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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姬晓婷

8月6日凌晨，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发生5.5级地震，包括济南、天津、北京在内的多个城市有震感。许多网友表示，在手机和
电视上看到了地震预警信息，预警时间最长可达70秒。据了解，当前华为、小米、荣耀、OPPO、vivo等国内主流手机厂商已在手
机中预设了地震预警功能，用户可自行开通。苹果、三星等海外厂商手机可通过下载APP开通该功能。

记者在开通手机地震预警功能时发现，除开通地震预警信息接收提醒之外，有的小米手机还可为用户提供成为“地震监测志
愿者”的功能，并称可采用手机通过低功耗传感器感应到地震波。看来，在地震预警过程中，手机发挥的作用正在从单纯的信息
接收端向地震预警监测仪转变。

监测地震最常用MEMS加速度计
当前正在尝试用手机来监测

地震，但只是对现有地震预警系
统的补充。

手机辅助有望缩小地震预警盲区
如果手机能够被用作地震监

测设备，监测设备密度将大大增
加，预警盲区也将缩小。

小米跑通手机端

13亿参数大模型

至少需要100万台手机接入
要想使手机地震监测功能真

正投入应用，接入的手机数量需
要达到100万台。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兼CEO张勇：

AI带来的增量机会才刚刚开始释放手机将成“准专业”地震监测仪？

将手机作为地震监测设备的

技术路线，还在探索过程中。在推

广应用的道路上，当前还存在两

大难题。

首先最突出的是手机设备接

入数量的问题。在使用小米手机

注册成为地震监测志愿者时，记者

注意到当前编号为 445809。这意

味着该手机监测地震系统已经有

44万台次设备接入。王暾表示，这

个数量是自 2021 年到现在累计的

结果。

而要想使手机地震监测功能真

正投入应用，接入的手机数量需要

达到100万台。

当前，国内主要手机品牌都已

经内置了地震预警功能，全国有近

8 亿部手机设备出厂预装了该功

能。但考虑到用户可能认为该功能

会带来打扰或隐私泄露等问题，该

功能为默认关闭状态，需要用户手

动开启该功能。这是预警接收端的

情况。

对于预警监测端而言，这个过

程对用户配合程度的要求就更高

些。作为预警监测设备，手机内的

加速度计需要被调用，且系统需要

获知用户地理位置等数据，还需要

确保地震发生时位于震源附近的手

机处于通信开启状态。因为地震预

警就是要与地震波传播抢时间，全

程无人参与，所以要让手机监测系

统真正发挥作用，就需要相当大体

量的手机处于随时待机状态。这就

需要有更多的手机厂商推广该技

术，也需要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到

该计划中来。

其次是软件算法优化问题。手

机与专业地震监测设备收集到的数

据类型有所不同。当前使用的地震

监测设备，监测到震动信息后，首先

要做端侧边缘计算，判断是否发生

了地震。如果使用手机监测，这个

工作就需要在手机端进行。而当前

既有的算法是基于专业监测设备开

发的，因此要调用手机，需要对既有

算法先进行优化，以此提高预警的

可靠性和精度。

王暾表示，当前专业地震预警

响应时间已经逼近极限，采用手机

这样的移动终端作为辅助有机会将

地震预警时间再次降低。

对于手机这样的移动设备是否

会出现数据误差或者误触等问题，

赵延辉表示：手机设备俯拾皆是，数

量巨大，一旦监测到在某一区域一

起震动，基本是由地震引起，不太可

能被其他事件误触发。他同时对未

来地震预警技术趋势做出预测：未

来地震预警将会是低密度专业地震

监测设备与高密度辅助地震设备的

融合，也就是用专业设备解决监测

精度问题，用辅助设备解决误触发

问题。

在现行的地震预警监测系统

中，手机是最后一个环节——接收

地震预警信息。

安装地震监测仪器监测地震

波—将监测数据传回地震预警中心

—地震预警中心将地震信息发送至

受地震波及地区的个人终端。这是

我国当前地震预警监测系统的运行

机制。手机发挥的是接收地震预警

信号、提醒居民的作用。在此次德

州地震中，有的居民表示收到了预

警提醒，靠的就是这套系统。

但记者在试用手机端的地震预

警功能时发现了一个申请成为地震

监测志愿者的通道，当注册志愿者

后，记者看到了这样一个页面，页面

上显示着：“地震监测是手机通过低

功耗传感器感应到地震波。”

在一般认知中，地震监测靠的

是专业的地震监测仪。记者在这里

看到“手机通过低功耗传感器感应

地震波”，难道小小的手机可以替代

专业设备进行地震预测了吗？

《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了成都

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暾，他表示，

当前确实在尝试用手机来监测地

震，但只是对现有地震预警系统的

补充。

监测地震，是现行地震预警系

统的第一个环节。该环节由地震局

等专业部门负责管理，应用的地震

监测仪也是专业设备，据王暾介绍，

单个地震监测仪价格在1万元左右。

地震监测仪的作用，就是通过

监测地动的位移、速度和加速度等

物理量，将地面扰动的情况呈现出

来。当前，市面上地震仪种类多样，

包括应变地震仪、惯性地震仪、力平

衡 加 速 度 计 、速 度 宽 带 地 震 仪 、

MEMS 加速度计等多种类型。其

中，MEMS 加速度计能够比较直观

地记录地震波在地球内部传播时所

引起的震动信号。ADI亚太区微机

电产品线总监赵延辉表示：“它可以

准确地记录所在位置的震动信号波

形，而后通过多个地震台站组网，就

可以准确分析出震源、震级和震时

等信息。”

现行的地震预警系统已经发挥

了显著作用。以平原地震为例，中

国地震预警网成功预警了此次地

震，实现了德州市提前3秒预警、济

南市提前17秒预警、北京市提前70

秒预警。从地震监测仪接收到地震

波信号到居民接受到地震预警信

息，所需的时间最快可控制在4秒。

之所以要调用手机作为地震监

测设备，还是因为现行采用专业地

震监测仪布网的方式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

截 至 今 年 6 月 ，我 国 已 建 成

15391个地震预警站、3个国家级中

心、31个省级中心和173个地市级信

息发布中心。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震

预警网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并在京

津冀、川滇闽等地区开展试点服务。

但即便是这样的地震预警网规

模，也难逃该技术路径本身难以避

免的地震盲区问题。

地震预警是在震后发布预警信

息，依靠的是通信信号比地震波传

播速度快这一基本原理。地震发生

后产生两种波，纵波传播速度快，但

能量小、破坏力弱，横波传播速度

慢，但能量大、破坏力强。地震台网

通过接收先到的纵波数据，快速估

计地震基本参数，并预测其对周边

地区的影响，从而抢在破坏力强的

横波到达之前，向可能受灾的区域

发布地震预警信息。

但因为监测仪放置在地表，所

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靠近震源

的位置是没有预警时间的：以震源

为中心、以 20 公里为半径的面积

内难以在感受到地震之前收到预

警信息。这个以震源为中心，半径

为 20 公里的圆形区域，就是“地震

盲区”。越靠近震源的地方，越难

以争取预警时间，而这个范围恰恰

是震感最强、受灾可能性最大的

地方。

如果手机能够被用作地震监测

设备，监测设备密度将大大增加。

当前每两台地震监测设备之间间隔

的距离约为 18 公里。而如果采用

手机作为监测设备，地震监测仪之

间的距离将更短，预警盲区也将缩

小。王暾表示，如果接入预警系统

的手机足够多，就有希望将预警盲

区半径从现在的 20 公里缩小到 15

公里。

这样一来，地震预警所需要的

响应时间也有望进一步缩短。王暾

表示，采用手机作为地震监测设备，

有望将预警响应时间从当前的4秒

降至3秒甚至3秒以内。

用手机作为地震监测设备，就

是通过调用手机中的加速度计，获

知地面震动情况。加速度计当前

在走路计步和个别重力传感游戏

中常被利用。

但用手机中的加速度计代替专

业设备监测地震，真的可行吗？

面对记者的疑问，赵延辉给出了

这样的回答：2.5~3.4级地震，一般的

峰值加速度是0.08~0.25m/sec2，也就

是8~25mg，这对于大部分手机用加

速度计来说还有一定的挑战。但对

于 5.0~5.4级地震而言，一般的峰值

加 速 度 是 1.4~2.5m/sec2，也 就 是

140~250mg，大部分手机用加速度

计都可监测到。也就是说对于破坏

性较强的地震来说，手机用加速度

计是有机会监测并报警的。

本报讯 记者赵晨报道：“小米

已经在手机上跑通了 13 亿参数的

大模型，这是全球最早在手机上能

跑大模型的。”8 月 14 日晚，小米创

始人、董事长雷军在年度演讲中表

示，“小米大模型在百亿内参数大模

型中排名第一。”

据雷军介绍，小米有 7 年的 AI

研发历史，从2016年组建第一支视

觉 AI 团队到今天，历经 6 次扩展，

AI团队已经有了3000多人，建立起

视觉、语音、声学、知识图谱、NLP、

机器学习、多模态等 AI 技术能力，

全面赋能了从手机到AIoT、自动驾

驶、智能制造、机器人等多个业务。

雷军表示，大模型是重大技术

革命，小米也必须全面拥抱。小米

已于今年 4 月组建了大模型团队，

并将在业务上进行应用。首先应用

的是“小爱同学”，将升级其大模型

版本，8月14日起进行邀请测试。

雷军透露，小米大模型和很多

互联网公司的路径不同。小米的主

力突破方向是轻量化、本地部署，要

在手机端就能用上大模型。前不

久，小米已经在手机上初步跑通了

13亿参数的大模型，实现了全球最

先能在手机上跑大模型的企业。

近日，阿里巴巴集团2023年第

一季度财报披露，阿里云营收环比

增 长 4% 至 251.23 亿 元 ，经 调 整

EBITA 利润环比增长 106%至 3.87

亿元。AI 热潮带来的算力和模型

服务需求，正在推动阿里云重回增

长。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兼

CEO、阿里云智能集团董事长兼

CEO张勇表示，AI云服务需求非常

旺盛，增量机会刚刚开始释放。

财报显示，阿里云本季度收入

增长主要受到存储、网络和AI计算

相关产品驱动，部分被 CDN 需求

正常化抵消增幅。从客户分布维

度，收入增长主要受到金融服务、教

育、电力和汽车行业驱动，部分被主

动缩减项目式收入的举措所抵消。

该季度内，阿里云发布了一系

列生成式 AI 模型的新功能。6 月，

通义听悟上线，可对音视频内容进

行转写、检索、摘要和整理，自动从

视频中提取 PPT。近期，通义听悟

还增加了浏览器插件和移动端的支

持。在用户开会、上网课、看直播、

看视频时，Chrome 和 Edge 浏览器

插件功能可全程录制，并实时生成

双语字幕，帮助用户更轻松地浏览

视频内容。截至目前，通义听悟各

平台累计用户数已超 55 万。7 月，

继通义千问、通义听悟后，阿里云又

发布了文生图大模型“通义万相”，

该模型可辅助人类进行图片创作，

未来可应用于艺术设计、电商、游戏

和文创等应用场景中。

当前，AI相关服务正在各行各

业快速落地，激活万亿元级数字经济

市场。比如，复旦大学与阿里云等共

同打造的中国高校最大云上科研智

算平台的首个科研成果已经诞生，复

旦大学人工智能创新与产业研究院

李昊团队近期发布了45亿参数量的

中短期天气预报大模型，将预测速

度从原来的小时级缩短到了3秒内。

再比如，“百模大战”开启后，

“妙鸭相机”成为中国AIGC领域第

一个爆火的 C 端产品，一上线就实

现了付费使用。从其微信公众号来

看，已经有 9 万人浏览过制作和付

费指南。有估测认为，“妙鸭相机”

付费用户已经破万。据悉，这个爆

款应用一个月内在阿里云上的算力

需求暴增了数百倍。

“新一代AI发展带来的模型训

练和推理场景，对AI云服务的需求

非常旺盛，但是由于短期内GPU在

中国市场供应的紧缺，使得这样的

需求只得到了部分满足，AI相关服

务所带来的增量机会刚刚开始得到

释放。”张勇表示。

张勇认为，模型训练和推理服

务所需要的高性能、低成本算力，为

云计算服务的发展打开了全新的空

间，随着新一代AI技术和各行各业

的结合，阿里云将长期从中受益。

值得一提的是，阿里云正在把

促进大模型的生态繁荣作为首要目

标，积极发展大模型的开源社区。

截至7月底，魔搭社区集聚了200多

万名 AI 开发者、1000 多个优质 AI

模型，模型累计下载总量超过 4500

万次。前不久，Meta开源的 Llama2

模型和阿里云自身最新开源的通义

千问7B参数的语言模型，都在社区

上受到了开发者的广泛欢迎。

“我们相信模型生态的聚集和

活跃，对于开发者在阿里云上做模

型优化和提供服务有巨大的促进作

用。”张勇表示。

本报记者 宋婧

电子信息产业密码应用与创新

专题论坛在郑州举办

本报讯 记者张依依报道：近

日，“电子信息产业密码应用与创新

专题论坛”作为2023商用密码大会

重要分论坛在郑州举办。与会专家

围绕电子信息产业密码应用的新变

化、新发展、新趋势，共同探讨了密码

与电子信息产业融合创新发展之路。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

研究所所长祝世雄在致辞中表示，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云计算、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涌现，

电子信息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

遇和挑战，而产业链所涵盖的基础

软硬件安全、网络空间安全、关键信

息基础设施保护、数据安全共享与

流通等问题，都离不开密码技术的

支撑与保障。

中国科学院院士、密码科技国

家工程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王小云出席论坛并致辞，

她指出，“十四五”时期是信息化创

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机遇期，

也是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时期。密码技术作为保障网

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的核心技术和基

础支撑，是目前公认的最有效、最可

靠、最经济的关键核心技术。她认

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和《商用

密码管理条例》，积极推动密码和电

子信息产业的融合创新发展。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副总工程师刘权作了题为《筑牢网

络空间密码安全防线，护航电子信

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题演讲。

他强调，电子信息产业是国民经济

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支柱产

业，是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驱动力，也是新时代建设网络强

国和制造强国的内在要求，商用密

码可有效支撑电子信息产业网络安

全、数据安全及关键基础设施安全

的三大安全需求，推动电子信息产

业高质量发展。

密码科技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总

工程师秦小龙在题为《商用密码技

术与应用发展展望》的主题演讲中，

详细分析了商用密码技术与应用的

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表示，随

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和《商

用密码管理条例》的正式实施，商用

密码应用将进一步法治化、科学化、

规范化。包括后量子密码迁移技

术、功能型密码算法、复杂场景下密

钥管理技术、密码动态安全评估技

术等在内的商用密码技术将成为未

来的重点发展方向，未来密码应用

也将向内生安全持续演进，并由注

重“通过密评”向注重“体系安全”继

续发展。

本次论坛由密码科技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主办，中电科网络安全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承办。在论坛上，

密码科技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联合

14 家共建单位共同举办了创新联

合体启动仪式，标志着密码科技国

家工程研究中心 1+N 开放共享的

运营模式建设拉开了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