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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婧

云原生数据加速智能化云原生数据加速智能化

1月17日，阿里云PolarDB开发者大会在北京举办。记者从会上获悉，阿里云重磅发布了PolarDB新版本。据了解，这是
业内首个支持三层分离形态的云原生数据库，可帮助用户节省高达50%的数据库成本；同时接入大语言模型，大幅提升数据库
智能决策水平，IO依赖查询性能提升10倍。与此同时，阿里云推出数据库场景体验馆、训练营等系列新举措，开发者可率先免
费体验PolarDB核心特性及NL2BI等AI新功能。

云原生数据库有望换道超车
云原生数据库能够充分利用云

计算潜力，最大的技术变革是资源
池化与资源解耦。

AI与云数据库的深度结合将大有可为
基于丰富的实践场景，云原生

数据库通过数据赋能平台，持续降
低数据库使用门槛。

华为云生态伙伴交流座谈

暨华为云融通创新发展论坛举办

做好工业大模型的“大”“工”“业”文章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演进，云
数据库正进入 2.0 时代，AI 与云数
据库的深度结合将大有可为。”中国
科学院外籍院士、新加坡国立大学
杰出教授、ACM、IEEE会士黄铭钧
表示。他指出，以 PolarDB 为代表
的中国云数据库，以高弹性、高性
能、高稳定性和低成本的特性，奠定
了存算分离的云原生数据库基础范
式，为全球数据库行业提供了有价
值的探索。

据了解，PolarDB数据库，采用
存储计算分离、软硬一体化设计，通
过系列技术创新，以一半的成本实
现 6 倍于商业和开源数据库的性
能。当前，PolarDB 在全球 80 余个
可用区拥有超过 1 万名企业级用
户，实例部署上百万核CPU，3年实
现400%的高增长，已广泛落地于政

务、金融、电信、物流、互联网等领域
的核心业务系统。

在现场，中国联通软件研究院
公共平台与架构研发事业部副总架
构师肖微介绍道，联通核心系统已
部署采用 PolarDB 分布式版数据
库，解决了数据库分布式拆分和数
据一致性等难题，一线运维效率提
升60%以上。

国际知名餐饮企业海底捞，
随着业务的快速增长每天至少面
临 3 次流量高峰。海底捞数据库
负责人余乐表示：“通过冷数据归
档、Serverless 等功能，云原生数据
库 PolarDB 帮助海底捞至少节省
了 50% 的 存 储 成 本 、70% 的 计 算
节点成本。”

完美世界游戏数据库总监陈哲
则表示：“原有 IDC 方案面临弹性

能力不足、基础设施运维困难等挑
战，通过PolarDB SCC特性提升全
局一致性能力，我们在玩家属性查
询等场景的查询性能得到了显著
提升。”

正如华东师范大学原副校长、
CCF 数据库专委会主任周傲英所
言，基于丰富的实践场景，云原生数
据库将建立新的技术和理论体系，
通过数据赋能平台，持续降低数据
库使用门槛。

数据库是 AI 时代的数据“底
座”，随着大模型的落地迎来全新发
展机遇。面向AI时代，阿里云通过
接入通义千问等大模型能力，全面
提升数据库智能化及易用性，同时
向量功能也已全面集成进核心产
品，采用 AnalyticDB 向量引擎较开
源可提升2～5倍的性能。

李飞飞指出，PolarDB 正朝着
智能化方向发展。他说：“世界级的
挑战，练就了世界级的技术，Po-
larDB 扛住了全球最大流量洪峰
——淘宝天猫“双11”，朝着极致性
能和更简单、更好用的方向演进。
未来，随着 DB4AI、增强版向量检
索等能力的持续提升，云数据库将
实现AI驱动的‘自动驾驶’状态，让
数据真正自由、有序地流动，创造更
大价值。”

最新数据显示，阿里云已连续
多年位居中国数据库市场份额第
一。在Gartner 2023云数据库魔力
象限报告中，阿里云成为唯一入选
的亚太科技公司，并且连续 4 年稳
居“领导者”象限。以阿里云为代表
的中国科技企业，正在成为引领全
球数据库技术创新的中坚力量。

“以 PolarDB 为代表的云原生
数据库，正引领本土数据库换道超
车，加速迈向智能化。未来，个人
开发者和企业用户可以像‘搭积
木’一样开发和管理数据库，数据库
的使用门槛将大幅降低，为云上AI
创新的涌现夯实了基础‘底座’。”阿
里云数据库产品事业部负责人李飞
飞表示。

数据是信息时代的核心资产，
数据库则是管理和存储数据的核心
基础技术。数据库与操作系统、芯

片并称为世界三大基础信息技术，
银行、电信、工业制造、互联网等主
要行业都依赖于数据库技术。长
期以来，中国数据库市场被国外传
统商业数据库公司占据。本土数
据库从开源替代，到自研探索，再
到引领云原生技术创新，已走过漫
长的15年。

随着数据爆发式增长，各行业
数字化转型进入深水区，传统单一
的数据库已无法满足多元化、差异
化的应用场景需求。Gartner 2023

云数据库魔力象限报告显示，2023
年全球数据库市场规模将首次突破
1000亿美元，充分印证了数据库领
域充满活力，其中云数据库占比
55%。IBM、SAP等传统商业数据库
厂商，均跌出“领导者”象限，全球数
据库领域正在迎来新一轮大洗牌。

相较于传统数据库，云原生数
据库能够充分利用云计算潜力，最
大的技术变革是资源池化与资源解
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弹性、高可
用、容器化部署、智能化运维等核心

能力。此外，云数据库还兼具开源
数据库的易用、开放特点，以及传统
数据库的管理和处理性能等优势。
通过不断加强的弹性能力，云原生
数据库能够支撑其在业务高峰时所
带来的峰值和波谷适配的需求，在
弹性场景下成本仅为传统商业数据
库的1/10。此外，云计算帮助云原
生数据库做到开箱即用，云厂商可
以提供从安装、部署到运维的全流
程服务，从而进一步降低用户的运
营和使用成本。

本报讯 记者张琪玮报道：1月
16日，微软开始销售面向消费者的
人工智能助理Copilot，“月租”20美
元。这意味着，Office Al Copilot
个人用户将可以使用 AI 驱动的
Office功能，并得以体验OpenAI的
最新版 ChatGPT 技术和图片创建
功能。

其中，Copilot 与 Office 软件结
合的系列AI功能被称为“生产力解
放工具”，广受大众关注。据悉，该
功能通过与聊天机器人对话的形
式，能够令订阅了微软云服务的消
费者便利地在Word、Outlook、Ex-
cel 及 PowerPoint 等办公软件上利

用 Copilot 获取帮助、概括数据、创
建内容等。在设备支持方面，Co-
pilot Pro 具有良好的兼容性，能够
在包括PC、Mac、Ipad在内的几乎任
何设备上运行。

除与微软软件的适配外，Co-
pilot Pro 用 户 还 能 够 优 先 访 问
OpenAI的最新模型（GPT-4 Tur-
bo），并享受更加优越的模型性
能。此外，用户还能够在微软拟推
出的 Copilot GPT Builder 的工具
上构建自己的 Copilot GPT，个性
化定制 Copilot 软件。记者还获
悉，除文字、数据处理功能外，Co-
pilot Pro 订 阅 计 划 还 包 括 通 过

Designer 实 现 的 AI 生 成 图 像 功
能。此前，包含这些功能的 Mi-
crosoft 365 Copilot 企业版仅面向
大型企业和教育机构，“月租”每人
30 美元，并设有最低 300 个订户的
门槛。

此外，微软还于近期透露，将从
硬件层面适配Copilot工具，为新款
笔记本电脑与 PC 搭载 Copilot 键，
该键位的具体位置因制造商而异。
同时，微软也表示，“Copilot 键”将
不会作为 Windows 设备硬件认证
的一部分。

据了解，Copilot是微软在2023
年 9 月份发布的一款人工智能助

手，由 OpenAI 的最新一代大型语
言模型GPT-4驱动。微软CEO纳
德拉（Satya Nadella）称，Copilot 能
够提供跨越Windows 11操作系统
和 Microsoft 365 生产力工具套件
等多个界面的体验。此外，在近日
于北京举办的微软在线技术大会
中 国 站（MicrosoftIgniteChina）上 ，
多位微软中国区负责人重点强调
了 Copilot 在开发、办公等不同场
景下的实用性与安全性。微软中
国区总裁原欣在会上表示：“我们
正处在技术范式转变的关键时
刻，将重塑所有软件类别和每一
项业务。”

微软AI助理Copilot向个人用户发售

当前，大模型的概念炙手可
热。那么，怎样才能让神奇的大模
型在工业领域中产生价值？笔者以
为，做好工业大模型的“大”“工”

“业”三篇文章，尤为关键。
一说模型之“大”。我们以前学

物理的起始篇，是关于力学中的压
力压强问题。其实，关于大模型也
有一个压力压强的关系问题。2023
年我们见证了 100 多个大模型的

“放飞”时刻，这些通用大模型参数
巨大，训练一次动辄费用上千万
元。然而，这些模型到底最终能产
生多少实际价值，目前还是一个问
号。有的模型看上去很大，参数如
海，但是具体到某一个具体环节，又
凸显数据量之可怜、无助。也就是
说，模型虽大，但由于涉及面太广，
具体到一个点上，则压强微弱，以至
于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与此相
反的是，我们有些具象化的工业大
模型，虽然参数总量不大，但是十分
聚焦，对于攻克某个点上的问题游
刃有余。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辩证关
系：有的模型很大，但其实很小；有
的模型很小，但其实很大。检验的
标准就是看“疗效”，在解决具体问
题上见高下。

比如，安徽有个名叫“知了”的
工业品购置对接大模型建设得就非
常睿智。建设者把公司既往积攒下
的几百万份工业招标文件，拿去

“喂”模型，迅速“喂”出了名堂。现
在，关于复杂型号的工业品采买，只
要用户提出需求，“知了”模型就能
迅速给出方案，其内容之详尽，策略
之精致，绝不是之前任何一位业务
员所能达到的。“知了”模型迅速为
公司拓展了业务面，提高了效能。

二说模型之“工”。大模型在
工业领域的应用，就是工业大模
型。工业大模型不是做游戏，搞些
花里胡哨“隔靴搔痒”之类的事情，
它归根结底得姓“工”。只有解决制
造中的实际问题，才能更有价值。
那么怎样让工业大模型姓“工”？
关键是要掌握详尽的工业场景数
据。如果我们把大模型比作天上
的飞机，那么这些场景的数据就好
比是机场，是能够让大模型落地的
条件。

展湾公司与合肥彩虹玻璃公司
联手，在解决玻璃溶液操作上锻造
出一个让人很受启发的工业大模型
——“糖炒板栗”，其创造出的价值
非常令人称道。彩虹玻璃在用“糖
炒板栗”大模型之前，是纯人工操
作，平均每天的人工失误率达 0.53
次，大致上是每两天就会因为人工
因素而失误一锅玻璃水，大幅度增
加了成本。“糖炒板栗”诞生之后，一
切就不一样了。其建设步骤分三
步：第一步，建造模型，收集数据，投

入学习，即人操作，模型学。第二
步，达到一定数据量积累之后，“糖
炒板栗”有了生成智能，开始了模型
操作。这时候，人还不能完全离开，
要对模型操作进行人工监督矫正，
不断修正模型的操作世界观。第三
步，等到模型完全知道正确方向追
求的时候，全面进入“糖炒板栗”模
型操作阶段。此时，原先每天人工
失误的0.53次就再也没有了，良品
率大幅度提升，成本显著下降。

三说模型之“业”。今天把大模
型成功运用于工业实践并产生明显
价值新增的案例还不多，那么，怎样
提高模型渗透运用于工业领域的效
率？笔者以为，这其中的一个关键，
在于要把模型在工业中的建设过
程，作为一项新的业态来予以扶持
与推进。在实践中，可重点关注“三
个借力”。

其一，借力高校、科研院所的科
技与产业联动的力量。高校和科研
院所的数字化人才多，在钻研工业
软件、推动科研成果向产业转化的
过程中，尽可能运用大模型这样的
新技术来提高效率。比如，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的一位教授创建的九韶
公司，在做工业设计的过程中，为了
提高效率，非常自然地孕育出帮助
自己写代码的工业设计大模型“九
韶凝光”，由此，写代码的效率成几
何倍数地提升。再如，科大国创公
司也是在开发工业软件的过程中，
打造出国创星云GPT，把常规代码
编写全然交付给“星云”模型。其
间，公司还把自己的独门秘籍“高可
信软件”融入其中，其结果就是模型
不仅能自动编写代码，而且所编写
出的“代码”还能得到高可信软件的
检验，代码质量更加可信。

其二，借力软件企业的角色融
合。现在，有不少软件企业直接开
启硬件制造服务的新赛道，成了既
懂软件又懂硬件的复合型企业，这
样的企业最容易创造出个性化的工
业大模型。比如，安徽的中科类脑
公司长期扎根于电力企业服务，最
近联手电力公司创生出“玄视”大模
型，把在电力巡检中的无人机拍摄
的动辄几十万张的照片，在分秒之
间就能判断出哪些照片有问题、具
体是什么问题，创造出人工无法企
及的效率。

其三，借力数字化服务商的新
质服务。有些数字化服务商正在勠
力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比如运
用大模型开展诊断就是其中重头
戏。安徽的容知日新公司过去对远
程的机器看护和诊断，都是靠后台
人的临场智力判断，现在打造出“灵
芝”大模型之后，人的智力判断正在
让位于“灵芝”大模型，服务效率大
大提升。

（本文作者系安徽省经济和信
息化厅总经济师）

潘峰

本报讯 记者赵晨报道：近日，
华为云生态伙伴交流座谈暨华为云
融通创新发展论坛在贵州贵安新区
举办。会上，贵阳贵安数字化转型
促进中心揭牌，《贵阳贵安数字应用
场景开放清单》发布。

据贵安新区党工委副书记黄波
介绍，贵阳贵安在国家级大数据综
合试验区、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创新
区建设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华为
云、中国电信等智算中心相继落地，
超大型数据中心达到16个，数据中
心集群加速向效益中心集群转变。
2023 年 1—11 月，贵阳贵安“云服
务”产业实现营收520.6亿元，同比
增长 27.3%；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
完成工业总产值218.55亿元，同比
增长30.5%。

“贵阳贵安是创新包容的沃土，
华为云就是在这片创新沃土上成长
起来的创新型企业。华为云在贵阳
贵安依托‘1+2+3+N’的服务合作
模式，携手产业生态伙伴，更好地服
务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华为云全
球生态部总裁康宁表示，“华为云在
全国已落地160多个创新中心，帮助
数万家中小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越来越多的伙伴和客户携手华为云
收获技术和商业上的创新发展。”

会上，贵安新区和华为云相关

负责人共同为贵阳贵安数字化转型
促进中心揭牌，还发布了由贵安新
区大数据和科技创新局、华为（贵阳
贵安）数字经济创新中心联合编制
的《贵阳贵安数字应用场景开放清
单》。下一步，贵阳贵安将重点依托
华为云盘古大模型，持续开展“万企
融合”大赋能行动，打造一批行业大
模型，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
民生、政务、乡村振兴等社会治理领
域场景开放，支持行业龙头企业搭
建链式数字化转型平台，重点围绕
白酒、磷化工、北斗、政务等领域培
育1～2个国家级示范行业大模型。

记者了解到，华为云借助“赋能
云”模式，依托 100 多座城市的 160
多家创新中心，为数万家中小企业
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支持超过15
个产业链或产业集群实现高质量发
展，涌现出了一批云计算和人工智
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在会
上，加推X华为云企业销售AI大模
型、山东高速检测有限公司道路病
害智能检测平台、逢源贸易业务上
云、贵州大学产教融合等解决方案、
案例获得中国电子报编辑选择奖。

本次活动由贵阳市人民政府、
贵安新区管理委员会指导，贵安新
区大数据和科技创新局、华为云计
算技术有限公司共同主办。

产业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