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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llow Water Quasi-Geostrophic Equations上节课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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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otropic Instability

black color represents vort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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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results上节课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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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liasing by 2/3 rule上节课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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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stage Scheme上节课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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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visco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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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wor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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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I预测前沿进展



9 of 39

详细描述请参考 https://datawhalechina.github.io/thorough-pytorch/第零章/0.1 人工智能简史.html

https://datawhalechina.github.io/thorough-pytorch/%E7%AC%AC%E9%9B%B6%E7%AB%A0/0.1%20%E4%BA%BA%E5%B7%A5%E6%99%BA%E8%83%BD%E7%AE%80%E5%8F%B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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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tmouth Summer Research Project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John McCarthy

The Proposal states:

We propose that a 2-month, 10-man stud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e carried out during the summer of 1956 at Dartmouth College 
in Hanover, New Hampshire. The study is to proceed on the basis of 
the conjecture that every aspect of learning or any other feature of 
intelligence can in principle be so precisely described that a 
machine can be made to simulate it. An attempt will be made to 
find how to make machines use language, form abstractions and 
concepts, solve kinds of problems now reserved for humans, and 
improve themselves. We think that a significant advance can be 
made in one or more of these problems if a carefully selected 
group of scientists work on it together for a 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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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浪潮

达特茅斯会议之后，人工智能进入了一个高速发
展的时期，也就是所谓的“第一次浪潮”。这次浪
潮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这近10
年的时间里，计算机本身的“智能”并没有得到发
展，快速进步的是人工智能的一些理论与算法方
面。

很多对后来人工智能发展起到奠基作用的算法—
—如罗森布拉特在1957年发明感知机——就是在
这个时间段诞生的。感知机是机器学习人工神经
网络理论中神经元的最早模型，这一模型也使得
人工神经网络理论得到了巨大的突破。除此之外，
强化学习的雏形也是在那段时间提出的。

彼时的科学界都弥漫着快乐的气氛，大家都认为，
只要坚持走下去，人工智能就一定会得到跨越式
的发展。

1966年前后，AI遭遇了瓶颈。人们发现逻辑证明器、
感知器、强化学习等等只能做很简单、非常专门且
很窄的任务，稍微超出范围就无法应对。当时的计
算机有限的内存和处理速度不足以解决任何实际的
AI问题。研究者们很快就意识到，要求程序对这个
世界具有儿童水平的认识这个要求都太高了——那
时没人能够做出人工智能需要的巨大数据库，也没
人知道一个程序怎样才能学到如此丰富的信息。另
一方面，有很多计算复杂度以指数程度增加，这成
为了不可能完成的计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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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浪潮

时间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经过了数十年的研
究，科学家们逐渐放弃了初代的符号学派思路，
改用统计学的思路来研究人工智能。研究思路
的改变再加上硬件技术的升级，人工智能的发
展又一次迎来的新的契机。在那个时代，基于
人工智能的“专家系统”受到了绝对的热捧。特
定领域的“专家系统”程序被更广泛的采纳，该
系统能够根据领域内的专业知识，推理出专业
问题的答案，人工智能也由此变得更加“实用”，
专家系统所依赖的知识库系统和知识工程成为
了当时主要的研究方向。

但由于专家系统仅适用于某些特定场景，
很快人们就对这一系统由狂热的追捧逐渐
走向巨大的失望。与此同时，现代电子计
算机的出现让“知识查询”的费用进一步降
低，人们更加深刻的意识到专家系统是如
此的古老陈旧。因此，政府部门下调了专
家系统的研发资金。缺少了资金的支持，
由专家系统再次兴起的人工智能研究又一
次陷入了低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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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浪潮

1993年后，新的数学工具，理论和摩尔定律的出现，使得计算
机的算力进一步提高，以深度学习为核心的机器学习算法获得
发展，新的芯片和云计算的发展使得可用的计算能力获得飞跃
式提高，大数据的发展使得海量数据的储存和分析成为可能。
在这样的技术背景下，人工智能的第三次浪潮即将到来。

人工智能的第三次浪潮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2006年和2016
年。2006年是深度学习发展史的分水岭。杰弗里辛顿在这一年
发表了《一种深度置信网络的快速学习算法》，其他重要的深
度学习学术文章也在这一年被发布，在基本理论层面取得了若
干重大突破。而2016年3月，谷歌DeepMind研发的AlphaGo在围
棋人机大战中击败韩国职业九段棋手李世乭，“人工智能”一词
正式进入普通民众的视野并被逐渐熟知。至此，人工智能正式
迈向了从“科研领域的应用型工具”到“实用性，功能性工具”的转
变，人工智能有了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模式，即从过去的学术
主导型研究逐渐走向了商业主导型研究。随着人类社会对智能
化工具的不断追求和探索，人工智能的发展迎来了全新的时代。

持续突破，还是第三次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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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语言模型：ChatG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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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查看 https://www.nvidia.com/en-us/high-performance-computing/eart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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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to be solved

What happened in 24 h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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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to be 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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