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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月”开启 科技巨头都有“大动作”
全球市场迎来“AI月”。

从美国时间5月13日到6月
10日，AI领域的开发者和投
资者们将迎来一个接一个的
重要事件。

从 OpenAI推出新的旗
舰 AI模型，到谷歌、微软、
苹果的开发者大会，可以
说 ，从 生 成 式 AI到 AI硬
件，关于 AI的方方面面将
贯穿一个月。

成果播报

OpenAI推出新旗舰模型

OpenAI的春季更新活动于美国时间5月
13日上午10时（北京时间14日凌晨1时）正式
开始，以网站直播的方式进行。

OpenAI推出了新的旗舰 AI模型，名为
GPT-4o，跟此前的版本相比，GPT-4o最大的
特点是增加了语音交互。并且号称和一些同类
竞品相比，它的响应时间更快，可以减少延时，
更接近和真人对话的节奏。

OpenAI官网表示，GPT-4o中的“o”代表
“omni”，意为“全能”，称它向更自然的人机交
互迈进了一步，因为它接受文本、音频和图像的
任意组合作为输入内容，并生成文本、音频和图
像 的 任 意 组 合 输 出 内 容 。 OpenAI表 示 ，
GPT-4o功能向所有用户开放，不过语音功能
的上线还要等待数周。

谷歌将发布新计划

谷歌2024年I/O（输入/输出）开发者大会
将于美国时间2024年5月14日（北京时间5月
15日）举行。本次大会将以谷歌首席执行官桑
达尔?皮查伊的主题演讲拉开帷幕。

外媒分析称，谷歌一直在重新思考其围绕
人工智能的核心搜索体验，预计将在年度I/O
活动上公布 GeminiAI模型的最新计划。此
外，谷歌可能还将带来关于谷歌搜索和已经发
布的Pixel8廉价手机的最新消息，以及有关人
工智能的大量新闻。

虽然谷歌的GeminiAI平台在发布初期并
不尽如人意，但其一直希望将其生成式AI产品
引入其所有服务，包括搜索、照片和视频工具，
以及Gmail和GoogleDocs等工作套件。同时，
谷歌也在逐渐将人工智能功能注入谷歌助手，
曾表示Gemini将取代谷歌助手，成为安卓手机
上可以下载并使用的主要助手。

另外，谷歌可能会改进诸如“CircletoSearch”
这样的人工智能功能，或者在I/O上为移动设
备提供全新的功能。目前，外界普遍好奇，谷歌
推出的这些新功能是否将引领人们进入一个更
先进的自然语言语音助手时代，或者更像是一
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助手。

此外，市场预计谷歌还将在I/O活动期间
展示其即将推出的Android15操作系统、通过
AndroidAuto实现更多车载集成以及智能手表
软件WearOS。

微软将展示新功能

美国当地时间5月21日，微软将举行Build
年度开发者大会。

根据5月11日微软公布的信息，此次大会有两
场分论坛，分别聚焦“下一代WindowsonArm”
和“全新的WindowsAI功能”。“下一代Windows
onArm”分论坛将介绍有关应用程序“行业
领先性能”的详细信息，以及“Arm驱动的
Windows的新体验”，例如采用NPU功能的智
能 Windows应用程序，这可能包括更多的
WindowsAI功能，这在另一个分论坛也将有所
提及。此外，微软还将详细介绍Windows开发
者体验方面的一些改进。

目前，微软Build年度开发者大会的会话目
录总计显示了470个结果。如果筛选“AI”，那么
你将会得到274个会话结果，而搜索“Copilot”则
会得到137个结果。可以预见，除了AI之外，
Copilot将是此次微软Build年度开发者大会的
又一重点议题。

此次大会将讨论 VisualStudio2022中的
全新 Copilot体验，因为微软最近宣布将人工
智能技术集成到开发环境中，作为一个单一
的软件包提供功能，而在最新的预览版更新
之 前 ，这 些 功 能 是 通 过 GitHubCopilot和
GitHubCopilotChat两个独立的扩展实现的。

微软在Build会议说明中表示：“我们将展
示全新的功能，允许用户通过先进的人工智
能功能与Windows的数字生活进行更深入的
互动。”

苹果或推全新AI应用商店

6月10日至14日，苹果将举行年度全球开
发者大会。

在大会第一天，苹果将在位于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的总部ApplePark举办全天活动，其中
最重磅的主题演讲环节将于同一天举行。

苹果表示，本届大会将重点关注 iOS、
iPadOS、macOS、watchOS、tvOS和 VisionOS的
最新进展。根据MacRumors曝光的升级机型
名单，iOS18将支持24款机型升级，与iOS17
一致。

届时，苹果预计将推出升级后的Siri语音助
手，底层技术将引入一个新的生成式AI系统，
能够实现更多功能，并支持连续对话。外媒援
引知情人士的话称，苹果并不打算推出一款聊
天机器人来与ChatGPT直接竞争，而是希望改
进Siri，更好地为用户服务，比如设置定时器、创
建日程等。

其实苹果对AI策略的规划有更长远的考
量：除了自家AI应用，苹果更希望为开发者和
用户提供一个更大的平台，从而能够使其更好
地从中获利。

华尔街咨询机构MeliusResearch主管本?
雷泽斯表示，苹果可能会在开发者大会上推出
一个全新的AI应用商店，预计当中将包括各
大供应商提供的 AI应用。Reitzes预测，苹果
将在开发者大会上详细说明如何从AppStore
购买AI应用程序，并且，全新的AI应用商店也
会拥有专属的App、AI助手以及升级版Siri。

综合央视新闻、《每日经济新闻》
作者：张曼曼 蔡鼎

产业链发展提速

华泰证券表示，尽管AI规模化仍处于早期
阶段，但AI热潮已开始加速液冷产业链发展。
未来随着处理密集型计算应用的增长，冷板式
液冷作为短线方案或率先放量，而浸没式液冷
作为未来方向将长期受益。目前，众多芯片厂
商和云计算巨头均布局液冷方案，包括英伟达、
AMD、Cerebras、谷歌、微软、亚马逊等。

值得一提的是，液冷巨头企业维谛技术
不久前公布的 2024年一季度报告显示，由于
营收利润均超预期，且受益于AI相关需求带
动，公司一季度订单同比增速超过 60%。其
强劲的经营表现也使得市场目光聚焦于液冷
行业。

科方得智库研究负责人张新原表示，AI技
术的发展，对强大的计算能力和高效率的散热
方式提出要求，液冷散热因其高效性而备受青
睐；同时，节能环保的需求也在推动液冷产业的
发展，液冷系统相比传统的风冷系统能耗更低，
对环境的影响更小。此外，随着技术的进步，液
冷系统的部署和运维成本也在逐渐降低，进一
步推动了液冷产业的发展。

“传统风冷散热方式难以满足高热密度散
热需求，液冷散热技术以其高效、可靠的散热性
能，成为相关企业解决散热问题和应对节能挑
战的必由之路。液冷散热技术在电子设备散热
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不仅适用于数据中
心，还广泛应用于通信、电力、医疗等领域。”福
建华策品牌定位咨询创始人詹军豪说。

市场呈快速增长态势

从国内市场来看，中国液冷服务器市场呈
现快速增长态势。国际数据公司（IDC）在今年
4月份发布的相关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液冷
服务器市场规模达到15.5亿美元，与2022年相
比增长52.6%，其中95%以上均采用冷板式液冷
解决方案。IDC预计，2023年至2028年，中国
液冷服务器市场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45.8%，
2028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02亿美元。

据悉，互联网行业依然是2023年中国液冷
服务器市场最大买家，占46.3%的市场份额，并
有望在未来几年持续加大液冷服务器的采购
力度。电信运营商对液冷数据中心的需求保
持较快增长，也是未来液冷服务器需求的主要

来源。
国内液冷产业有望乘势而上。从相关企

业的情况来看，英维克打造了全链条液冷解
决方案的核心产品；曙光数创的浸没式液冷
集装箱数据中心具有高部署密度；川环科技
自主研发了高性能液冷管路系统。此外，申
菱环境、浪潮信息、润泽科技等多家公司亦受
到市场关注。

川环科技董事长文琦超表示：“公司的液冷
业务覆盖了汽车、储能、数据服务器、低空经济
等应用市场。在数据服务器领域，川环科技的
液冷管路产品已经应用于部分客户，此外还有
一些客户的产品处于装机验证阶段。”

“随着新能源汽车、5G、人工智能、储能、大
数据等领域高速发展，液冷管路系统市场需求
将持续增长，国内已有大型科技公司开始部署
液冷数据中心项目，市场规模逐步扩大，产业链
逐渐成熟。据相关研究报告预测，未来几年内，
液冷管路系统市场年复合增长率将大幅攀升，
形成一个极具潜力的千亿元级制冷市场蓝海。”
文琦超说。

展望未来，我国液冷产业的发展前景值得
期待。

“我国的液冷产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近期国内外液冷行业龙头企业的订单和业绩均
呈现迅速增长态势。未来，随着AI、云计算等
技术的持续发展，以及数据中心规模的进一步
扩大，液冷散热需求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同
时，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场景的拓展，液
冷散热技术将不断升级和创新，推动液冷产业
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发展。”詹军豪说。

据《证券日报》作者：舒娅疆 蒙婷婷

AI算力竞争加剧 液冷散热成趋势
2028年市场规模将达102亿美元

上汽集团推出
DMH混动技术

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上汽荣威对外发布
DMH超级混动技术成果。

上汽集团乘用车公司副总经理、上汽集团
创新研究开发总院常务副院长及技术中心常
务副主任芦勇详细阐述了DMH超级混动技术
的特点和未来规划。芦勇透露，上汽集团正积
极寻求与其他汽车品牌在技术层面的多元化
合作。

芦勇表示：“未来，上汽集团将把下车体平
台、插混系统、智驾智舱等先进技术对外进行合
作与反向输出，其中也包括向一些外资品牌提
供技术支持。”这一策略性的技术输出计划，显
示了上汽集团在技术创新和国际化合作方面的
雄心。

芦勇表示：“当前，混动技术正处于百花齐
放、产品层出不穷的阶段，用户接受度也越来越
高。有数据预测，到2025年，纯电动汽车和插
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市场占比将达到1:1。插
电混动的春天已经到来。”

上汽DMH超级混动技术凭借其模块化、
集成化、专属化的三大技术特点，展现出了强大
的市场竞争力。该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和系列
化构型，能够匹配不同的混动路线，如PHEV、
EREV和HEV等，以满足全球不同用户的驾驶
需求和油耗法规。

目前，DMH超级混动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
荣威D7DMH、荣威D5XDMH等车型上。值得
一提的是，荣威D7DMH在近期的2000公里极
限续航挑战中，实现了百公里平均油耗2.8升的
优异成绩，进一步验证了DMH超级混动技术的
先进性和实用性。 （编辑：李旭超）

燃气催化式红外技术
让烤箱无电也能加热
家庭常用的烤箱以电为能源。电作为二次

能源，必须通过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一次能源的
消耗才能得到。有没有一种可能，将天然气在不
燃烧的情况下直接转化为热能，让烤箱不通电也
能烘制美食？

日前，江苏大学食品物理加工研究院与某电
器集团积极合作，探讨开发不用电的烤箱。合作
的基础正是团队研发的燃气催化式红外加热技
术与装备。

不断钻研取得突破

天然气是排碳量最少的三大化石能源之一，
如何将它的效益最大化是各国研究的课题。其
中，将天然气转化为红外线是一种新型热能转化
形式，在国际上得到高度重视。

江苏大学食品物理加工研究院教授马海乐
说，传统的红外装备都以电力作为能源，能耗较
高、碳排放较大。燃气催化式红外加热技术的原
理是燃气和空气中的氧气借助贵金属的催化作
用，在不燃烧的情况下被转化成二氧化碳和水，
同时释放出红外线。燃气催化式红外加热技术
的核心部件——发射器的设计和制造一直掌握
在欧美企业手中。2016年，马海乐课题组研发了
我国第一台燃气催化式红外加热发射器。

为进一步提升热转化效率、减小发热板温
差、改善催化材料性能，课题组经过10多年不断
钻研终于取得突破。在2021年中国轻工业联合
会组织的专家鉴定会上，专家组表示，该技术实
现了我国在该领域从“0到1”的突破，打破了国外
先进技术的封锁，摆脱了对国外先进产品进口依
赖，且表面温度、发热均匀性、功率密度等核心指
标达到欧美先进产品标准。

有了发射器后，课题组开始研发相关装备。
马海乐表示，他们利用自主开发的催化式红外发
射器研制出传送带式、滚筒式、烘房式、扫描式等
4个系列燃气催化式红外加热装备。

能耗降低50%以上

课题组加快成果应用和转化，积极将燃气催
化式红外技术应用在涂料干燥、皮革干燥、芯材固
化食品干燥等7个领域，与中集集团、中海油等20
家企业合作，建成燃气催化式红外生产线和装备
184台套，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随着技术进步，燃气催化式红外加热技术还
应用于多个领域，使得这些行业的节能效率大幅
提升。经过测试，在油漆烘干领域，与电红外烘
干技术相比，该技术可节约能耗50%；应用于气
田井口采气树减压阀加热，与利用柴油机发电电
加热相比，能耗降低90%；在皮革加工领域，可实
现皮革催化式红外固化，与传统方式相比，装备
占地面积减少50%、耗气量降低61.3%。

“中国有5000多家皮革厂，多为重污染高能耗
企业。而在食品加工领域，热加工为当前食品加工
的主要方式。如果不能解决能耗问题，成本就降不
下来。这些都是催化式红外技术有望落地的应用
场景。”马海乐说。 据《科技日报》作者：张晔

AI产业持续迭代更新，对算力设备和承载算力的数据中心均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液冷需求显著提升，液冷产业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分析人士认为，全球热管理市场规模增速显著，散热技术向液冷革新已成
趋势，算力需求增长促使AI芯片厂商布局液冷方案，未来液冷技术有望进一步
渗透到智算中心、数据中心等诸多领域，液冷产业规模将持续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