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美国拉斯维加斯，夜晚裹着羽
绒大袄还是带点寒气。

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In-
ternational 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简称 CES）刚刚在这里落幕，很
多参展商并没有马上离开，采购、洽谈、
合作，还在不断进行。

“第四次来了，次次心里都是火热
的。”越洋电话里，谈起这场被业内人士
誉为“科技春晚”的消费类电子技术年
展，杭州宇树科技有限公司北美负责人
托尼的话语中，依旧带着兴奋，“当地气
温仿佛都被抬高了2~3℃。”

作为整个消费电子行业的风向标，
“ALL TOGETHER. ALL ON”是
CES 2024 的主题，意在凸显万物互联、
彼此赋能；而贯穿主题的那根线，是
AI。业内人士纷纷表示，由于 AI 大模
型给了全行业一个从底层“焕新”的机
会，通过机器人、汽车、电视等具象载体，
渗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度走下坡
路的消费电子行业，有了更多活力”。

CES 2024 有何看点，能发现行业
哪些趋势？当生成式AI“地毯式”落地，
普通人的未来生活又会是什么模样？让
我们从这场“科技春晚”中寻找答案。

中国智造闪耀舞台

今年的 CES，参展人数创历史新
高。据官方统计，CES 2024 涉及 AI、
量子计算、5G 等 41 个品类，4000 余家
参展商。超25万平方米的展区，涌入了
来自150多个国家的13万参观者。

中国企业遍布 CES 2024 各个展
馆，充分展示了中国科技创新力量。据
官方数据，中国共有1082家企业参加本
届展会——这意味着，每四家参展企业
中，就有一家来自中国。

很多中国参展商的朋友圈里，都出
现 了 拉 斯 维 加 斯 当 地 地 标“ 大 球 ”

（MSG Sphere）。这一耗资23亿美元、
占地 8.1 万平方米的世界最大球形沉浸
式馆，被称作 CES“显眼包”。它的外
观，或是超萌的emoji表情，或是参展商
投放的巨幅广告。

今 年 CES 展 区 最 大 的 中 国 品 牌
——TCL 就 在“ 大 球 ”上 首 次 露 出 。

“1990年，第一次来到CES，当时只是参
观者。”TCL 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在会
上介绍，从 1991 年 9 平方米展台，再到
今年 1672 平方米，展出 23 个大类超过
120 种领先科技产品。展区越来越大、
展品越来越多，参展商品，也从初级消费
电子产品，拓展到了各类智能终端及显

示技术产品。
展会火热，带动酒店一房难求。“旁

边的几家豪华酒店也被‘征用’，成了展
区。”一位参展商告诉记者，The Vene-
tian（威尼斯人）、Wynn（永利）等步行
即能到达展会现场的酒店，在开展前几
个月便被争相预订。房价水涨船高，从
淡季的180美金一晚，直接飙到1400美
金一晚。拉斯维加斯的中国城中餐馆更
是爆满，川菜馆“滋味成都”即便到了晚
上9时，等位队伍依旧排到了门外。

展会首日，宇树科技带去的 7 台机
器狗 Go2 成为大热门产品，直接被观众
带走 4 台。“根本没想到，用来展示的
Go2，差点卖没了。”托尼说。

宇树展台共36平方米，位于中央展
厅，风格极简。一字排开的小型机器狗
Go2、可载人机器狗 B2、通用人形机器
人H1，吸引不少参会人士的注意力——
著名歌手史蒂夫·旺德，1 米 83 的大高
个，愣是蹲着把机器狗一台不落全摸了
一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机器人与嵌
入式系统实验室创始主任、教授丹尼斯·
洪，则是带着50余人的团队，驻足围观，
详细了解人形机器人H1的情况。

托尼告诉记者，他们在现场，每 90
分钟安排一次表演和互动。无论是机器
狗的舞蹈、爬坡，还是人形机器人的踏
步、避让，机械关节运动时发出的“咔咔”
声，引起不少观众的兴趣。“很多人看到
心动，便直接下了预订单。”

深圳汉阳科技的 Yarbo 户外清扫
机器人，就被不少海外消费者一眼相
中。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的詹姆斯·理
查兹便是其中一位，他说：“我有严重关
节炎，如此全能的庭院帮手解了冬季除
雪的燃眉之急。”

由“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的脚
步 在 本 次 展 会 上 显 得 如 此 清 晰 。 以
CES 2024 极具分量的国际消费电子展
2024年度创新奖为例，海信车用激光显
示技术、华硕全球首款17.3英寸 OLED
可折叠显示屏⋯⋯35 个获奖产品里中
国产品占了15席。

生成式AI站上“C位”

一走进 CES 2024 展馆，观众便能
看见一行大标语“AI For All”（AI 无
处不在）。

不同于前几年还在“摸着石头过
河”，今年 CES 传递出强烈信号：随着
AI PC、AI 汽车、AI 家电等的到来，AI
技术已经使硬件设备有了重要革新。

“AI 将支撑下一代机器人发展。”展

会主办方美国消费者技术协会（CTA）
项目总监布赖恩·科米斯基说，包括机器
人在内的各式新产品、黑科技，未来，都
将拥有更多可能，“例如家庭烹饪台面机
器人，以及可以讲笑话的餐厅和酒店机
器人等。”

在 AI PC 赛道上，英伟达毫无疑
问是“ 头号玩家”之一。英伟达 Ge-
Force 高级副总裁杰夫·费舍在展会上

表示，如同“小型化和图形化”“网络化和
移动化”带给 PC 产业的两次技术变革，
生成式AI将掀起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
重塑终端体验，甚至整个产业生态。

“但是，现阶段各厂商发布的 AI
PC 产 品 ，仍 属 于 AI Ready（初 级 阶
段）。”在联想集团执行副总裁刘军看来，
从 AI Ready 到 AI On（成熟阶段），还
有一个逐渐成长迭代的过程。

除却“风光无限”的 AI PC，汽车也
是今年 CES 的重头戏，作为行业“跨边
界”创新的重点，AI 与汽车的连接应用
备受关注。

展馆西厅，约 4.6 万平方米的区域，
集中展示了712家汽车及出行技术相关
展商。会飞的车、横贯整个仪表盘没有
一丝缝隙的8K车载屏幕、一体式可交互
的智慧灯幕、用于汽车整个开发流程的

AI 算法技术⋯⋯技术创新由表及里，无
所不及。

“车早已不只是交通工具。”在展会
上亮相的吉利控股集团总裁、极氪智能
科技 CEO 安聪慧说，眼下，只是将车的
机械素质做好“远远不够！”智能座舱，
正逐渐成为智能电动汽车的核心价值
所在。

展会上，安聪慧和英特尔公司首席
执行官帕特·格尔辛格共同参加了一场
主题演讲，并宣布：未来，极氪和英特尔
携手共创下一代智能汽车“移动生活空
间”的计划，“让座舱更智能、更全面、更
懂用户需求”。

无论是“AI PC”还是“AI 上车”，生
成式AI的广泛应用，实证了科技进步的
速度。

观察者的声音，也并非一片赞美。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方兴东长年

从事数字经济方向研究，他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这一轮AI浪潮，要在消费
端落地，还处于市场探索的早期，远未到
爆发的时刻。在今年的 CES 上，确实能
看见不少新奇出彩点，比如割草机器人
等‘小物件’。但是，要寻找具有市场号
召力和引领性的智能新产品、新应用，就
可能会有点失落。”

“全力以赴，剩下的交给时间。”宇树
科技正在酝酿下一轮的产品创新，中国
企业不会停下，他们要和全世界一起奔
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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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茨海默病（简称 AD），被认为
是一种老年病，大多数患者在 65 岁以
后才被确诊。实际上，在出现症状的
很多年前，这种疾病就已经开始发生、
发 展 了 。 被 称 为 β- 淀 粉 样 蛋 白 肽

（Aβ）的小蛋白在大脑里聚集，形成斑
块。这些斑块和 tau 蛋白沉积形成的
神经元纤维缠结等病理变化，最终导
致神经元死亡。

是什么引发了这些病理变化，目前
尚不清楚。摆在全世界面前的难题是，
缺乏良好的早期诊断标志物，无法在早
期阶段可靠地检测出阿尔茨海默病或评
估其病程。

前不久，浙江大学吴志英团队与西
湖大学郭天南团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宣武医院贾建平团队，在知名综合性学
术期刊 The Innovation 上发表了最新
文章。

团队通过研究揭示了可用于阿尔茨
海默病早期诊断的新的脑脊液标志物组
合（涵盖 19 个脑脊液蛋白）和血液标志
物组合（涵盖 8 个血清蛋白），并发现 21
个脑脊液蛋白和 18 个血清蛋白可作为
病程监测标志物用来反映病程。

简单地讲，就是揭示了阿尔茨海默
病早期诊断和分期的新生物标志物，为
该病早期筛查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瞄准临床瓶颈问题

1 月 23 日下午 3 点，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二医院记忆障碍专科门诊，副
主任医师陶青青专注地聆听着患者家属
讲述妻子健忘的故事。

“三年前出现了记性变差，最初是自
己说过的话会忘记，到后来丢三落四，现
在都有点浑浑噩噩了。一出门就找不到
回家的路，还时常走丢。”丈夫焦急的口
吻，让一旁 50 岁的妻子越来越不好意

思。
陶青青边听边记录，还时不时询问

几句。
“这还不算严重的。”下了门诊，陶青

青告诉记者，临床上，他见到不少病人来
的时候已经是阿尔茨海默病晚期了，“那
是真的让人难过。患者自己的状态很不
好，陪同来的家人更是痛苦，有些说着说
着就会流下泪来。”

陶青青是吴志英团队成员，也是此
次科研文章的第一作者。“吴教授的团队
主要做两方面的研究，一个是遗传病、罕
见病，另一个是神经退行性疾病，这中间
就包括痴呆。”他介绍，在痴呆症患者中，
阿尔茨海默病占比达 60%以上，是最常
见的一种失智症。

“作为医生，我们做很多事都是从临
床出发。”说到触发这次研究的灵感，吴
志英脱口而出，“来自病人和家属抛给我
们的问题。”

真的是这个病（阿尔茨海默病）吗？
已经到哪个阶段了？
这是吴志英被问得最多的两个问

题。临床在跟病人及家属接触过程中，
吴志英发现有一些东西确实没有解决，
比如，大家最迫切的诊断问题。

对阿尔茨海默病，这个隐匿起病的
疾病来说，及早发现和预防能够减少一
部分人的负担，同时，良好的生活方式和
适量运动也已被证实是预防阿尔茨海默
病的有效方式。

目前，临床上阿尔茨海默病可以通
过 脑 脊 液 Aβ、tau 和 p-tau 水 平 和
PET-CT 检查进行诊断。然而，脑脊液
采集具有侵入性，患者接受度差，往往难
以常规实施；而 PET-CT 检查因价格原
因，难以在早期患者和无症状期人群中
普及。

“开发便捷的早期诊断方法一直是
这个领域的瓶颈问题。”吴志英介绍，近

年来有几种基于血液的生物标志物已被
发现，如血浆 Aβ42/40 比值、p-tau、
NEFL、GFAP 等，但目前这些标志物仅
反映了部分病理变化，也不适合疾病分
期。

无论是否出现阿尔茨海默病的症
状，衰老人群能否通过一个便捷的方式
进行筛查，“当时就冒出这个念头，想做
成这件事，克服这个瓶颈”，吴志英团队
决定聚焦于此。

强强联手，十年磨剑

就像打响了一场漫长而无声的“战
斗”。

2015年，刚来杭州的吴志英带着队
员们开始了这项研究。谁也无法预知结
果，但每个人都无比投入。

利用临床优势，构建认知障碍疾病
队列，仅这个过程吴志英团队就用了 4
年时间。

“确实挺不容易。”陶青青回忆，说
服一些只是出现记忆力轻微下降的早
期患者做腰椎穿刺，抽取脑脊液，很多
人会拒绝，这需要和患者之间建立相
互信任。同时，为了尽量保证收集的
样品不受其他因素影响，还需要在一
天的同一个时间段，同时抽取脑脊液
和血液，“这对团队提出了很高的要
求。”

积累了足够样本后，接下来就是寻
找合作团队来共同解决临床问题。“我
们想到了在微量蛋白检测方面的著名
专家——西湖大学郭天南教授团队。”

郭天南教授是西湖大学蛋白质组学
大数据实验室负责人，长期从事蛋白质
组学相关研究，并结合人工智能探索生
物标志物。

两支团队从此开启了“线上交友”
“线下奔现”的模式，特别是疫情期间，线

上会议开了一场又一场。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如果不

讨论，完全依靠机器分析，结论会出现偏
差，所以要确定好分析流程和方法，才能
得到比较可靠的研究结果。”吴志英把这
个过程形容为多学科交叉的协作，单靠
任何一个团队都搞不定，“一定要交叉融
合。”

实际上，在整个项目研究过程中，这
样的强强联手协作一直在继续。

第二阶段的结果验证，吴志英团队
联合了浙大一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宣
武医院贾建平团队、厦门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等，完成了近 300 例样本的收集和
检测，“这么多的样本量就是得益于多中
心的参与”。

同时考虑到指标的特异性问题，团
队还将其他容易导致痴呆症状的样本也
都纳入其中，用来鉴别新生物标志物是
不是特异识别阿尔茨海默病，保证研究
更加精准。

2022年底，当第一阶段样本的研究
结果在第二阶段的独立样本中进一步得
到验证后，陶青青说，当时所有团队成员
的心，都有了一种踏实感。

“发现只是第一步，我们的目标是想
研发出可推广的外周血检测试剂盒，用
便捷的方式检测出阿尔茨海默病。”吴志
英说，从研究成果到临床转化应用，虽然
中间还要克服一系列非常复杂的问题，
但至少我们看到了希望。

“最后一餐饭桌上，母亲穿上了自己
曾经指定的临终装束，然后推着女儿走
向大海。门口，那个意识不清的阿姨说，
出去了就别再回来了。”

采访最后，吴志英聊起了《妈妈》这
部反映阿尔茨海默病电影的结尾，唏嘘
道：“阿尔茨海默病往往是对一个家庭的
考验，希望全世界的努力能让这种令人
痛心的场景少发生一幕。”

浙江科研团队发现阿尔茨海默病早期诊断和分期的新生物标志物

有望更早发现大脑病变
记者 朱 平 通讯员 方 序 朱俊俊

CES 2024，来自中国的极氪汽车备受关注 受访者供图

郭天南教授和文章共同第一作者蔡雪（右） 受访者提供

吴志英教授（前）和文章第一作者陶青青（左）、共同第一作者薛妍妍 受访者提供

▶ 宇树科技小型机器狗Go2
图源 视觉中国

◀ CES 2024 上的咖啡师机器
人 图源 视觉中国

美国高通公司中国区董事长孟樸接
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人工智能的下
一步发展尤其是落地应用，需要依靠终端
侧和云端人工智能的结合及优势互补。

孟樸认为，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处
于起飞阶段，很少讨论到成本等实际问
题。但当数十亿用户都日常使用生成式
人工智能应用时，单纯的云经济显然难
以支持人工智能规模化扩展。

他表示，终端侧人工智能处理不仅
具有成本优势，而且能够更好地保护用
户隐私。终端侧与云端很好地结合，将
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大规模普
及，在智能手机、个人电脑、汽车座舱、混
合现实设备等终端品类为消费者带来更
多全新体验。 （据新华社）

AI下一步
结合“云”与“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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