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4.8A8 责编：李旭超 美编：王瑶 审校：刘璇 电话：68068209科创

大模型不同的应用模式

教育作为大模型重要落地场景之一，正在迎
来产品创新“你追我赶”的局面。

《北京市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与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列出
了24个人工智能备案大模型产品，其中包括好未
来和网易有道两家教育公司的自研大模型

“MathGPT”和“子曰”。此外，智谱清言、百应、天
工、露卡、知海图AI、Moonshot、语鲸等大模型都
宣称具备解题、数学计算功能。

从教育功能来看，有的教育大模型落地为辅
导学生作业场景的伴学软件。网易有道学习机
搭载了虚拟产品小P老师，提供分步骤题目解析
讲解。

有的教育大模型则落地为辅助教师备授课
的助教软件。在近日发布的2023年年报中，世纪
天鸿披露了基于大语言模型研发的教师端助教
产品小鸿助教的进展。从2023年3月启动研发
一年来，小鸿助教已升级至4.0版。

小鸿助教通过对话的方式，在包括教案生
成、作文批改、文章写作、教学活动策划、读书笔
记、文本润色、PPT大纲、思维导图设计、教师评
语编写以及进行中英互译等多种应用场景帮助
老师提升工作效率。

方直科技2023年年报披露，其在2023年发
力AI数字化内容生成系统和AIGC（生成式人工
智能）实训解决方案两项业务，营收1078万元，同
比增长1393.52%。前者可为学校提供便捷、高效
的课程制作工具。

从内部提效来看，有的教育大模型落地为教
育公司的物料生产工具。作业帮已形成了超过
10亿道题目的题库，目前“大模型自动命题+人工
审核”已成为重要的题目生产方式；海豚AI学超

时空对话模块设置了爱因斯坦、高斯、鲁迅、莎士
比亚四个数字人形象，数字人的推广视频是由AI
生成的。

“教育是最适合AIGC落地的天然场景。”网
易有道高级副总裁刘韧磊近日表示，“人工智能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前景非常广阔，能让大规模因
材施教成为可能。”

拓展技术应用领域

业内人士指出，教育公司研发大模型凭借
专业化、系统化的教育内容，在语料库方面优势
明显。

不过，大模型应用更需要借助生态的力
量。MathGPT擅长题目计算、答案讲解等功
能。其学习机产品搭载的AI语音助手小思则采
购了智能语音服务商云知声的技术。小思可以
给学生讲解知识，同时调度学习机内置的相应
资源。

云知声近日发布的招股书显示，好未来2023
年6月参与了其D3轮融资，投资5000万元持股
0.5733%。

头部教育公司的产研团队强大，由于大模型
的基座效应明显，在技术能力加持下，它们有能
力拓展技术应用领域。比如，有教育公司上线了
AI写真应用等跨界产品。

浙商证券3月19日发布的研报指出，大模型
在教育领域具体场景理解能力、准确性，即能否
在避免影响学习体验的情况下更好地替代人工，
是评估其商业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国产教育大模型在作
文批改场景的应用体验感较好，但在题目解析和
分步骤解答场景的效果则参差不齐，有很大改进
空间。

避免惰化学生思维能力

教育大模型市场还在不断迎来利好。
教育部3月28日启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

动，围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国家智慧教育平
台智能升级、教育专用大模型应用示范和数字
教育出海实施“四大行动”，为教育发展注入新
动能。

据介绍，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将开发上线“智
能学伴”，通过“智能学伴”开展学情分析，构建
数字画像，实现优质资源的智能搜索和个性推
送。聚焦基层教师，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教师负
担繁重、能力不足的问题，提供课件生成、课堂
互动、作业批改、学生评价等工具，帮助教师减
负增效。

此外，还将发挥高等学校在科学研究、知识
积累、规模应用等方面的领先优势，打造生成式
人工智能教育专用大模型，优先在数学、大气科
学、生物学、力学、软件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临
床医学、药学、法学、应用经济学10个场景上推动
垂类应用。

显然，“国家队”进场将进一步拉动教育大模
型热。那么，“国家队”是否会抢夺商业化产品的
市场份额？

读书郎近日发布的2023年业绩公告就披露，
数智校园解决方案的销售收入由2022年度的
1530万元减少约 34.1%至 2023年度的 1010万
元。公告称，收入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学校正在大
力实行教育数字化战略，报告期内进一步调整

“国家教育智慧平台”的政策，这导致学校减少购
买相关产品。

业内人士认为，在个人应用层面，“国家队”
将更侧重于公共服务层面，比如用AI技术提高学
生、家长、教师的办事效率。

但教育公司研发教育大模型产品，需要在合
规界限内创新。“双减”政策明确规定，线上培训
机构不得提供和传播“拍照搜题”等惰化学生思
维能力、影响学生独立思考、违背教育教学规律
的不良学习方法。

对于教育公司来说，需要在产品策略上避免
直接抛出答案，而是引导学生思考。

网易有道CEO周枫曾表示：“产品研发过程
中我们反复强调不直接给学生答案，不把偷懒作
为产品需求。同时，引入家长控制功能，由家长
决定是否在结果中显示答案。”

供稿：《21世纪经济报道》王峰/文

液流电池可在零下20℃稳定运行百小时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讯

作为长时储能技术的“后备军”，液
流电池近年来发展迅速，一跃成为
市场“新贵”。

近日，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李瑛研究员、唐奡研究员团队在新
型低成本铁基液流电池储能技术研
究领域取得新进展。他们的最新研
究结果证明，电极界面优化设计可
有效提升铁负极性能，从而为实现
全铁液流电池高效稳定运行提供新
途径。

业界简报

鸿蒙生态再迎里程碑
已有超4000个应用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讯 近日，鸿蒙生

态再次迎来里程碑进展，目前已有超4000个应用
加入鸿蒙生态。

值得注意的是，从今年1月18日华为宣布
首批200多家应用厂商正在加速开发鸿蒙原生
应用，到3月底超4000个应用，短短两个月时
间增长幅度高达20倍。鸿蒙生态在取得爆发
式增长的同时，也实现了创新力和凝聚力的全
面进阶，为生态的持续繁荣和突破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自去年9月份华为宣布鸿蒙原生应用全面启
动以来，在各领域伙伴和开发者的共同努力下，
目前鸿蒙生态已实现了完善的垂直行业覆盖，包
括便捷生活、出行文旅、金融理财、社交资讯、生
产力工具、影音娱乐、游戏等各个领域的头部应
用都在争相启动鸿蒙原生应用开发，不断为鸿蒙
生态注入新的血液。

新型智能纤维问世
不用插电就能发光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讯 近日，东华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先进功能材料课题组研发出
集无线能量采集、信息感知与传输等功能于一体
的新型智能纤维，由其编织制成的智能纺织品无
需依赖芯片和电池便可实现发光显示、触控等人
机交互功能。

目前，智能纤维的开发多基于“冯?诺依曼架
构”，即以硅基芯片作为信息处理核心开发各种电
子纤维功能模块，如信号采集的传感纤维、信号传
输的导电纤维、信息显示的发光纤维、能量供应的
发电纤维等。不过，现阶段的智能纺织品仍依赖
芯片和电池，体积、重量和刚性大，难以同时满足
人们对纺织品功能性和舒适性的需求。

该研究中，东华大学科研团队开创性地提出
了“非冯?诺伊曼架构”的新型智能纤维，有效地简
化了可穿戴设备和智能纺织品的硬件结构，优化
了它们的可穿戴性。该工作实现了将能量采集、
信息感知、信号传输等功能集成于单根纤维中，并
通过编织制成不依赖芯片和电池的智能纺织品。

“不插电”就能发光发电的纤维，其中到底有
怎样的奥妙呢？答案就是我们的身体。该研究提
出把人体作为能量交互的载体，开辟了一条便捷
的能量“通道”，原本在大气中耗散的电磁能量优
先进入纤维、人体、大地组成的回路，恰恰就是这
一“日用而不觉”的原理，促成了“人体耦合”的新
型能量交互机制。在添加特定功能材料以后，仅
仅经过人体触碰，这种新型纤维就会展现发光发
电的“神奇一幕”。

三星升级语音助手
计划引入生成式AI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讯 韩国科技巨头

三星近日透露，计划为其语音助手Bixby引入生
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以提升用户体验并增强设备
的市场竞争力。这一策略调整反映了三星对当
前AI技术发展趋势的积极响应。

Bixby作为三星的标志性语音助手，自2017
年随GalaxyS8智能手机推出以来，已广泛应用
于三星的智能手机、智能手表及家用电器等多个
产品线。它为用户提供了一系列便捷功能，包括
实时翻译和餐厅推荐等。然而，随着OpenAI的
ChatGPT等先进聊天机器人的出现，用户对语音
助手的期望也在不断提高。

新时代的聊天机器人代表了生成式AI的最
新进展，它们能够处理更复杂的查询，并以文本、
图片甚至视频的形式生成响应。三星认识到，为
了保持市场领先地位并满足用户需求，必须对
Bixby进行升级。

电解液凝固点降低至零下20℃以下

据研究团队介绍，在诸多新型储能技术路线
中，以全钒液流电池为代表的液流电池储能技
术，本质安全、可灵活部署，因此成为长时储能技
术中的首选电化学储能技术路线。其中，研发低
成本液流电池新体系新技术，是解决现阶段液流
电池产业化发展瓶颈的有效途径。

在本项研究中，中国科学院金属所团队以铁
负极氧化还原反应可逆性为切入点，先后通过电
极界面缺陷设计和极性溶剂调控，成功实现了充
放电过程中铁单质在电极纤维表面的均匀沉积
和溶解。

通过在电极界面进行金属刻蚀处理，使得电
极纤维表面富含缺陷结构，有效调控了二价铁离
子在电极界面的沉积反应成核特性，促进了铁沉
积反应均一性及氧化还原反应动力学，并利用理
论计算和仿真分析揭示出二价铁离子在碳缺陷处
的杂化作用增强机制及铁沉积过程演化规律。得
益于此，研究团队组装的全铁液流电池实现了每
平方厘米80毫瓦的功率密度和250圈循环99%的
电流效率，循环稳定性有效提升了10倍。

此外，研究团队还通过在溶液中引入极性溶
剂，利用极性分子与氢键相互作用，成功弱化了
溶液的水合氢键网络，将电解液凝固点有效降低
到零下20摄氏度以下，并且协同提升铁负极电化
学可逆性，首次实现全电池在零下20摄氏度低温
条件下100小时稳定运行。该研究结果也为宽温
域全铁液流电池技术产业化开发与应用推广奠
定了技术基础。

液流电池近年来发展迅速

液流电池是一种电化学储能技术。它主要

由电堆单元、电解液、电解液存储供给单元以及
管理控制单元等部分构成。在液流电池中，正负
极电解液分开，各自循环，通过电化学反应来实
现能量的储存和释放。

液流电池具有容量高、使用领域广、循环使
用寿命长的特点。它可以根据不同的设计和应
用领域进行分类，如铁铬液流电池、全钒液流电
池、锌基液流电池等。全钒液流电池是目前商业
化程度最高和技术成熟度最高的液流电池技术。

液流电池的市场规模近年来呈现出快速增
长的趋势。根据市场调研数据显示，全球液流电
池市场规模在2021年约为2.14亿美元，预计到
2026年将增至 4.89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
18%。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液流电池的固有优
势、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增加、公用事业对液流电
池的高需求以及电信塔安装量的增加。

在中国市场，全钒液流电池的市场空间主要
来自储能需求的增长以及自身渗透率的提升。
技术进步和生产成本的降低将进一步推动全钒
液流电池市场空间的扩大。2022年，全钒液流电
池市场规模约为11.8亿元。而随着国内大量的
全钒液流电池储能项目开工建设，预计市场规模
将持续增长。

液流电池行业增资扩产

液流电池行业正在经历产能爆发式增长
期，产能供不应求的现象愈发严重。2023年的
液流电池招标容量已超过现有产能，显示出市
场对液流电池的强烈需求。为了满足这一需
求，多家液流电池生产商正在推进扩产计划。
纬景储能、北京普能、星辰新能等企业纷纷加
入投产大军，使2023年的液流电池产能达到了
6吉瓦，并有望在2025年跃升至30吉瓦。展望

未来，液流电池行业将迎来一轮又一轮的增资
扩产热潮。

2023年，液流电池行业的投资热度空前高
涨。主流液流电池企业成为投资机构争相追逐
的对象。据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主流液流电池
企业获得了近30亿元的融资，其中融科储能作为
液流电池领域的明星企业，4月获得了超10亿元
的B+轮融资。这些融资活动的主要目的在于扩
大产能，缓解行业产能不足的问题。

加快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促进
和鼓励储能项目开发建设。“十四五”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和
新型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2022年1月，国家发
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的《“十四五”新
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新型储能
由商业化初期步入规模化发展阶段，具备大规模
商业化应用条件；到2030年，新型储能全面市场
化发展。

加快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产业化和市场化
发展，已成为行业共识。2024年储能装机将继续
快速增长，预计全年新增装机40吉瓦以上，我国
储能将实现从商业化初期向规模化发展的实质
性转变。

当前，除了锂离子电池、液流电池、压缩空气
储能、飞轮储能等技术相对成熟外，其他新型储
能技术路线仍处于示范验证阶段，技术成熟度不
高，投运项目运行经验较少。专家们表示，要抢
抓时间窗口期，通过系列示范项目验证技术路线
的经济可行性，并针对行业发展的难点痛点集中
力量联合组织攻关，加快突破安全可靠、系统效
率高、运维方便的智能化核心技术。

“国家队”进场 教育大模型创新“你追我赶”

我国工业自动化生产
有了人工智能“大脑”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讯 由北京科技企

业东土科技研制的工业AI智能机器人控制系统
近日公开亮相，它能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力
将人类自然语言指令转换成机器人运动命令，
由人类语言来控制机器人工作，大大降低机器
人在工业生产线中应用的门槛。这也是国内首
个工业AI控制器。

工业控制器，如同工业机器人和自动化生
产线的“大脑”。过去，在传统的工业控制器和
机器人的开发设计过程中，为了通过“大脑”调
动机器人工作，复杂的代码编写、运动控制、机
器人工作流程设计、工作路径规划等开发过程
需要耗费开发人员大量时间。

如今，引入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后，过去需
要专业工程师对机器人进行3天左右的开发工作
量，现在仅需5到10分钟就能完成，极大降低了开
发难度和复杂度。身在一线的工程师们能够从繁
杂的编程、开发设计的工作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
与机器人进行有效互动，优化生产效率。

近日，教育大模型产品纷纷面世。猿辅导旗下的海豚AI学上线超时空对话模
块，提供AI自动对话、引导式发问功能；作业帮在美国、印尼等地上线大模型应用
QuestionAI，定位为问答和作业助手，在北美市场的周活跃用户已接近200万；高途上
线一款心理测试倾诉APP预见塔塔，用户可以与应用大模型技术的AI疗愈师对话。

教育部3月28日启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将开发上线“智
能学伴”，打造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专用大模型等。“国家队”进场，有望进一步带动教
育大模型热。

不过，教育大模型在带来更多可能性的同时，也加大了惰化学生思维能力的风险，
产品创新需要在合规边界内探索。

根据市场调研数据显示，全球
液流电池市场规模在2021年约
为2.14亿美元，预计到2026年将
增至4.89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
达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