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美国开放人

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13日展示最新

版本ChatGPT：与使用者展开语音对话、

识别图像并展开讨论、翻译……相比先前

版本，它与使用者对话基本无延迟，会倾

听，能唠嗑，还善于察言观色，让人惊呼新

版本ChatGPT“更像人”了。

新版本ChatGPT取得了哪些突破？

能在哪些领域实现应用？它对人工智能

领域的影响有多大？新华社记者为您解

局——

有哪些“进化”？

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13日发布的

人工智能模型名为GPT-4o，编号中的字

母“o”代表“omni”（全能），既能接受文

本、音频和图像的任意组合输入，还能生

成文本、音频和图像的相关回应。

该中心不仅围绕GPT-4o做了直播演

示，还在社交媒体发布更多视频“炫技”。

上面这段视频中，GPT-4o听起来明

显“更会聊天了”，还时不时抛出几个笑

话。它的音调有些许变化，言语间带着笑

意，与它聊天更像与真人交谈。

实时聊天是ChatGPT的关键技能。

相比先前版本，GPT-4o的不同主要表现

在：一是使用者可以随时打断聊天机器

人，无需像从前那样等它把话说完；二是

它会实时对问题作出回应，不再有两到

三秒的时滞；第三，它能感知人的情绪，

比如演示者呼吸急促，它会询问对方是

否需要稍稍稳定下情绪。另外，GPT-

4o可以生成不同风格的声音。

演示中，GPT-4o利用其视觉和语音

能力，指导演示者在纸上逐步解出一道

方程题，而不是直接给出答案。它还展示

了英语与意大利语互译、用自拍照片识别

情绪等能力。当一名演示者告诉它，自己

正展示它是“多么有用和不可思议”时，

它回答道：“哦，快别说了，怪害臊的。”

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

萨姆·奥尔特曼当天在博客中写道，GPT-

4o就像电影中的人工智能技术。“与电脑

交谈一直让我感觉不自然，现在自然了。”

应用潜力如何？

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工程

实验室主任刘伟说，无论是在文本生成、

做题、问答系统还是情感分析等任务中，

GPT-4o都表现出很好的能力。这种技

术的突破，无疑将对国内外的相关企业

产生重大影响，它不仅推动了自然语言

处理技术的发展，也让人工智能在多个

领域的应用变得更加广泛和深入。

他认为，GPT-4o将推动人工智能在

金融服务、教育、医疗、无人驾驶汽车等

领域的应用，有望引领人工智能技术全

面发展。

近年来，开发更人性化、功能更强大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竞争激烈。就在

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发布GPT-4o的

第二天，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公司召开谷

歌开发者年度会议，人工智能是重头

戏。硅谷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技术企业

“深层思维”创始人之一穆斯塔法·苏莱

曼也分别投资开发了聊天机器人Grok和

Pi，将拟人化特点作为产品主攻方向。

英国广播公司评论，GPT-4o能够结

合文本、音频和图像内容瞬间做出反应，

目前在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技术官

米拉·穆拉蒂说，GPT-4o定于几周内上

线，用户可免费试用。ChatGPT原有付

费用户将获得新版本更多使用权限。

需要担忧什么？

在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公布的一

段演示视频中，GPT-4o一步步引导一名

男孩解答出数学题。一些网友直呼，再也

不用辅导孩子写作业了。一些人却担心，

教师这一职业会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

一些人工智能专家认为，新版Chat-

GPT虽然可能比竞争对手水平更高且更

易使用，但不太可能很快让一些职业彻底

消失，从事教学或翻译工作的人更有可能

会使用这些工具，而不是被它们取代。

新加坡人工智能计划人工智能产品

高级总监莱斯利·特奥说，教学工作涉及

到人类的同理心，“教师自己经历了学习

过程并且了解人如何克服困难，而人工智

能不同”。他认为，教学、翻译和客户服务

等工作不可能因GPT-4o的出现而消失。

也有一些专家认为，技术演示能在

大多数人中引起反响，它通常是精心打

造的，未必能反映产品的真实功能。

刘伟说，GPT-4o的语音功能改变了

对话式人工智能的游戏规则，但依然没

有实现聊天机器人的深度态势感知能

力，比如意图理解、动机分析等。此外，

GPT-4o的进步在人工智能伦理和安全

方面带来了新的挑战，需要我们在数据

隐私、信息可信性、潜在偏见、恶意使用、

意识和责任等方面开展新的思考。

（记者陈丹袁原）

新版ChatGPT在哪些方面“更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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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在灾后救

援、大型机械装备检修等场景，仿生机

器“昆虫”大有可为，业界一直在寻找适

配的高效动力系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科研团队，成功实现微型动力技术新突

破，并基于此研发出一款仿生“昆虫”，实

现了昆虫尺寸（2 厘米）机器人的脱线可

控爬行。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

《自然·通讯》发表。

置身一堆小石块儿间，这款四足机

器“昆虫”行动矫健、穿梭自如，仿若

甲壳虫。文章共同通讯作者、北航能源

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闫晓军介绍，该机

器“昆虫”身长2厘米、宽1厘米、重1.76

克，垂直投影面积仅两个指甲盖大小，具

有快速机动、高载重、无线可控等特性。

尺寸虽小，“五脏”俱全。其中，

动力系统是机器人的“心脏”。普通机

器人通常靠电动机驱动，对供能要求较

高，而微型机器人内部空间不足以承载

大容量电池。北航科研团队历经多年研

究，开发出基于直线式驱动、柔性铰链

传动的新型动力系统，让微型机器人成

功摆脱电机与外接电线。

“在机器‘昆虫’内，我们植入了能

源、控制、通讯和传感系统。直线式驱

动器将‘体内’小型电池输入的电能转

化为机械能，并向外输出机械振动；柔

性铰链传动机构，将机械振动转换为机

器‘昆虫’腿部周期振动，进而带动整

个机体实现高频弹跳运动。”团队成

员、北航助理教授刘志伟说，“通俗

讲，微型电池完成电生磁，促使一旁

磁铁振动，再带动腿部关节运动。”

北航博士生、团队成员詹文成介

绍，科研团队还设计了仿生奔跑步态，

通过机器“昆虫”步频和步幅的自适应

调节，实现高载重下快速爬行；提出基

于机器“昆虫”双腿振动频率差的控制

方法，实现运动轨迹精确控制。

闫晓军说，这一微型动力技术的成

功研发，有望推动微型机器人大范围开

发和应用，助力灾后搜救、大型机械设

备和基础设施损伤检测等。（记者赵旭）

我国科研团队实现仿生“昆虫”微型动力技术突破

新华社上海5月15日电 记者从中国

科学院获悉，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上海光源线站工程5月15日通过

国家验收。该工程于2016年11月开工建

设，2023年7月全部建成，正式投入运行

后将使上海光源的实验研究能力实现跨

越式提升。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副院长

邰仁忠介绍，上海光源是中国大陆第一

台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2009年5月正式

对用户开放。上海光源犹如一台“超级

显微镜”，借助它产生的高品质同步辐射

光，可以“看清”微观世界，揭示物质微观

结构生成及演化机制。

记者采访了解到，上海光源主要由

圆环状的同步辐射加速器和一条条各具

特色的光束线站组成。上海光源线站工

程在上海光源已有基础上新建了16条性

能先进的光束线站，拓展了光源性能，建

立了用户辅助实验室和用户数据中心

等，为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化工催化等

多学科领域的科研攻关提供有力支撑。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项目团队攻克

了一系列核心关键技术，研制了一批具

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关键设备，建成了一

批关键性能指标位居国际前列或独有的

光束线站。例如，上海光源线站工程用

到了团队自研的高精度X射线“镜子”，其

具有超光滑的表面，对光束的转折、聚焦

等有重要作用。

邰仁忠介绍，升级后的上海光源实验

能力大幅提升，空间分辨能力优于30纳米

级，时间分辨能力达到60皮秒，同时有全

方位、超高灵敏的分析能力，可以满足一

些极端条件和特殊样品的分析需求。

上海光源线站工程采取“建好一批、

开放一批”的模式，支撑科技发展的效果

初步显现。数据显示，工程试运行期间，

新建线站已服务约8万小时，用户发表科

学论文近500篇，并为35家国内领军企业

提供定制化技术解决方案。

（记者董雪张泉）

“超级显微镜”升级
上海光源线站工程通过国家验收

5月14日拍摄的上海光源动力学研究线站。（新华社记者方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