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2025年5月11日 星期日首席编辑：陈金丽责任编辑/版面设计：孙铭阳九州

新华社深圳5月10日电（记者赵
瑞希）记者从货架上拿起一个产品，货
架上的屏幕立马开始介绍这个产品的
功能、特点。记者还可以通过货架上
的话筒说出自己的需求，让货架帮忙
寻找和推荐产品。“这个AI交互式货架
相当于智能导购员，这个产品已经在
一些美妆店使用了。”契胜展台工作人
员徐琼琼说。

5月8日至10日，以“价值重塑”为
主题的第二十五届中国零售业博览会
在深圳举行。从智能货架、冷链设备、
无人车与无人机等硬件产品，到叠加
了AI技术的实时采集数据、智能分析、
自动下达指令的软件系统，本届博览
会集中展示零售行业全产业链上的前
沿技术、创新设施设备、特色商品及智
慧零售解决方案。

在 AI 技术加速渗透零售业的今
天，零售门店正从传统“人货场”向“智
能生态场”演进。从去年的点状分布，
到今年的全面开花，越来越多的AI+解
决方案在零售业博览会现场亮相。聚
焦零售技术革新，本届博览会集中呈
现了从智能硬件到全渠道整合，从供
应链整合到体验消费、无人门店的行
业前沿动态。

记者在现场看到，AI 已被众多零
售业厂商引入到设施设备、综合解决
方案之中。

自动识别后厨员工洗手行为、实
时识别产品缺货情况、智能提供翻台
率分析……万店掌展台展示的AI巡检
产品，可以大幅提升零售门店的管理
效率。万店掌展台工作人员贾杰说：

“我们以前也发布过其他的AI产品，使
用的是算力，虽然通过训练可以使得
功能更加精准，但成本比较高，现在AI

巡检产品使用的是大模型，成本大幅
下降。”

通过全场景数字化搭建的无人门
店展台，借助计算机视觉、重力感应
货架及 RFID 标签，实现商品拿取行
为的精准识别，消费者通过人脸识别
或手机扫码即可完成“即拿即走”的
无感支付。

逛一圈下来，记者了解到多种 AI
与零售深度融合的创新模式：借助生
成式AI技术打造的零售AI中台，支持
自动化生成营销策略与客户画像；集
合多重算力构建的智慧零售解决方
案，覆盖零售全场景，为零售企业带来
全链路的数据信息交互和整合；AR/
VR技术在零售场景中应用加速，虚拟
货架互动、AR 辅助陈列与虚拟试穿，
增强消费者参与感，降低用户决策成
本；AI 技术重塑供应链全链条可追溯
系统，呈现“从源头到货架”的完整链
条，清晰、透明、可溯源。

从消费者行为的深度洞察到供应
链的智能优化，从个性化营销的精准
实施到客户服务的全面升级，AI 的应
用正在重新定义零售业的各个环节。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彭建真表
示，从技术侧来看，零售企业依托智能
硬件与AI技术，在供应链革新、品类差
异化打造中，构建独特的竞争力；从渠
道端来看，线上线下全渠道融合已成
趋势，线下门店通过特色场景搭建升
级为“体验高地”。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名誉会长裴亮
在本届博览会同期举行的“全零售 AI
火花大会”上表示，AI对零售业的赋能
和影响尚处于初始阶段，还需要通过
不断实践和摸索把握它的发展规律，
更好发挥它的作用。

AI让零售业更“智慧”
——第二十五届中国零售业博览会观察

5月9日，第二十五届中国零售业博览会现场的AI技术相关展台。
新华社记者赵瑞希摄

新华社昆明5月10日电（记者
许坦、李文哲、崔师豪）水肥一体化
系统精准滴灌，虫情监测仪实时预
警，小型气象站调控温湿度，全部
功能均可通过手机或者平板电脑
一键操控……

记者近日走访云南玉溪市下
辖的澄江市海口镇一处生态蓝莓
项目基地，看到的是传感器密布的
数字化设施农业大棚，科技感十
足。图为位于云南省澄江市海口
镇的数字化设施农业生态蓝莓项
目基地。新华社记者崔师豪 摄

“与传统模式相比，标准化种
植管理大大提高了亩产量。以每
亩 600 至 800 盆蓝莓计算，蓝莓亩
产量至少可提高2倍，达到1.8吨以
上，亩产值可达 9 万元以上。”该基
地负责人、中链达通（澄江）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文奎介绍。

澄江市海口镇镇长李龙向记
者介绍，企业作为项目方，投资建
设蓝莓设施大棚，并提供基质、水
肥、尾液收集等全程物质和技术保
障。农户作为产业合伙人，只需负
责好植株的日常管护和鲜果采摘。

土地变基地，农民变工人。合
作社通过“挂靠”大企业，形成“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种植方式，年
均聘用季节性蓝莓采摘工、监工等
临时用工 2 万余人次，人均增收 2
万至3万元。

记者发现，高原特色农业模
式下的农产品，或生长在高原湖
泊，或生长在干热河谷。凭借着
优越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早
熟品种蓝莓以更高的价格实现错
峰上市。在昆明市大观篆新农贸
市场，商户李先生透露，每年春
节过后，蓝莓价格都会有所下

调。春节期间售价为 240 至 260
元/公斤的蓝莓，到了四五月蓝莓
旺季时，大约五六十元就能购买
到一公斤。

滇中腹地，碧玉清溪。云南省
玉溪市有着“高原水乡”的美誉，却
也长期面临农业发展困境，不仅耕
地资源稀缺，还要兼顾环境保护、
生态红线和耕地红线。在抚仙湖
所在的县级市澄江市，这一困境尤
为凸显。澄江市 20.05万亩的耕地
中，17.58 万亩在抚仙湖径流区，大
水大肥的蔬菜、花卉等农业产业均
被纳入种植负面清单。

为破解困境，当地用工业化理
念精耕现代农业，以绿色、高端、精
品为方向，发挥现代设施农业产品
附加值高、土地产出率高和劳动生
产率高的“三高”特点，实现高原特

色经济作物持续增长。
20年前，澄江为保护抚仙湖放

弃传统作物，引进蓝莓试种。如今
的澄江市，已成为全国蓝莓优质产
区，1.52万亩蓝莓年产值超9亿元，
其中 1.42万亩种植基地升级为“温
室大棚+全基质+水肥一体化”的种
植模式，蓝莓也吃上了“营养餐”！

小小蓝莓只是玉溪布局设施
农业的一个缩影。随着以烟、菜、
花、果、药、畜六大特色产业和粮
食、油料等产业协同发展的“6+N”
高原特色农业产业体系日益健全，
过去只在“山里转”的云菜、云果，
如今走进了“国人厨房”，迈向了

“世界餐桌”，成为“有一种叫云南
的生活”的别样打开方式。

（参与调研：朱程、王菲、段巧
芳）

小小蓝莓，在科技大棚种出9个亿

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记者田晓航）中国
中医科学院 10 日在京召开中医药交叉学科和智
能科学大会，发布中医药大模型评测标准《面向
行业的大规模预训练模型技术和应用评估方法
第 12 部分：中医药大模型》等多项成果。记者在
会上了解到，这一标准首次构建了中医药领域大
模型量化评估体系。

“中医药大模型将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相结
合，可为临床、科研提供便利，但大模型研发应用
中也存在模型训练测评体系不健全、应用场景适
用范围不可知、模型临床应用效果评估难、模型
运行稳定性难保障等问题和困难，亟需建立大模
型评测技术与应用标准。”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
基础理论研究所副所长赵宇平说。

根据这一标准，中医药大模型评估聚焦技术
和应用能力两方面，标准主要覆盖场景丰富度、
能力支持度、应用成熟度三大能力域，13 个能力
子域，30 余个能力项。三大能力域主要关注中医
药大模型应用场景的覆盖广度、中医药大模型的
全流程技术能力、中医药大模型在实际应用中的
服务质量及效果。

据介绍，这一标准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等 14家单位共同编制，目前已为

“大医金匮”“数智本草”等中医药大模型提供评
测支持。

当天，大会还发布了中文医疗大模型评测体
系及开放平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智算平
台、国家中医药古籍数字图书馆、中医药典籍元
术语引擎与推理决策平台、中医智慧诊疗与健康
管理平台系列产品等中医药智能化成果，并推出
国际传统医学临床试验注册平台智能化升级版。

“以大模型为基础的深层次人工智能已在医
学等许多行业发挥了巨大的创新作用。”中国中
医科学院副院长杨洪军认为，中医药大模型有望
为中医药研究及临床应用发展提供强大支撑，促
进中医药数字化、自动化升级，引领健康产业高
质量发展。

中国中医科学院发布
中医药大模型评测标准

图为位于云南省澄江市海口镇的数字化设施农业生态
蓝莓项目基地种植的蓝莓。新华社记者崔师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