全自主研发的路径，为通用人形机器人奠定了

技术基石，预计未来四年量产 10 万台，目标成本降至 4.5 万美元/台。

（荐稿：王海涛）

七、DeepSeek 重塑大学课堂的倒计时（原文链接：从教学革命到教育生态重构）

在过去世纪的一个里，大学课堂的基本模式没有太大变化。教师站在讲台上

讲解知识点，学生坐在座位上被动听讲——这种“灌输式”教学模式虽然在工业

化时代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但在今天却显得力不从心。

知识传递的低效性、个性化学习的缺失、师生互动的单一性，这些问题的存

在，使得大学课堂逐渐陷入“形式化”和“机械化”的困境。学生们虽然坐在教

室里，但真正意义上的学习效果却大打折扣。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解决

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智能工具，正在重新定义知

识传递的方式、师生互动的模式以及整个教育生态的结构。

未来的课堂大学将是一个充满创新活力的智慧学习空间，一个培养终身学习

能力的成长平台。在这场变革中，我们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既拥抱技术带来的

机遇，又守护教育的本质追求。（荐稿：李福裕）

八、AI 世界“超级大脑”与“全能战士”（原文链接：智能体（Agent）与大模型）

在人工智能领域，大模型与智能体至关重要且功能迥异。大模型基于深度学

习，经海量数据训练形成通用认知体系，能进行文本生成、逻辑推理、图像识别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2NDU1NjE3MQ==&mid=2247484303&idx=2&sn=11f1c02a1abfbc1b75d44c083fd6cb5f&chksm=c50a82ddd04e3968f431e8b3135584ce7b9be2caa3cdeae383a008d5cfefb61dad010794e99a&mpshare=1&scene=23&srcid=0302vEx8vAu41XDoYy4ZXBm7&sharer_shareinfo=ff93eae58b38869115ca71a66ff66295&sharer_shareinfo_first=0e7d8f7090bf9ae896aa2d18783004b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NzMxNjY4Mw==&mid=2247483802&idx=1&sn=aee7d4801236af6431ce965df6be0150&chksm=fd80bfd599b9a03a2ab9d83591f266aa9bf5b94f903a11b22e69fdc68ee1a81d724f91e0917d&mpshare=1&scene=23&srcid=0302cUUhbcudxa7wY8woG0Rn&sharer_shareinfo=e1aa1bf53223e4e89b6afa14e1f80ff4&sharer_shareinfo_first=d5ed8259edd566746c3d237fc3ed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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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代码编写，应用于内容创作、客服问答等场景，但它只能被动响应指令，缺乏

主动及环境感知能力。

智能体则如同有自主意识的个体，可主动感知环境信息，通过决策模块规划、

推理并调用工具，经行动模块转化为实际行动。它融合大模型、强化学习等技术，

在自动驾驶、AI 助理、工业生产等场景发挥作用，能实时感知并灵活应对。

大模型是智能体的 “智慧中枢”，赋予其推理与工具调用能力；智能体是大

模型的 “行动触角”，突破其被动局限，用环境反馈优化大模型输出。二者在目

标驱动和环境交互上差异明显。未来，大模型将成为智能体的基础认知设施，智

能体走向垂直化与群体协作，推动 AI 向 “数字生命体” 进化。随着智能体调

用多元技术，构建有效控制机制，保障其安全可控成为关键。（荐稿：陈爱月）

九、哪个 AI 工具更好用？（原文链接：哪个 AI 工具更好用？）

AI 和人一样，都有自己的擅长领域，从技术层面来看，每个平台都有其独

特的优势和局限性：

1、DeepSeek：适合复杂任务和技术场景，数学推理欠佳。有种观点说

DPK 是 GTP 的蒸馏版，你认为呢？

2、文心一言：在中文处理和文化理解上表现突出。

3、ChatGPT：广泛的知识覆盖，强大的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处理实时

数据能力欠佳。

4、Kimi：适合长文本处理与资料整理。

5、豆包：在娱乐艺术创作表现较好。

6、通义千问：依赖阿里巴巴生态，在非阿里环境中的灵活性和通用性

有局限性，在知识检索能力方面表现突出，能够快速从海量的数据中精准找

到所需信息。它支持多轮对话、文案创作和逻辑推理，但在复杂推理以及抽

象概念的理解上表现不如其他大模型。

7、智谱清言：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的知识问答中

表现较好。

8、可灵、即梦：更适合创意生成和轻量级交互。

你感觉哪个 AI 工具更好用呢？（荐稿：李福裕）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NDgwNjc1Mg==&mid=2247484239&idx=1&sn=bced00684878e7064db0674287b81388&chksm=eb26afca60dc2cb531d0e668f00226100ccf4744204e07c61021f60adedb938c52bd14837514&mpshare=1&scene=23&srcid=0304UkY1NSZsVVfVzPMeuDuL&sharer_shareinfo=0f841b9382c53ca5a99e2b0e8fbd504d&sharer_shareinfo_first=ac9355863d0127672bb532747a3866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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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零基础入门 DeepSeek 微调（原文链接：零基础入门 DeepSeek 微调）

本文是面向零基础用户的 DeepSeek 微调教程。开篇直观展示了微调前后大

模型的变化，微调后不仅口吻改变，思考时间也大幅缩短。随后深入浅出地解释

了大模型微调概念，将其形象比喻为给 “学霸” 针对性补课，助力其从 “通

才” 转变为特定领域的 “专家”，并借助智能音箱调方言、相机滤镜原理、乐

高城堡改造成儿童医院等生活案例，生动地阐述微调原理。教程还介绍了实操所

需的硬件配置，包括 NVIDIA GeForce RTX 4060 显卡、Intel Core i7 - 13700H

CPU 以及 16G 内存。

在具体微调工作环节，选用魔搭社区的 medical - o1 - reasoning - SFT 数

据集，该数据集格式有特殊要求，且在 DeepSeek 蒸馏模型微调中，引入

Complex_CoT 对模型深度推理能力的习得意义重大。教程给出无框架纯手搓的模

型微调代码，并细致讲解代码各部分，涵盖 torch、matplotlib.pyplot 等各类

库的作用，以及配置路径、数据预处理等多个关键环节。主函数整合各组件完整

执行训练流程，从创建输出目录到保存模型、绘制损失曲线等步骤一应俱全。文

末作者坦诚当前微调部分较为基础，损失函数收敛效果有待提升，热忱期待读者

提出宝贵建议 。（荐稿：彭爱梅）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zYzMzQwMg==&mid=2651692858&idx=1&sn=a977b372fe89f4a67bce9e26331de4dc&chksm=815281d0ec17e2e74a4f8fa0acc8c0c7f06b5e0a83a53f80157983a40a00a9211b4ba3be0a17&mpshare=1&scene=23&srcid=0303u5fPtAlhqYM85f2vjj06&sharer_shareinfo=80be4d1c82a0ed2eaa82ddf9c3087680&sharer_shareinfo_first=80be4d1c82a0ed2eaa82ddf9c30876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