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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纷纷入局研发电力大模型

人工智能技术不再局限于让人类从重复劳
动中解放，而是更多地参与到创意性、决策性工
作中来。

国网江苏电力数字化部安全运行处副处长
蒋承伶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对于加快推进构建新
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意义重大。人
工智能作为电力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支撑，在
促进数据业务融合、挖掘海量数据价值、驱动业
务优化升级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能够赋
能发、输、变、配、用、安监、基建以及管理等多领
域智能化转型。

大模型作为产业发展的热点方向，能够降低
人工智能开发与应用的门槛。目前，华为、阿里、
腾讯、百度等企业都宣布将电力作为大模型的重
点垂直应用领域。比如，2023年7月，华为云面
向业界发布了盘古大模型3.0。它能够让企业

“定制”自己的专属大模型，其中包括电力智慧巡
检应用。百度文心一言打造的电力行业大模型
覆盖了电力知识问答系统、电力文档智能分析等
多个能源行业应用场景。

国内电力企业也在人工智能上发力。比如，
国家电网建设了覆盖总部及27家省公司的人工
智能“两库一平台”，形成了通用组件基础支撑能
力；南方电网打造大模型“大瓦特”，构建了高效
便捷的数字化基础平台。近年来，无人机、机器
人也广泛应用于我国电网设备的巡视与检测
中。高效工作的背后，是人工智能平台的支撑。

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当前，人工智能与传统行业的深度融合正引
领一场经济形态的革命。电力企业也在抢抓人
工智能发展机遇，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助力

能源电力行业数字化转型。
蒋承伶告诉记者，以往受限于数据获取难度

大、计算分析能力不足、决策预测依赖人工等因
素，电力行业存在电力供需匹配难度大、设备运
检效率不高、新能源消纳效率低等痛点。计算机
视觉、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等人工智能技术以其
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学习能力，为解决这些问
题提供了新途径。

在江苏南京110千伏鼓楼变电站，一体式轻
量化声纹感知装备昼夜不停地监听着变压器的
运行状态。这位不知疲倦的变电设备“健康卫
士”，通过深度学习技术，利用“听”到的9万余条
声纹数据，开展局部放电、机械异响等缺陷声纹
特征学习，可实现10分钟内对多种故障的准确识
别预警。

蒋承伶介绍，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数据监测
和故障识别的环节，改善分析决策的精准度，已
成为电网企业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重要方
向。目前，无论在传统能源领域，还是在新能源
领域，人工智能技术都在改变着原有的生态，让
电网更智慧、更坚强。

在新能源领域，精准而快速地对新能源装机
资源、出力进行预测，是实现能源管理和使用的
关键。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
院（以下简称国网江苏电科院）利用计算机视觉
的图像分析能力和长短期神经网络的时间序列
分析能力，对屋顶光伏资源及其实时出力进行预
测，实现了新能源的高效利用。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国网江苏电科院
研发的辨识技术就像一个“超级侦探”，通过卫星
地图，即可找出全国所有可能适合安装光伏板的
屋顶。目前，利用该技术，工作人员已测算出江
苏可开发屋顶光伏面积。同时，在长短期神经网
络分析光伏出力曲线规律基础上，国网江苏电科
院叠加气象云图分析，实现了对江苏50多万户、

2300多万千瓦的低压分布式光伏运行状态的实
时监测和精准预测，全省分布式光伏实时出力估
算准确度达96%以上。

国网江苏电力设备部技术处处长付慧介
绍，目前，国网江苏电力已经建成输电、变电算
法评估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各种电力设备运
用的人工智能算法可以一较高下，为实际应用
做好准备。

发展电力人工智能需重视安全风险

随着人工智能在电力领域的推广，安全问题
引起了业界关注。一方面，面对复杂多变的作业
现场环境、应用需求，人工智能识别率、误报率、
漏报率等性能指标能否满足应用要求，人工智能
的算力能否满足现场需求，都要经过充分测试。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也给不法分子提供了新
的攻击手段。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数据投毒、算
法后门、对抗样本攻击等，给电网信息安全带来
了新的挑战。

“人工智能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
定的安全风险。”南京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李
宇峰说，“应建立全面而有效的治理机制，发展稳
健机器学习理论方法体系，更好地将人工智能技
术安全应用到电力领域。”

针对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型攻击手段，
电网同样也可利用人工智能算法检测恶意活动，
并在其造成损害之前提醒操作员，保护电网免受
网络攻击和其他威胁。比如，国网江苏电科院基
于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了程序语义智能分析模型、
软件供应链开源组件知识图谱等网络安全督查
检测工具，并将它应用于江苏信息系统入网安全
检测。这些成果大幅提高了漏洞检测的准确率
和效率。目前，漏洞自动化识别准确率超过
98%，检测校核时间缩短了60%。2023年，在这些
成果的辅助下，网络安全检测技术人员累计发现
并处置漏洞10万余个，有力支撑了江苏电力系统
运行安全风险管控工作。

“保障人工智能安全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
任务。”国网江苏电科院数字化中心主任赵新冬
说。他认为，应通过持续关注和不断努力，推动
人工智能技术健康发展，使之为构建新型电力
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服务，而不是成为人类的
威胁。

据《科技日报》张晔/文

折叠屏手机进阶 三折产品或今年上市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讯

日前，华为传出关于折叠屏产品的
重磅消息。据报道，华为正在开发
全新“三折屏手机”，目前已经为此
开始了备货，预计最快将于今年二
季度面世。

据介绍，这款手机可能会采用Z
字形态，折叠后的手机屏幕尺寸与
一般智能手机差不多，约为6.4英
寸，而华为这款折叠屏手机的面板
供应商可能是京东方。

调研机构 TrendForce预计，
2023年，全球折叠屏手机出货量达
1830万部，同比增长43%；到2027年
出货量可能升至7000万部。

业界简报

1月38个中国厂商入围
手游发行商收入百强榜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讯 SensorTower
商店情报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1月共38
个中国厂商入围全球手游发行商收入榜
TOP100，合计“吸金”19.6亿美元，占本期全球
TOP100手游发行商收入37.8%。报告仅统计发
行商收入，且不包括中国地区第三方安卓渠道。

具体来看，《王者荣耀》1月收入环比增长
15%；《金铲铲之战》月收入环比提升154%，成
为本期腾讯移动游戏收入排名第2的产品。在
这两款游戏的带动下，腾讯移动游戏收入在
2023年12月增长13%的基础上，2024年1月再
度增长11%。

苹果公司涉嫌垄断
将被罚超5亿美元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讯 近日，据外媒

报道，欧洲监管机构将对苹果公司处以超过5
亿美元的罚款，理由是这家科技巨头不公平的
阻碍了其他音乐流媒体竞争对手。

欧盟委员会下属的反垄断监管机构准备对
苹果公司处以约5亿欧元（约合5.39亿美元）的
罚款，因为他们发现苹果公司未能告知iPhone
用户在AppStore之外还有更便宜的替代音乐
流媒体应用程序，从而造成了反竞争环境。

这项调查是在SpotifySA于2019年提出投
诉后启动的。欧盟监管机构此前已对谷歌母
公司Alphabet和微软等大型科技公司处以巨额
反垄断罚款，但还从未对苹果公司处以反垄断
罚款。

对苹果公司的罚款预计将于3月初宣布。

首个通用智能人雏形亮相
可以主动识别互动者意图

遇到障碍时会自己想办法，和他人同处一室
时会察言观色，能说服小伙伴与自己一起玩耍，
不仅“眼里有活”还会自主学习……日前，由北京
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以下简称“通研院”）研发
的全球首个通用智能人雏形“通通”在中关村展
示中心“迈向通用人工智能前沿科技成果展”亮
相，标志着我国在通用人工智能“无人区”迈出了
关键性一步。

展览现场，出现在记者面前的“通通”是一个
三四岁的小女孩形象。与电影《流浪地球2》中图
恒宇女儿的数字生命“丫丫”类似，“通通”生活在
高度仿真的数字世界中。当一个人待着无聊时，
她会因好奇心而走进一个个房间看有什么新鲜
事物。当她发现玩具被丢在地上时，会主动将它
们放回玩具箱里。

通研院技术人员介绍，“通通”的行为都是来
自基于自身价值观和因果关系判断的自主决策，
而不是提前设定好的程式化任务。比如，当人们
戴上VR互动设备，进入“通通”所在房间并把墙
上的相框移位，爱整齐的“通通”就会主动上前摆
正相框位置，甚至对于摆在高处、难以直接触达
的相框，不需人类提示，她就会自行在房间内找
到凳子，踩在凳子上完成相框的摆放。

而当进入房间的互动者将牛奶洒在桌上，
“通通”会主动识别互动者意图，主动寻找毛巾擦
拭桌子。人们通过系统设定好奇、整齐、干净等
价值倾向后，就能激发“通通”自主完成对环境的
探索、收拾房间、擦拭污渍等任务。

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朱松纯说，在
自研国产学习和推理框架的支持下，“通通”拥有
相当于3至4岁儿童的智力水平，以及与人类相
似的价值观。在没有被指派具体任务时，她还能
自发在虚拟房间中探索、学习。

据《北京日报》孙奇茹 刘苏雅/文

华为相关专利已落地

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检索华为相关
专利后发现，华为确实在2022年3月份和7月份
注册了两件与三折屏相关的专利。专利描述中
清楚地提及到了电子设备具有三个壳体和两处
连接件。

2022年11月，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可折叠
的电子设备以及壳体装置”专利获授权。专利
摘要显示，该申请提供的电子设备具有三折结
构，且包括连接件，当第一壳体与第二壳体处
于打开状态，第二壳体与第三壳体处于打开状
态时，连接件的第二端连接于第二壳体和第二
转轴组件的第二运动件之间，以阻止第二壳体
与第三壳体相对第二转轴组件折叠。在第二
壳体与第三壳体处于打开状态，第一壳体与第
二壳体从打开状态相对折叠至第一闭合状态
的过程中，连接件的第二端向远离第二转轴组
件的方向运动，以使第二壳体与第三壳体能够
相对第二转轴组件折叠。电子设备通过设置
连接装置，使电子设备需要按照一定的顺序折
叠，以确保折叠组件的运动顺畅，并提升电子
设备的使用寿命。

国内部分面板厂商已布局

目前，国内部分面板厂商对三折屏的产品已
有布局。

京东方2023年12月在官微中透露，已自主
研发整机结构的三折OLED整机终端，能实现Z

字形折叠形态，通过增加一次折叠操作，实现从
手机到平板的切换。

据公开信息，京东方2022年初研发出柔性N
字形态折叠显示原型机，支持在一块屏幕上既可
以内折又可以外折。完全折叠后屏幕尺寸仅为
5.6英寸，展开后整体尺寸为12.3英寸。

2024年1月3日，深天马的官微透露，其子
公司厦门天马的折叠屏正式量产交付。此前，
深天马曾披露，在柔性OLED领域，该公司开发
了多个折叠形态，包括内折、外折、三折等多种
形态折叠屏。

华星光电于2020年3月初展示了三折屏设
计的概念机，该款概念机在完全折叠屏时为6.65
英寸，展开可达10.1英寸。

维信诺在第八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CITE2020）上亮相了柔性AMOLED三折屏终
端，折叠后屏幕尺寸为5.4英寸，展开后屏幕尺
寸为12.3英寸。

折叠屏成高端市场“宠儿”

折叠屏手机等高端品类规模的快速扩大，正
成为手机市场在2024年及未来几年复苏的重要
助推力。艾瑞咨询发布的《2024年中国折叠屏手
机消费洞察报告》显示，近几年折叠屏销量持续
增长，呈现快速上升趋势，预计2024年至2025年
仍将保持高速增长。

在国内厂商中，华为的表现尤为突出，2023
年国内折叠屏市场占比达50.3%，占据半壁江山，
而且在超高端折叠屏（10000元以上）市场中，其

份额更是高达65.6%。
业内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已经

逐渐演变成一个存量换新的市场。在这种情况
下，用户在换机时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更高端的
产品，通过选择一个配置更好、存储更大、质量更
可靠的高端产品，来减少换机的频率和麻烦。

而华为凭借雄厚的技术实力与精益求精的
产品，从消费者体验到品牌认可度，赢得了高端
用户的青睐，特别是折叠屏手机市场，拥有非常
强势的表现。

迄今，折叠屏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2016
年，华为率先研发水滴铰链，并开始申请相关专
利。2019年，华为和三星布局折叠屏市场，成为
最早入局的厂商，开创“折叠元年”新篇章。

在度过了起步阶段后，2020年至2023年上半
年，其他厂商陆续跟进，产品发布频率呈逐年上
升趋势，行业进入集中爆发阶段。

调研机构IDC发布的报告显示，2023年第三
季度，中国折叠屏手机市场延续快速增长趋势，
出货量达到196万部，同比增长90.4%。在整体市
场大盘未有起色的情况下，折叠屏手机市场的表
现令人眼前一亮。2023年前三季度中，华为稳居
该市场份额第一，达31.7%，优势明显。

调研机构TrendForce预计，2023年，全球折
叠屏手机出货量达1830万部，同比增长43%；到
2027年出货量可能升至7000万部。

市场调研机构 CINNO Research表示，在
智能手机市场整体需求低迷的背景下，折叠
屏手机受益于形态创新性发展，依旧保持逆
势增长态势。

人工智能为电力系统添“智慧”

索尼将与希捷合作
让机械硬盘容量翻倍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讯 近日，据外媒

报道，索尼将与美国硬盘驱动器制造商希捷科技
合作，大规模生产机械硬盘（HDD），以满足不断
增长的AI需求。

索尼半导体解决方案公司预计将在5月份开
始大规模生产用于硬盘的激光器，并将投资约50
亿日元用于新建生产线。通过应用半导体和光
学技术，索尼开发了一种使磁盘存储容量翻倍的
技术。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AI）的普及，全球范围
内缺乏数据中心来容纳迅速增加的信息，索尼的
新技术有助于解决该问题。

希捷将从今年春季开始量产大容量HDD，
索尼计划从今年5月起量产用于大容量HDD的
半导体激光器，并计划在日本宫城县和泰国工厂
新建生产线，投资额预计为50亿日元。

日前，受寒潮影响，江苏省出现大范围雨雪天气。在全省用电“尖峰时刻”，南
瑞集团有限公司研发的人工智能负荷预测系统发挥关键作用，负荷预测日前准确
率高达97.8%，为保障冬季寒潮期间电力平稳有序供应提供了支撑。

这只是人工智能技术在电网应用中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随着我国加快推进
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电力行业人工智能应用需求快速增长，
成为人工智能厂商竞争的新蓝海。人工智能技术将如何赋能电力行业发展？怎
样规避“人工智能+电力”的风险，使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们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2023年
全球折叠屏手机

出货量达1830万部
同比增长43%

到2027年
全球折叠屏手机
出货量可能升至

7000万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