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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龙”号完成中国在南极
最长海洋断面观测

新华社电 中国第34次南极科考队
搭乘“雪龙”号极地考察船 11日在南极
阿蒙森海及附近海域完成一次海洋断
面观测，其跨度长达 1420公里，是中国
南极考察有史以来最长的全深度海洋
断面综合观测。

自 3月 3日起，“雪龙”号克服强风
雪和高涌浪等恶劣海况天气，完成了 2
个近岸陆架海域浮冰区站位的观测、5
个西风带海域站位作业、8个南纬 65度
附近站位作业。科考队在8天时间里开
展了物理海洋、海洋化学、生态学和地
质学等多项调查，获取了大量宝贵的样
品和数据。

特别的是，“雪龙”号沿西经 126度
行进，完成了从南纬 60度至南纬 72度
的海洋断面观测。这次断面观测的跨
度超过12个纬度，长达1420公里。

中消协：
2017年汽车投诉涨三成

昨日上午，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
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汽车产品投诉情况分
析。长安福特、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成
为 2017年汽车投诉量排名前三的品
牌。而在消费者投诉集中的问题中，售
后服务成为投诉的最主要问题。

2017年度，全国消费者协会投诉与咨询
信息系统共录入汽车产品（含零部件）投诉
20474件 ，比2016年增长34.3%。

2017 年所有汽车产品投诉中，
65.32%的投诉对象是家用轿车，占比最
大，其次是汽车零部件，占比 25.77%。
从 2017年全年汽车投诉案件分布情况
来看，下半年的投诉量相对较高，其中9
月份作为汽车销售的黄金期也是汽车相
关投诉的高峰期。 据法制晚报

除了写诗作曲，人工智能还进化出了写
小说、作画等新技能。日本研发的人工智能
所创作的科幻小说《电脑写小说的那一天》，
骗过了所有人类评审，成功入围日本微小说
文学奖；谷歌人工智能还能进行绘画创作，
有画作被拍出了8000美元高价。

人工智能已在棋牌、电子游戏等领域战
胜人类，在艺术创作领域的最新进步，是否
意味着它在这方面超越人类也为时不远？

周明认为，目前人工智能创作还只是基
于大数据的模仿，离真正人类的创作智能还
差得很远，“训练人工智能创作方面的数据
还不够多，比如说给歌词谱曲的数据；其次
是灵感不够，因为光凭数据，只是一个追随
者，写词作曲都似曾相识，没有一种灵感突
然迸发的感觉。”

在孙茂松看来，目前人工智能创作是颇
受限制的创造性，理论上并未超出前人在千
百年诗歌创作实践中无意识“界定”的创作
空间。古人写诗是“功夫在诗外”，常根据经
历有感而发，有内容有意境，而机器暂时难
以做到“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

关于人工智能在创作领域超越人类的
担心，专家认为是杞人忧天。“在音乐创作、

诗歌、散文等需要很深内涵或灵感的领域，
我个人认为机器基本不大可能达到人的状
态，但会对人创作产生辅助。”周明说。

不过，人工智能可提升专业创作者的效
率，“如在写作时想不到用某个词，但人工智
能为你联想出一个词，让你发现原来可以这
么写。”对普通人而言，“九歌”等人工智能创
作系统可降低创作门槛，实现“人人都可以
是诗人、画家或音乐家”的梦想。

孙茂松说，团队未来计划对“九歌”系统
升级，让它判断人作诗的好坏，如在韵脚、平
仄方面是否有误，在遣词造句方面是否词不
达意或句不成篇，帮助人改进创作技能；还
可通过大数据对古代文献进行“人文计算”、
定量分析研究。

除了创作本身，研究机器创作还可为人
工智能其他领域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开启
多领域交叉学科的创新。

“在让小冰学习音乐创作前，我们不
曾想到音乐也可以用自然语言技术处
理。”周明说，“所以自然语言一旦突破，
就可带动认知智能突破，带动整个人工
智能突破，就有很多原来不敢想象的场
景可以落地了。”

我国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鲲龙”下半年将水上首飞

新华社电 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
两栖飞机鲲龙AG600又有新进展。记
者 12日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了解到，继2017年底成功完成陆上首飞
以后，AG600将于今年下半年在湖北省
荆门市进行水上首飞。

2018年是 AG600飞机研制的关键
年。中国航空工业新闻发言人周国强表
示，1月24日与1月26日，AG600先后进
行了两次试飞。这两次飞行主要对飞机
性能进行摸底验证试飞，飞机各系统功能
正常，并完成了预定试飞科目，表明飞机
已正式转入陆上科研调整试飞阶段。

据悉，后续AG600飞机将在珠海本
场完成陆上调整试飞，然后转场荆门，
开展水上试飞前的系列准备工作。水
上首飞前，还将通过水密特性试验、水
面低速、中速、高速滑行等试验，完成对
飞机机体水密情况检查，对飞机在水面
的横向与纵向稳定性、快速性、操纵性
和喷溅特性等进行验证。

“AG600飞机的研制对我国民机产
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周国强表
示，项目的研制和应用，对提升国产民
机产品供给能力和水平，促进我国应急
救援航空装备体系建设的跨越式发展，
助推海洋强国建设等具有重要意义。

人工智能创作的春天来了

除了写诗作曲，
人工智能还能写小说、作画

技术上“熟读唐诗三百首”
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周明是一

个文艺爱好者。他和研究团队教会了
小冰写现代诗，作曲则是新技能。

周明说，神经机器翻译、聊天机器
人、阅读理解和创作是自然语言处理技
术应用的四个主要方面，难度逐渐递
增，创作处于金字塔顶端，最难突破。

“一开始，人们找不到怎么针对创
作建模，因为它是感性的。写诗、作
词，都是一些文采飞扬、灵感突现的东
西，很难捕捉。”他说。得益于近年来
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技术的进步，人
工智能创作才屡获亮眼成绩。

周明介绍，小冰写歌是一个“编码
与解码”过程。研究人员首先用流行歌
曲训练人工智能机器人。训练充分后，
就可开始创作：把歌曲主题以关键词形
式输入后，就会被编码成人工智能可以
理解的语言，机器人再以人能理解的方
式解码输出，成为一句歌词；然后把这
句词与原来输入的关键词合并作为新
的输入，就可得到第二句，如此循环得
到整首歌词。同样，也可输入歌词，对
应翻译成曲谱。

“九歌”学写诗，也是“熟读唐诗三
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九歌”主创者、清华大学研究生矣
晓沅输入了30多万首唐朝以来的古诗
作为语料库，利用深度学习模型让计算
机学习。除了对诗句平仄、押韵规定
外，并未人为给出任何规则，而是让计
算机自己学习古诗中的“潜规则”。

“计算机怎样作出这样的诗，我们
也不知其中规则。”孙茂松说，这是深度
学习的“黑箱”现象。在他看来，每首古
诗像一串项链，项链上的珠子就是字
词。深度学习模型先把项链彻底打散，
然后通过自动学习，作诗时，再将不同
珠子重穿成新项链。

古人作诗多为抒发情志，风格偏悲
愁，这也让“九歌”写的诗有些“伤春悲
秋”。团队希望通过强化一些轻松情绪
样本的训练，让“九歌”变得积极一些。
此外，如何在保证全诗一致性的基础上
写出更长的诗歌，也是新挑战。

实现“人人都是诗人、画家或音乐家”

新华社电“早春江上雨初晴，杨柳丝丝夹岸莺。画舫烟波双桨急，小桥风浪一帆轻。”
谁能想到，这是人工智能以“早春”为关键词创作的一首诗。作者“九歌”，由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孙茂松教授带领学生团队历时三年研发而成。
在综艺节目《机智过人》中，微软的聊天机器人小冰以一曲中国风歌曲《桃花梦》“险胜”人类对手。当歌手

唱出“茫茫夜雨中，往事如风，耳边桃花笑春风，梦里你我相逢”这般古风浓郁的句子，很多观众以为这是人类所
作。写诗、作曲、绘画，人工智能创作的春天悄然到来……

新华社电 在习近平主席提出强军目
标 5周年之际，中国空军发布强军宣传片
《奋飞在春天》，生动展现新一代隐身战斗
机歼－20列装空军作战部队后开展实战
化训练的宏阔图景，同时展现了歼－16、
轰－6K、运－20等新型战机实战实训练兵
备战的战斗风采。

5年弹指一挥。站在2018年这个春天

的门口回望，空军战略转型的时代画卷激
荡人心。这5年，空军高新武器装备成体系
发展，列装歼－20隐身战斗机和歼－16、
歼－10C等新型战机，进一步提升空军综合
作战能力；列装运－20大型运输机，使空军
战略投送能力迈出关键性一步，向着“空天
一体、攻防兼备”战略目标砥砺奋进。

5年征途如虹。站在2018年这个春天

的门口回望，空军练兵备战的使命担当振奋
人心。这5年，空军活动范围由陆地向远海
远洋延伸，兵力运用从单一平台向构建体系
发展。前出第一岛链、飞越多个海峡、展翅
西太平洋，战机航迹不断远伸，体系能力越
练越强。钓鱼岛空中维权、东海防空识别区
管控、南海常态化战巡，空军坚定不移维护
国家主权、保卫国家安全、保障和平发展。

中国空军发布强军宣传片《奋飞在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