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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近两年的发展具有“大”和“多”的鲜明特征，大模型的参
数规模越来越大，文图视等方面的多模态能力也越来越强。2025年，它又
将如何进化？

从全球业界发展趋势看，AI将具备更强的推理能力，各形态智能体会
更加普及，同时也会有“规模定律”受考验等更多挑战浮现。

◣大模型应用更广 推理能力更强大
2024年，各家大模型不再简单竞争参数规模，而是将兼具文字图片视

频等不同能力的多模态作为重要发力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的文生视频大模型Sora在2024年2月面世就惊艳世界，正式版已
于12月向用户开放。

美国谷歌公司近期发布的《2025年AI商业趋势报告》预测，2025年多
模态AI将成为企业采用AI的主要驱动力，助力改善客户体验，提高运营效
率，开发新的商业模式。例如，多模态AI将广泛用于医疗领域，通过分析医
疗记录、成像数据、基因组信息等推进个性化医疗；在零售、金融服务、制造
业等领域的应用也将不断扩展。有专家认为，通用人工智能正渐行渐近。

AI的逻辑推理能力在提升。OpenAI在2024年9月发布推理模型o1，
并在12月迅速升级到o3版本，新模型在数学、编程、博士级科学问答等复
杂问题上，表现出超越部分人类专家的水平。谷歌也在12月发布其最新推
理模型“双子座2.0闪电思维”，专注于解决编程、数学及物理等领域的难
题。

美国“元”公司最近推出了与传统大型语言模型不同的大型概念模型，
它可以在更高的语义层级——“概念”上进行思考。这种方法能够更好地
捕捉文本的整体语义结构，使模型能在更高的抽象层面进行推理。

这些具备高级推理能力的模型在科学研究中潜力巨大。2024年诺贝
尔物理学奖颁给机器学习先驱、化学奖颁给能预测蛋白质结构的AI开发
者，凸显人工智能推动科研的巨大贡献。业界普遍认为，AI将在2025年加
速科技突破，有望在可持续材料、药物发现和人类健康等方面展现出新的
能力。

◣智能体将更普及 具身智能受期待
智能体的出现频率将越来越高。智能体指使用AI技术，能够自主感知

环境、作出决策并执行行动的智能实体。北京智谱华章科技有限公司人工
智能专家刘潇说，如果把大模型比作一名学到很多知识、尚未进入社会实
践的学生，智能体则像个毕业生，即将学以致用，在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价
值。

智能体可以是一个程序。2024年11月底，在智谱AI开放日上最新“出
炉”的智能体已经可以替用户点外卖。只要说出需求，它就像一个能理解、
会帮忙的小助手，可在无人工干预条件下完成跨应用程序、多步骤的真实
任务。

业界普遍认为，这种智能体2025年将变得更加普及，且能处理更复杂
的任务，将人类从一些重复且琐碎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德勤公司发布的

《2025年技术趋势》报告预测，智能体很快将能支持供应链经理、软件开发
人员、金融分析师等人员的工作。

智能体还可结合物理实体，形成“具身智能”，如自动驾驶汽车、具身智
能机器人等。美国国际数据公司负责人工智能领域的高管丽图·乔蒂认
为，智能体未来有望全面革新自动驾驶领域。美国特斯拉公司研发的人形
机器人“擎天柱”已可在工厂行走、分拣电池，还能以接近人类的灵活度用
单手稳稳接住迎面抛来的网球，有望在2025年实现小批量生产并投入使
用。

◣“规模定律”受考验 多重挑战需应对
大模型过去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符合“规模定律”，即大模型的性能随

着模型参数、训练数据量和计算量的增加而线性提高。但近来不断有迹象
显示，由于训练数据即将耗尽、更大规模训练的能耗和成本激增等因素，

“规模定律”可能难以延续。
因此有研究者提出“密度定律”，指AI模型的能力密度随时间呈指数级

增长。北京面壁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创始人兼执行总裁李大海说，
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更注重AI算法的调优，同样的模型能力可被放到一个
更小的参数规模里，表明模型的能力密度不断增强。“炼大模型，不如炼优
模型”。

微软开发的Phi模型等一系列小模型已显示，管理较小但高质量的数
据集可以提高模型的性能和推理能力。中国深度求索公司2024年12月底
发布混合专家模型DeepSeek－V3。测试结果显示，与某些性能相当的国
际知名大模型相比，成本低了一个数量级。业内人士预测，小模型的吸引
力可能在2025年大幅增高。

发展AI的能源挑战也备受关注。由于训练最新的大模型耗能巨大，微
软、谷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已将目光瞄向核能。

AI的快速发展还伴随着安全、治理、版权、伦理等方面的新风险。例如
多模态功能的拓展，使虚假信息的内容形态更加多元，也更难被普通人所
辨别；智能体自主性的提高，会带来其目标与人类意图不一致或产生意外
行为的风险。

为应对这些风险和挑战，全球多国已从政策法规、技术标准、行业自律
等多个维度加强AI治理。 本报综合消息

冬天，砂糖橘和耙耙柑等柑
橘类水果广受欢迎。特别是砂糖
橘，很多人能一“炫”一大筐，根本
停不下来。

然而，最近网上流传着一些
说法“砂糖橘含大量果糖致癌”

“耙耙柑打了退酸剂，不能再吃
了”。这让不少人恐慌和担忧，究
竟是不是真的？

砂糖橘含大量果糖致癌砂糖橘含大量果糖致癌？？这这
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近日，网络上一条关于“砂
糖橘真的不能再吃了”的消息引
起关注。传言称，有研究表明：
果糖会促进肿瘤生长，而砂糖橘
中含有大量果糖；并且现在种植
的砂糖橘是打了脱酸剂增甜，这
种物质是含有重金属的致毒性物
质。这条消息引起了不少人对砂
糖橘的恐慌。砂糖橘真的不能再
吃了吗？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
心科学技术部主任阮光锋强调，
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首先，消息中提到的论文确
实存在，但是它完全歪曲了研究
论文的原意。这篇研究论文是一
个动物实验。这个研究是用已经
得了癌症的小鼠来做的，小鼠喂
的是高果糖浆。结果发现，这些
小鼠的肿瘤长得更快了。论文结
论是果糖可能会促进肿瘤细胞生
长。而且，这个研究是一个基础
医学研究，证据等级是比较弱
的。

最重要的是，这个研究中根
本没有提到砂糖橘或者其他水
果，砂糖橘完全是自己的歪曲演
绎。它是这样演绎的——“因为
高果糖浆中有大量果糖，砂糖橘
也含有果糖，因此砂糖橘致癌，
不能吃”。

对于我们来说，平时饮食按
照膳食指南的建议安排每日三餐
就可以，并不用太担心。

提前上市的耙耙柑打了退酸提前上市的耙耙柑打了退酸
剂剂？？正规渠道购买可以放心吃正规渠道购买可以放心吃

针对近日网上流传出的一种
说法：“现在的耙耙柑最好不要
食，今年果农都爆出来，提前上
市的都打了退酸剂，退酸剂含有
砷化物，俗称砒霜，对人体有
害。”

阮光锋介绍，正规渠道购买
的耙耙柑是可以放心吃的，大家
不必过于担忧。

阮光锋表示，关于“退酸
剂”，网上的说法有很多种，还
有叫“脱酸剂”“去酸增甜剂”

等名字的。可以确认的是，这些
东西都是“三无”产品，一些产
品可能有砷酸盐。砷酸盐残留容
易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威胁，
在当前食品安全管理中，是禁止
使用的，使用者和提供者都将受
到法律的制裁。

但是，正确使用营养剂增甜
是无任何副作用的，大家也不用
对农业种植过程中正规的做法过
度恐慌和焦虑。

目前，很多肥料厂家都在
推广含有磷钾等元素的肥料，
用来促使柑橘等增加甜度，这
样的营养液都是正规登记的，
可 以 正 常 使 用 ， 对 于 树 体 无
害，也不会造成任何农残超标
等，农户完全可以选择类似叶
面肥、磷酸二氢钾之类来提高
果实甜度，这些都属于营养肥
料，无毒副作用。使用高磷高
钾等叶面肥作用机理是提高光
合作用效率，增加光合产物，
加速营养物质制造和转化，积
累有机物等。

总的来说，正规渠道购买的
耙耙柑等是可以放心吃的，大家
不必过于担忧。

专家解答关于柑橘类水果的专家解答关于柑橘类水果的
疑问疑问

1.吃砂糖橘，皮肤会变黄？

湖北省武汉市第一医院临床
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孟庆彬解释，
吃砂糖橘后皮肤变黄的主要原因
是其富含的β-胡萝卜素。当我们
短时间内摄入过多的胡萝卜素
时，身体可能无法及时代谢这些
成分，导致它们在血液中积累，
并最终沉积在皮肤的角质层和黏
膜部位，从而引起皮肤变黄，这
种现象被称为“高胡萝卜素血
症”。

别担心，一旦发现皮肤变黄，
停止食用含胡萝卜素丰富的食
物，多喝水促进新陈代谢，通常情
况下，皮肤颜色会在1至2周内逐
渐恢复正常，无需特别治疗。

2.吃橘子会引起“上火”？

陕西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
医师曹晓菊指出，一般来说，适量
食用柑橘类水果，不会引起上火，
但是也有个别人进食量大会出现
上火，特别是橘子，偏温，那些容
易上火，或者已经上火的人，不宜
过量进食。如果食用柑橘类水果
后出现上火的症状，如口腔炎、牙
周炎、大便秘结等，建议停止食
用，并多喝水。

3.柑橘类水果不能和牛奶一
起吃？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内分泌科
副主任医师王琛表示，可能有些
人在吃橘子的同时喝牛奶，然后
出现拉肚子的情况，还有些人把
橘子汁和牛奶混合后发现，牛奶
变得浑浊了，出现沉淀物，因此认
为它们不能一起食用。

其实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
橘子和牛奶都是富含营养的食
物，橘子汁和牛奶混合出现絮状
物，属于正常的反应。而且，我们
人体的胃部本就是一个酸性环
境，就算不吃橘子，牛奶进入胃肠
道后，也会变成蛋白质凝固的絮
状物。

如果在柑橘类食品和牛奶食
用后发生不适，要考虑自身是否
有乳糖不耐受，或者食物出现变
质等情况。从营养学角度来说，
正常情况下，这两类食物同时吃
是没有问题的。

柑橘类水果柑橘类水果
这些人吃的时候要留意这些人吃的时候要留意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
建议，一般成年人每天的水果摄
入量是200～350克，大概也就是
每天 1～2 个橘子或者橙子。不
过，以下 4 类人吃柑橘类水果的
时候要注意！

1. 肾功能异常的人

柑橘类水果中钾含量高，所
以肾功能异常的朋友食用柑橘类
水果要遵医嘱，以免造成血钾过
高，出现危险。

2. 患有糖尿病的人

糖尿病患者建议在血糖控制
稳定的情况下，每天可以吃拳头
大小的水果 1 份，也就是中等大
小的橘子1个。同时建议把水果
作为加餐食用，而不是正餐的一
部分。

3. 有消化疾病的人

患有消化系统疾病（如反流
性食管炎、胃酸分泌过多导致的
胃溃疡等）的人，不建议食用有机
酸含量较多的柑橘类水果，以免
加重病情。

此外，橘子中含有大量糖
分和有机酸，空腹吃橘子会刺
激胃黏膜，使胃酸分泌，可能
引起脾胃满闷、打嗝泛酸等不
适症状。因此，不建议空腹吃
橘子。

本报综合消息

2025年人工智能将如何进化
砂糖橘致癌砂糖橘致癌、、耙耙耙耙柑打了退酸剂柑打了退酸剂？？

今年柑橘都不能吃今年柑橘都不能吃了了？？真相如何真相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