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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脑工程 

科技部和中科院召开脑科学信息化重大专项座谈会 

9 月 9日上午，科学技术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刚一行来到中国科学院，就脑科学信息化领域信息重大专项

工作与中科院举行座谈会。 

  座谈会上，王志刚重点介绍了科技部脑科学信息化重大专项的部署情况，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

研究所所长蒲慕明汇报了中科院 B 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脑功能联结图谱”的进展情况，自动化研究所副所长徐

波汇报了中科院与科技部合作项目“类人脑工程”的规划内容及研究进展情况，与会人员重点针对我国脑科学信息

化领域的战略规划、技术瓶颈、发展路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研讨。 

  王志刚对中科院在脑科学的研究进展给予肯定，他强调，目前国际上围绕脑科学信息化领域有着众多研究进展

和前瞻布局，脑科学信息化涉及基础研究、工程研发以及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等各个层面，面向国家长期战略需求，

需要深入思考这一领域的发展方向和技术路径等。他进一步强调，希望中科院等有关科研单位不断加强协同创新，

为国家脑科学事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科技部重大专项办公室、基础研究司、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相关负责人，中科院副秘书长谭铁牛、潘教峰

以及办公厅、前沿科学与教育局、重大科技任务局、条件保障与财务局、计算技术研究所、软件研究所、自动化研

究所、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 

摘自： 

科技部和中科院召开脑科学信息化重大专项座谈会 

原文链接： 

http://www.cas.cn/xw/zyxw/yw/201409/t20140910_4200503.shtml 

人脑工程研究发展迅猛 百度打造最大计算机大脑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百度首席科学家吴恩达昨日在 2014 百度世界大会接受采访时表示，百度已打造了世

界最大的用于语音和图像查询计算机大脑。该电脑集群在硅谷完成设计，将在北京完成搭建，并于 6 个月内完工。

吴恩达表示，这项名为“百度大脑”的产品，其计算速度将达到 2012 年推出的谷歌大脑的 100 倍、斯坦福大学人

工智能实验室 2013 年推出的计算机大脑的 10 倍。 

吴恩达表示，“你投入的越大，（计算机大脑的）表现越好”，百度大脑的第一步将是拥有自主识别图像的

能力。百度大脑集群将包含大约 1000 亿个数字模拟神经连接，其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将语音识别错误率降低 25%。 

百度创始人李彦宏今年首次提出百度大脑计划。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五年之内，全球基于声音和图片

的网络搜索将超过全球网络搜索的一半，因为使用移动设备搜索信息的用户都希望使用最简单的方式找到最有用的

信息。百度大脑正是语音与图片搜索不可少的技术支撑。 

科大讯飞 8月底曾宣布启动名为“讯飞超脑”的人工智能计划。该计划与百度大脑项目非常类似，即让机器像

人脑一样做到学习和思考，进而实现机器从“能听会说”到能理解会思考的地步。复旦复华公司与冠昊生物公司此

前也因涉足人脑工程相关研究受到市场关注。 

摘自： 

人脑工程研究发展迅猛 百度打造最大计算机大脑 

原文链接：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905/13071446_0.shtml 

http://finance.ifeng.com/app/hq/stock/sz002230/
http://finance.ifeng.com/app/hq/stock/sh600624/
http://finance.ifeng.com/app/hq/stock/sz300238/


计算机终能模拟人脑，得人工智能者得天下 

吴恩达(Andrew Ng)是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2013 年《时代》杂志评选的全球最具影响力百大人物

中上榜的十几名科技人物之一，目前领导着 Google Brain项目，在谷歌(微博)内部推动深度学习算法。去年 6月，

“谷歌大脑”(Google Brain)项目运用深度学习的研究成果，使用 1000 台电脑创造出包含 10 亿个连接的“神经

网络”，使机器系统学会自动识别猫。 

有种理论说，人类的智慧来源于一个单一的算法。这个理论的实验依据是，人类大脑发育初期，每一部分的职

责分工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人脑中负责处理声音的部分其实也可以处理视觉影像。人脑究其本质来说，是一台

可以被调试以执行特定任务的通用型机器。 

吴恩达说，“我发现工程师(擅长计算机科学)和科学家(擅长神经科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代沟。”工程师们想

要构建成功的人工智能系统，而科学家们却仍未能完全理解人脑错综复杂的工作机制。很长一段时间内，神经科学

并不能够为想要建造智能机器的工程师们提供答案。 

此外，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瑞德伍德理论神经科学研究中心(Redwood Center for Theoretical Neuroscience)

主任布鲁诺·奥尔斯豪森(Bruno Olshausen)透露，科学家们还总是觉得“大脑研究”是他们的领域，不大愿意与

其他领域的研究人员进行合作。 

 在吴恩达和其他一些人的努力下，这样的局面终于开始发生改变，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主任托马斯·因瑟尔博士(Dr. Thomas Insel)介绍，“业内已经形成共识，谁能搞明白人脑如

何计算，谁就能设计出下一代计算机。” 

与此同时，日本的工程师开始构建控制机器人的人工神经网络，南非神经科学家亨利·马克曼(Henry Markman)

正与来自欧盟和以色列的科学家们合作，希望能利用数千次实验得到的数据在一台超级计算机中模拟出人脑。 

研究的困难仍在于我们无法完全掌握人类大脑的工作原理，但科学家目前在这方面进展飞速。中国的科学家正

在研究一个新的大脑图谱，他们将之命名为“脑网络穹顶”(Brainnetdome)项目。在美国，随着奥巴马政府宣布将

支持筹建一项跨学科的科研项目“基于神经科学技术创新的人脑研究”(Brain Research Through Advancing 

Innovative Neurotechnologies Initiative，简写为 BRAIN 项目，该项目也在美国社会引发了许多争议)，许多类

似的项目正雨后春笋般得涌现，“大神经网络时代”(Era of Big Neuroscience)已经到来。 

BRAIN 项目的目标之一，是为绘制大脑复杂回路图开出所需的新技术，种种迹象表明，BRAIN 的工作重心就是

人工智能。美国政府对 BRAIN 项目拨款的 1 亿美元中，一半来自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简称 Darpa)，超过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 NIH)

的拨款数，美国国防部研究部门称，希望 BRAIN项目能够“催生新的信息处理架构或者计算方法”。 

科学家的目标并不是将计算设备变得更小，他们的目标是让计算机能够做到的事情更多。不管背后的算法多么

复杂，目前的计算机无法帮助人类去杂货店购买物品，或者帮助人类挑选适合的衣服、钱包，处理这样的事情，计

算机需要添加更高级的图像智能识别技术以及像人类一样的注意力和记忆力，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点，那么计算机能

够处理的事情的想象空间将变得无穷大。 

“全世界都意识到，如果你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人工智能领域存在的无限商机就会被打开。” 奥尔斯豪森预

测。 

吴恩达的梦想正在照进现实。“我有了希望，不只是希望，我们可能能够实现真正的人工智能，”他说，“我

们当然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算法——这可能需要长达几十年的时间，要实现它很不容易，但我看到了希望。” 

摘自： 

Google Brain 之父，计算机终能模拟人脑 

原文链接： 

http://news.pconline.com.cn/329/3293319_3.html 



IBM 推出首款模拟人脑芯片 

8 月 7 日，IBM 推出了首款前所未有的超大规模神经突触计算机芯片 TrueNorth。这款芯片采用了三星 28 nm

的工艺技术，单片芯片包含 54亿支晶体管，是迄今为止制造的最大的 CMOS芯片之一。根据人脑神经系统中神经元

和神经突触的结构，TrueNorth具有 4096个处理核、100万个“神经元”、2.56亿个“突触”，能力相当于一台超

级计算机，功耗却非常低，仅靠助听器的驱动电池就可支持其工作。这种支持视觉、听觉和多感官应用的技术将给

科技、商务和社会带来全新的变化。 该研究得到了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DARPA）自适应塑性可伸缩电子神

经形态系统项目（Systems of Neuromorphic Adaptive Plastic Scalable Electronics，SyNAPSE）4个阶段共 5300

万美元的资助。  

相关研究工作发表在 Science（文章标题：A million spiking-neuron integrated circuit with a scalable 

communication network and interface）。 

摘自： 

New IBM SyNAPSE Chip Could Open Era of Vast Neural Networks 

原文链接： 

http://www-03.ibm.com/press/us/en/pressrelease/44529.wss 

DARPA 新项目拟开发基于系统的神经技术疗法 

为响应美国政府的脑研究计划，2014 年 5 月 27 日，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启动了基于系统的

神经技术创新疗法（SUBNETS）项目，旨在开发闭环疗法，即利用近实时神经仿真记录与分析大脑活动，减轻现役

及退役军人的神经心理疾病。SUBNETS 项目的理念不同于当前的治疗方法，其致力于创建一种可植入的闭环诊断与

治疗系统，来医治甚或治愈神经心理疾病。这种方法的前提是要理解大脑的功能及功能障碍。该项目将由加州大学

旧金山分校（UCSF）和麻省总医院（MGH）共同承担。多位物理学家、工程师、神经科学家将共同工作，开发先进

的脑接口、神经活动计算模型及临床疗法来处理脑网络。UCSF 团队的方案是开发一种可植入脑部的器件，主要关注

大脑中与产生精神或神经疾病有关的区域，利用直接记录、刺激和治疗的方法实现神经可塑性，以修复导致疾病的

回路，治愈患者。一旦治疗成功，还能从脑内移除该器件。MGH团队则采用了一种“跨诊断”（trans-diagnostic）

方案，通过定性和定量的行为测试及实时、高精度的单神经元记录，来评估精神疾病与神经疾病的典型症状。一旦

成功，研究人员可以利用该方案研究单个放电神经元、神经网络行为的影像，并将其用于临床试验。这有助于开发

出更具针对性的神经疾病疗法，并帮助临床医生做出更为精确的诊断。MGH 团队将与德雷珀实验室合作开发先进的

微电子制造技术，以开发出高精尖的可植入设备，并确保其在患者体内的安全性与有效性。SUBNETS 项目将持续五

年，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与美敦力公司的研究人员也将加入，帮助解决研究过程中面临的各种技术挑战。 

摘自： 

SYSTEMS-BASED NEUROTECHNOLOGY FOR EMERGING THERAPIES (SUBNETS) 

原文链接： 

http://science.dodlive.mil/2014/06/20/mapping-out-our-magnificent-brain/ 

神经学家使用大数据工具分析大脑细胞活动 

用于监控脑部活动的最新技术带来了所未有的大量信息。理解这些数据，或许能让人类对自己大脑的工作原理

产生新的认识。为此，神经学家利用分布式计算工具 Thunder（闪电），进行了大量研究。 

Thunder 是一个工具库，由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的 Janelia 研究

园开发。Thunder可以提高数据分析速度，原本这些海量数据在一个工作站上要跑上数天或数周。相关研究成果发



表在 7 月 27 日的期刊《自然·方法学》（《Nature Method》）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家 Jeremy Freeman、

Misha Ahrens等人完成了此项研究。 

他们使用 Thunder分析一种显微镜下的成像技术。Ahrens及其同事使用这种技术观测斑马鱼对视觉刺激做出回

应时的脑部细胞活动。这一研究成果同样发表在《自然·方法学》中。 

Freeman、Ahrens 表示，使得单一计算机难以超越瓶颈的因素并非只有数据的巨大规模，还有数据的复杂性。

“当你记录大脑活动的信息时，你不知道分拣自己需要数据的最佳办法。每个数据集都各不相同。对某些数据，你

或许有想法，但这是否有意义，还有待探讨。” 

神经学家在第一次考虑数据的时候，很少能迸发新的思路。相反，最初的研究可能暗含更有希望的方法，只需

要进行少量调整、使用新的计算分析，原来的数据就可以更有用途。 

这也就是为什么使用龟速的计算工具分析神经学数据会让人大为受挫。Freeman 提到：“对一些分析来说，你

可以上传数据，开始跑数据，第二天再回来看。但如果你需要调整分析，重新再跑一遍，就必须再等上一个晚上。” 

通过使用 Thunder，Freeman 和 Ahrens可以在几分钟内分析成像结果，不需要等待很长时间就可以针对分析结

果进行策略调整。 

摘自： 

神经学家使用大数据工具分析大脑细胞活动 

原文链接： 

http://tech.ifeng.com/discovery/detail_2014_07/29/37562854_0.shtml 

人工智能 

美开发出首个识别事物全貌的全自动计算机程序 

美国华盛顿大学和艾伦人工智能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携手开发出首个识别事物全貌的全自动计算机程序，可提供

关于任何虚拟概念需要了解的全部信息。该计算机程序被称为“学习任何事物的一切”（LEVAN），可搜索网络上数

百万计的图书和图像，学习某个概念所有可能的变化，继而将结果作为全面、可浏览的图像列表展现给用户，以帮

助用户快速、详细地探索和了解此概念的主题。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表示，该程序的关键是发现文本和可视化数据

间的关联，通过识别具体概念的情况来将丰富的短语集与图像中的像素紧密结合。这个程序通过查看网络上找到图

像的内容来学习相关术语，利用目标识别算法来识别特征模式。与在线图像数据库不同的是，此程序借鉴丰富的短

语集来理解和标记图像，不只通过标题中显示的单词，还通过内容和像素排布。目前，用户可以浏览由约 175个概

念组成的现有数据库。 如果所搜索的概念不存在，此程序将根据所提交的搜索术语自动产生与该概念相关的详细

子类别图像列表。这项技术将搜索谷歌图书搜索工具中可得到的数以百万计的英语图书，筛选出在整个数字图书馆

中出现的概念，然后利用算法过滤掉不必要的短语。一旦了解到相关术语，此程序将在网络上进行图像搜索，寻找

检索到照片中的统一外观。当程序找到特定短语的相关图像时，它将识别与这个短语相关联的所有图像。目前，这

个程序对概念的学习速度有限，处理一些广泛概念所需的时间高达 12 小时。未来，研究人员将进一步提高此程序

的处理速度和能力。这项研究工作得到了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华盛顿大学的共同资助。、 

摘自： 

New computer program aims to teach itself everything about anything 

原文链接： 

http://www.washington.edu/news/2014/06/12/new-computer-program-aims-to-teach-itself-everything-about-anything/ 

http://tech.ifeng.com/discovery/detail_2014_07/29/37562854_0.shtml


飞行员将可能用意念控制飞行 

未来的飞行员将能够通过意念来控制他们的飞机，因为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和柏林工业大学的科学家已经证明

了通过大脑控制飞行的可行性，其准确度相当惊人。慕尼黑工业大学的科学家在欧盟“Brainflight”项目的资助

下研究了如何通过大脑控制飞机的飞行，该项目的长期目标是使更多人能从事飞行活动。为了使人类与计算机进行

通信，科学家使用帽脑电图（EEG）电极来测量飞行员的脑电波。柏林工业大学的科学家开发了一种算法，能够破

译电势并将其转换成有用的控制命令，而脑机接口能够接受非常清晰的脑电脉冲，从而实现通过大脑向飞机控制系

统发送命令。 

摘自： 

Using thoughts to control airplanes 

原文链接： 

http://www.tum.de/en/about-tum/news/press-releases/short/article/31531/ 

3D 触觉技术让虚拟现实“触手可及” 

3D 视觉成像技术能够让人看到逼真的立体画面，但却留下了可望而不可即的遗憾。而近日在日本新公开的一项

3D 触觉技术则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让虚拟现实变得“触手可及”。 

隶属于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的 Miraisens公司日前在筑波市举办的一场媒体预展中公布了一款能“摸”到的虚

拟 3D 成像产品。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9 月 2 日（北京时间）报道，这项即将进军市场的技术将会有助于提升人们的

虚拟现实体验，使人们能够亲手“触摸”到电脑中本不存在的虚拟物品。 

前索尼公司虚拟现实技术研究员、公司首席执行官香田夏雄表示：“身体接触是人际交往中的重要环节，但在

此前，虚拟现实体验中并未有实际触感的参与，这项技术的诞生则给人带来了亲手触摸虚拟 3D世界的机会。” 

通过头戴的原型显示设备及其他配套设备，试用者在现场展示了该设备如何让人在按下虚拟“按钮”的同时，

感受到真实般的触感。 

3D 触觉技术的发明者兼公司首席技术官中村则雄（音译）解释说，3D 触觉技术通过视觉图像和外戴于指尖的

振动装置协同作用，“欺骗”人脑的感觉系统，使人产生切实触摸到虚拟物体的错觉。 

目前研发者已经可以制作出硬币状、棒状、笔状或其他简单形状的外部设备。作为该项技术的世界领跑者，

Miraisens公司表示，希望未来能够推动这项技术在电子产品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商品化。 

该公司也预想了未来该项技术的多种用途。例如，可将此项技术植入游戏控制器中，使玩家在游戏中做出推、

拉等具体动作时，能够亲手感受到来自控制器的实际阻力，强化游戏体验。也可以尝试将该设备转化为数据输入 3D

打印机，让孩子有机会亲手打印出仿佛真实存在的恐龙模型。 

另外，该技术未来还可能在医疗等领域发挥作用，例如协助医生进行远程遥控手术操作，或制作具备辅助导航

功能的盲人手杖等。 

摘自： 

3D触觉技术让虚拟现实“触手可及” 

原文链接：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4/9/302680.shtm 

Nature Nanotechnology：下一代可穿戴医疗设备曙光出现 

Nature Nanotechnology 2014 年 3月在线发表的文章中，韩国首尔基础科学研究所 Son等描述了一类新的集成

电子传感器和存储元件，它们被包装在纤维样材料中，可以在依附于皮肤的情况下记录机械张力，为分析人类动作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4/9/302680.shtm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保真度。基于这种技术的设备可以广泛应用于医疗领域，从诊断工具，到机械辅助假肢。 

摘自： 

Next-generation wearable electronics 

大数据 

谷歌将建全球最大的知识库 

据 newscientist 网站报道，Google 创建了名为 Knowledge Vault 的知识库。它通过算法自动搜集网

上信息，通过机器学习把数据变成可用知识。目前，Knowledge Vault 已经收集了 16 亿件事实，其中，2.71 亿

件是“可信的事实”。这里的可信是说，Google 把新事实与已掌握知识对照后，认为其准确的可能性是 90%。 

知识库的前身是 2012 年谷歌发布的“知识图谱”(Knowledge Graph)知识图谱是一个将信息结构化的数据库，

利用群众外包的力量扩大信息量。但最终谷歌发现人的力量还是有限，知识量的扩增出现停滞，于是谷歌决定以自

动搜集的过程取代人力。 

国际知名 IT咨询公司 Gartner的技术分析师表示，全球几家 IT巨头，如谷歌、微软、脸书、亚马逊和 IBM等，

都在打造类似的知识库来处理极为庞大复杂的问题。当机器系统掌握了全人类的知识，它的智力将远远超过现有的

虚拟个人助手。知识库的应用之一便是成为我们的虚拟助手，在不久的将来，它能识别用户的喜好，按照邮件重要

程度自动处理收件箱中的邮件。知识库还将指导健康管理，通过整理医疗症状数据库找出在个人健康档案数据中存

在的相关性。除了改善人机交互之外，知识库也会推动现实增强技术的发展。未来，知识库可以驱动一个现实增强

系统，让我们从头戴显示屏上了解现实世界中的地标、建筑、商业网点等信息。知识库还能够改变我们研究人类社

会的方法，建立历史和社会的模型。 

知识库同样带来的也有隐私问题，它会收集任何可以找到的信息，不仅爬取网页上的文本，还会爬取一些隐藏

的数据(如亚马逊的产品销售数据等)，甚至是来自谷歌邮箱、Google+和 Youtube上的信息。 

谷歌研究员凯文·墨菲(Kevin Murphy)及其同事们在 2014 年 8 月 25 日于纽约召开的“知识发现和数据挖掘”

大会上公布了有关知识库的论文。 

摘自： 

Google's fact-checking bots build vast knowledge bank 

原文链接： 

http://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mg22329832.700-googles-factchecking-bots-build-vast-knowledge-bank.html?page=2#.VAkYjsDy8zY 

欧盟开发交互式工具帮助人脑应对大数据 

当前，世界每分钟产生 1700 万亿比特的数据。如此庞大且复杂的数据集需要新的思想、工具和基础设施来处

理。欧盟研究人员正开发一种交互式系统，其不仅能够以人们喜欢的方式展示数据，还能够经常改变展示形式，以

防止大脑超负荷工作。此项目将能够使学生更高效的学习，记者更快速地交叉检索资源。 

集体经验转移数据系统(LEEDS )项目组的研究人员正将大数据转换到交互环境中，以使人脑更高效地产生新思

想。他们已经创建了一个“经验感应式机器”( XIM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使用户走进大型数据集。这种身临其境

的综合环境包含各种各样的传感器，可使系统以恰当的方式向用户展示信息，并根据其评估数据的反应(手势、眼

球运动或心率等)不断调整数据展示方式。 

伦敦大学研究人员表示，当参与者变得疲劳、信息过载时，此系统将进行相应的调整，或者简化可视化效果以

降低认知负荷和压力，或者将人们引向信息量少的数据展示领域。 

此系统在需要大量时间处理或难以处理的丰富数据领域中具有巨大的潜在应用价值，如卫星图像、石油勘探考

http://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mg22329832.700-googles-factchecking-bots-build-vast-knowledge-bank.html?page=2#.VAkYjsDy8zY


察、天文、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                                                                           

摘自： 

EU funds tool to help brains deal with Big Data 

原文链接：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4-916_en.htm 

http://horizon2020projects.com/es-future-emerging-technologies/eu-funds-tool-to-help-brains-deal-with-big-data/ 

数据科学家成最热门职业 

科技界迈进了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产生的数据“大爆炸”催生了提取和解读海量数据的新工作岗位

—“数据科学家”。《华尔街日报》在 2014 年 8 月发文称，数据科学家已成为高科技劳动力市场上最热门的职位之

一。 

数据科学家需要独特的综合技能，但是目前这方面的人才非常稀缺。《华尔街日报》说，理想的“数据科学家”

不仅要拥有传统的市场调研技能，还需要有能力从不同来源的上百万数据碎片中找出规律，再通过这些规律来推断

消费者行为，找准消费行为的触发点并建立相关的统计模型。 

据招聘机构表示，一个拥有博士学位的数据科学家的起薪通常是六位数，工作两年后就可以获得 20万至 30万

美元的年薪。在美国职业社交网站领英网(LinkedIn)，有 3.6万个数据科学家的职位虚位以待。 

看到市场对数据人才的追求日益激烈，很多大学开始专门开设数据分析类专业。据悉，过去两三年里，至少有

数十所美国大学开设或宣布计划开设数据科学方面的硕士研究生培养项目。 

摘自： 

3年前数据科学家基本不存在 如今数据分析成金饭碗 

原文链接： 

http://gx.people.com.cn/finance/n/2014/0821/c352207-22064618.html 

集成电路和芯片 

新材料与器件结构用于下一代存储技术 

受半导体研究联盟（SRC）资助，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人员正在开发新型的材料的与器件结构，用

于发展下一代存储技术。 IBM 提出了一种名为“赛道内存”的替代性技术，通过操纵磁畴壁和磁区域来读写数据，

能够结合二者的优点，大幅提高存储密度和读写速度。受该技术的启发，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研究人员对复合氧化

物展开了研究，并发现这类材料有潜力提供更高的自由度，在操纵磁畴壁方面具有更高的效率和稳定性。他们研究

的对象包括 La0.67Sr0.33MnO3（LSMO）以及其他具有异质结构的复合氧化物。 复合氧化物是新一类具有可操控性

质的材料，如电、磁性质等。如 LSMO 材料是一种半金属，具有巨磁阻抗效应，能够在外磁场作用下极大地改变自

身电性能，并能够在跨越居里温度时同时完成从铁磁性到顺磁性，从金属到绝缘体的转变。 

摘自： 

SRC and UC Davis Researchers Explore New Materials and Device Structures to Develop Next- Generation “Race Track Memory” Technologies 

原文链接： 

https://www.src.org/newsroom/press-release/2014/627/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4-916_en.htm
http://horizon2020projects.com/es-future-emerging-technologies/eu-funds-tool-to-help-brains-deal-with-big-data/
http://gx.people.com.cn/finance/n/2014/0821/c352207-22064618.html
https://www.src.org/newsroom/press-release/2014/627/


北斗四代芯片研发成功 

近日，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所属中国航天科工信息技术研究院西安航天华迅公司成功研发出第四代高性能北斗

/GPS导航芯片。该芯片定位精度为 2.5米，俘获灵敏度、跟踪灵敏度等各项性能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据了解，北斗四代芯片及其实施和运营不久前成功中标“陕西省公安系统警务用车卫星定位管理系统”项目。

后者是我国公安系统警务用车管理领域首个省级北斗应用项目，陕西全省公安机关各类警务用车累计安装北斗定位

车载终端超过一万台，系统建成后将全面提高陕西省警务用车的使用效率。 

摘自： 

北斗四代芯片研发成功 

原文链接：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4/8/300853.shtm 

IBM 未来 5 年投资 30 亿美元 研发后 7nm 工艺技术 

近日，IBM公司宣布将在未来 5年内投资 30亿美元，用于研发 7nm工艺以后的半导体技术。IBM表示，在开发

中会重视云计算及大数据等最近不断增长的应用领域所必须的内存带宽的扩大、高速通信、终端的低功耗化等。该

公司指出，现在 22nm 工艺技术已实现实用化，14nm工艺及 10nm 工艺技术不久也将达到实用化，但要实现 2019年

左右所需要的 7nm工艺技术，则需要巨额投资和大量的技术革新。为实现这一点，公司将同时推进利用硅技术的 7nm

以后工艺，以及后硅时代的技术开发。不过，研发的重点是后硅技术。对于今后的硅技术研发，其定位是向后硅技

术过渡的桥梁。 

摘自： 

IBM Announces $3 Billion Research Initiative to Tackle Chip Grand Challenges for Cloud and Big Data Systems 

原文链接： 

https://www-03.ibm.com/press/uk/en/pressrelease/44363.wss 

机器人 

英国发布 RAS 战略，带动海洋机器人技术发展 

2013 年，英国推出国家级“8 大重点技术领域”，包括：大数据、卫星、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合成生物学、

再生医学、农业科学、先进材料和储能技术。2014 年 7 月，英国政府发布了《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 2020 年战略》

（Robotics and Autonomous Systems 2020，RAS 2020），详细阐述了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技术领域对英国的重要

性、未来市场机遇、以及未来相关的战略行动。报告指出，到 2025 年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将有 130 亿英镑的市场

价值。该技术领域预计将有 4亿英镑的资金投入到各个相关技术部门，其中海洋机器人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投资方向。 

摘自： 

Eight Great Technologies Robotics and Autonomous Systems 

原文链接：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318236/Robotics_Autonomous.pdf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4/8/300853.shtm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318236/Robotics_Autonomous.pdf


美国 FDA 首次批准复健机器人 可助瘫痪人士行走 

近日，FDA正式批准以色列骨骼机械服生产商 Argo的 Rewalk 骨骼机械服在美销售，这是 FDA批准销售的首个

复健机器人。Rewalk 机械服通过支撑臀部和膝盖，帮助因颈椎而瘫痪的患者重新站立和行走。Argo 在临床阶段共

找到 30 位参与者，并针对公司 Rewalk 机械服进行全方位测试，其中包括距离、速度、不同平面行走。FDA 表示，

Rewalk 产品能帮助瘫痪患者获得一定程度的行走能力，通过理疗、培训和适应之后，这些患者有望依托 Rewalk 自

主行走。 

摘自： 

FDA allows marketing of first wearable, motorized device that helps people with certain spinal cord injuries to walk 

原文链接： 

http://www.fda.gov/newsevents/newsroom/pressannouncements/ucm402970.htm 

韩推出第二期智能型机器人基本计划，医疗机器人是重点 

2014年 7月 25日，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发布第二期（2014—2018年）智能机器人基本计划（Second Mid-Term 

(2014-2018) Basic Plan for Intelligent Robot Development ），为韩国未来机器人产业发展描绘蓝图。计划将

由官方、民间共同在为期五年的时间内（2014-2018 年）共投资 2.6万亿韩元。此次基本计划提出 4 个方面课题，

包括提高机器人研发实力、在各产业推广机器人、营造开放的机器人产业链、构筑机器人产业融合系统，特别是提

出了机器人健康设施的研究与开发。 医疗与机器人产业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韩国机器人产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

政府、企业和研究部门的通力合作下，韩国的医疗机器人市场正在蓬勃发展。韩国政府曾在 2010 年将医疗机器人

定为国家政策课题，投入百亿韩元（1 元人民币约合 164.4 韩元）支持医疗机器人产业发展，其中一个主要成果是

韩国的人工关节置换手术机器人。生化和纳米技术的融合还为微型医疗机器人的开发创造了条件。2013年末，韩国

未来创造科学部宣布，韩国全南大学细菌机器人研究所已研发出世界上首个可治疗癌症的“体内医生”——纳米机

器人，可对大肠癌、乳腺癌、胃癌和肝癌等高发性癌症进行诊断和治疗。 韩国各种医疗机器人的出现显示了科技

的迅速发展，大大提高了医学水平。 

智能型机器人基本计划是依据《关于智能型机器人的开发与普及推进法》第五条制定的法规计划，每五年制定

一次（第一个基本计划于 2009 年 4 月制定）。第一个计划（2009-2013 年）的重点是出台法规、成立机构等基础设

施、开发与普及产品（追逐型），第二个计划的重点是迎合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与主力产业融合型、复合型趋势，将

“机器人产业扩展”到其他产业的制造及服务领域。 

摘自： 

Development of a Fully Fledged Robotics Industry through Convergence with Other Industries 

Korea announces an ambitious plan for intelligent robot development;韩国加快推广医疗机器人 

原文链接：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728/c1002-25350635.html 

http://www.whowired.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403077 

日立公司研发机器人交互通信技术 

2014年 6月，日本日立公司展示了为人类共生机器 EMIEM2 开发的交互通信技术，EMIEM2 能够根据提问者问题

中蕴含的主题和属性选择出最优的答案和解释，并依据提问者的身体动作（如点头、头倾斜到一边）来评估其对于

回答的理解水平，从而与人进行更自然的交流。这一技术还能回答更为复杂的问题，实现人与机器人之间更为流畅

的交流。日立公司早在 2005年就开始进行人类共生机器人的研发。2007年，EMIEW2已实现了运动功能，包括与人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728/c1002-25350635.html


同一步调、预测并避免碰撞，此外还有一些智能功能，包括在有噪音环境中区分讲话，借助互联网信息进行对象识

别等。人类共生机器人研发中最重要的技术就是人类与机器人的自由通信，需要语音识别、内容理解、响应建设、

语音合成等技术的支持。此次日立公司在 EMIEW2 机器人上实现了两种有助于机器人对话功能的技术。一是，根据

提问中的若干单词给出最优回答。该技术能够利用语音识别技术确定提问中的单词及其顺序并与数据库中的信息进

行比对，识别出问题的主题和属性，从而据此选择最优回答。被识别领域备受关注的深度学习、机器学习等方法都

被用于实现更高水平的识别。二是，提升了对提问者头部动作的理解水平。EMIEW2通过内部摄像头捕获提问者的运

动，识别出是点头或是倾斜头部。通过将 EMIEW2 答复的预期反应和实际反应进行对比，该技术能够识别出提问者

对回答的理解水平，从而使机器人和人类对话更加自然。 

摘自：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for human symbiotic robot to enhance natural communication with humans 

原文链接： 

http://phys.org/news/2014-06-interactive-technology-human-symbiotic-robot.html 

日本 ZMP 与 THK 等公司合作开发物流辅助机器人 

日本 ZMP 公司近日宣布与 THK、日本电产新宝及东京艺术大学联合开发出了物流辅助机器人“CarriRo”。这是

一款在搬运货物的平板车上配备了辅助功能、追踪功能及自走功能的机器人。在搬运重物及多次重复同一路线时，

可以减轻工作人员的负担，通过增加搬运量和实现自动化，有望提高工作效率。 

辅助功能是指，用户可以利用安装在把手上的传感器自由操控 CarriRo。比如，用户双手握把手时，左右两个

轮子的马达朝同一方向转动，CarriRo 向前方直行。当用户单手握把手时，两个轮子的马达朝不同方向转动，可以

立即改变方向。利用这一功能，在搬运重物时，可以减轻用户负担。 

  CarriRo 的机身前后配备有测距传感器，可以识别与人和物体的距离，从而追踪人和物体，还能在撞到障碍物

之前自动刹车。用户可自由设置追踪时的标准距离。CarriRo 的保险杠上装有接触传感器，能在撞到障碍物和人之

后自动停车。 

  另外，CarriRo 还有利用测距传感器自动移动的功能。首先，在希望 CarriRo 自动搬运的区域设置标志杆，然

后用户推着 CarriRo 沿路线移动，使其记住路线。CarriRo 在移动中使用测距传感器的摄像头掌握与标志杆之间的

位置关系，以后就可以沿着指定路线自动移动了。另外，利用追踪功能使多台 CarriRo自动行驶，可以一次搬很多

货物，省去多次往返的麻烦）。 

CarriRo 在机构方面也下了功夫。比如，将马达的动力传递给轮胎的传动系统采用了 THK 和日本电产新宝的技

术。该系统采用轴承、减速器与驱动马达一体化的紧凑构造，削减了部件数量，提高了转动精度，减轻了系统重量，

也为削减成本、提高效率及节能作出了贡献。 

摘自： 

日本 ZMP与 THK等公司合作开发物流辅助机器人 

原文链接： 

http://www.skf-fag-nskcn.com/news_detail.asp?id=2637 

日本多家企业巨头联手研发“机器人手术室” 

日立制作所、松下和东芝等企业正在联合大学和政府共同进行“机器人手术室”的开发。这种手术室不但能进

行极其精密的手术，还能利用核磁共振确认患者体内的情况，如肿瘤的范围、癌症部位切除的充分程度或者某些部

位是不是被癌细胞侵染等。主刀医生会根据屏幕上的患处检查结果，随时把握患者在手术中的情况，更加科学地推

进手术。目前美国产的达芬奇（DaVinci）手术机器人在全球的销量已超过 3000 台，日本手术室预计 10 年之内能



在临床上应用，在全球医疗器械的开发竞争中掌握主导权。 

摘自： 

日本多家企业巨头联手研发“机器人手术室” 

原文链接： 

http://www.avicuc.com/public/article/141 

软银机器人将在美上市 名字叫做 Pepper 

9 月 3日消息，软银将于明年夏天在美国的 Sprint营业厅内销售该公司的 Pepper 人形机器人，这也是软银将

机器人技术推向工业化市场以外的一大举措。这款身高 1.2米的机器人会跳舞，会讲笑话，还会根据表情了解用户

的情绪。Peper将于今年 2月以 19.8 万日元(约合 1900美元)的价格在日本上市，但美国市场的售价尚未确定。 

软银去年斥资 220亿美元收购了 Sprint。为了迎合整个日本的经济增长热潮(在 2020 年将 GDP提升到 2.41 亿

万亿日元)，该公司决定投资开发机器人。软银还开发了一款与谷歌 Android 类似的操作系统，可以专门控制机器

人，而且能根据建筑、医疗和娱乐行业进行定制。 

“在日本市场搜集信息后，我们将于一年内在美国销售 Pepper。”Fumihide Tomizawa 说，“如果 Pepper 销量

一半来自企业，一半来自消费者，我不会感到意外。” 

摘自： 

软银机器人将在美上市 名字叫做 Pepper 

原文链接： 

http://yjs.cena.com.cn/2014-09/03/content_241277.htm 

其他 

Gartner 发布 2014 年新兴技术成熟度曲线报告 

2014年 8月 11日，全球著名技术研究和咨询公司 Gartner 发布了《2014新兴技术成熟度曲线》报告。 

1. Gartner 2012 年新兴技术成熟度曲线 

    报告评估了 119 个门类、2000 多种技术的成熟度，将这些技术归类到不同的阶段。其中数字化工作场所、

互联家庭、企业移动安全、3D打印与智能机器人是新入学的技术。 

http://yjs.cena.com.cn/2014-09/03/content_241277.htm


 

2.数字化商务 

今年的新兴技术成熟度曲线的主题是“数字化商务”o Gartner总结出了朝着“数字化商务”演进的 6个阶段，

分别为:模拟、Web、电子商务、数字化营销、数字化企业和自治。其中后三个阶段是新兴技术集中的阶段。 

 (1)数字化营销 

数字化营销阶段强调移动、社交、云、信息等各种力量的相互联系。处于这一阶段的企业大多关注新的、更复

杂的能与消费者产生联系的方式。这类企业更愿意加大营销力度以争取更大的社会联系，或是提升产品和服务的价

值。产品和服务的购买者对品牌影响力比之前的消费者更为敏感，他们将移动设备和社交网络视为建立连接的首选

方式。这一阶段的企业努力利用买家的影响力来发展自身业务。 

相关技术包括:软件定义一切、体积式或全像式投影显示、神经商业、数据科学、规则分析、复杂事件处理、

大数据、内存关系数据库、内容分析、混合云、游戏化、增强现实、云计算、虚拟现实、手势操控、内存分析、活

动流、语音识别。 

 (2)数字化企业 

数字化企业的焦点在于人、企业与事物的融合。物联网以及现实与虚拟世界的模糊化会成为这个阶段强有力的

概念。数字化后的实物资产将成为商业价值链中与原有的数字化实体(系统、应用等)地位对等的一员。而 3D 打印

使得实物数字化更进一步，会给供应链及制造业带来颠覆性变化。而对人的属性的数字化(如健康生命体征)也是该

阶段的一部分。甚至货币(实际上现在已经被认为是数字化了)也将变革(如比特币这样的加密货币)。 

相关技术包括:生物声学感应、数字安全、智能工作环境、互联家庭、3D生物打印系统、情感计算、语音翻译、

物联网、加密货币、可穿戴用户接口、消费者 3D 打印、M2M 通信服务、移动健康监控、企业 3D 打印、3D 扫描仪、

消费者远程信息处理。 

(3)自治 

自治阶段的企业将利用技术提供类人或替代人类的能力。利用无人驾驶汽车运输人或商品，利用认知系统编写

文本或客户问答均是进入这一阶段的标识。 

相关技术包括:虚拟个人助手、人类机能增进、脑机接口、量子计算、智能机器人、生物芯片、智能顾问、自

动驾驶汽车、自然语言问答系统。 

摘自： 

Gartner's 2014 Hype Cycle for Emerging Technologies Maps the Journey to Digital Business 



原文链接： 

http://www.gartner.com/newsroom/id/2819918 

欧洲生物成像基础设施公布商业计划书 

2014年 7月 31日，欧洲生物成像基础设施（Euro-BioImaging）项目组公布了全面的商业计划，总结了有关欧

洲生物成像项目准备阶段基础设施筹建和运营情况。 在过去的 3 年时间中，欧洲生物成像基础设施项目组下属 13

个工作小组分析了生物医学团体对成像技术的需求、技术当前可用状态以及其发展的速度和方向。在此基础上, 工

作小组编制了构建欧洲生物成像项目的计划书。 商业计划书的主要内容包括：1）欧洲生物成像项目的需求；2）

欧洲生物成像项目提供的服务——技术、培训和数据管理途径；3）确保最高水平的服务质量的机制；4）欧洲生物

成像项目枢纽和节点的基础设施模型；5）用户访问策略；6）欧洲生物成像项目节点的选择和可提供的技术；7）

治理和法律结构；8）欧洲生物成像项目枢纽和节点的财务及成本计划；9）欧洲生物成像项目对其他团体的影响，

及其在其他团体中的推广；10）准备阶段的结果；11）进一步计划以及欧洲生物成像项目临时董事会的作用等。 

摘自： 

Euro-BioImaging Business Plan is now available 

原文链接： 

http://www.eurobioimaging.eu/content-news/euro-bioimaging-business-plan-now-available 

《自然—通讯》杂志刊发针对二元时间序列的网络重构方法 

日前，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王文旭团队提出了针对二元时间序列的网络重构方法，相关论文于近日发表

在《自然—通讯》杂志上。 

  对于很多复杂网络系统，如脑功能网络、传播网络和基因调控网络等，节点间的连接无法被直接探测导致

代价巨大。因此，从可观测数据和时间序列信号间接重构网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问题。然而，复杂网络重构

是从结果反推原因，极具挑战性。  

  该研究创造性地将信息领域中的压缩感知理论与复杂网络理论结合，提出了针对二元时间序列的网络重构

方法。研究小组利用复杂网络的天然稀疏性，将复杂网络重构问题转化为可以借助压缩感知理论解决的稀疏信号重

构问题，突破了奈奎斯特采样频率的限定，极大地降低了重构网络的数据需求。  

该方法具有低数据需求、高准确率、高抗噪和准确鉴别相关和因果关系等优势。在网络重构的基础上，可以进

一步识别疾病和信息传播源，在疾控和舆情监督方面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为基于大数据预测和控制复杂系统提

供了必要手段。  

论文题名 Reconstructing propagation networks with natural diversity and identifying hidden sources 

论文链接：http://www.nature.com/ncomms/2014/140711/ncomms5323/full/ncomms5323.html 

摘自： 

系统科学学院王文旭团队创新复杂网络重构方法 

原文链接： 

http://kejichu.bnu.edu.cn/cgzs/84118.html 

 

韩制定 3D 打印路线图 

7 月 16日，韩国政府发布声明称，正在制定一项 10年规划，以推动和发展 3D打印技术，使之成为新兴增长市

http://www.gartner.com/newsroom/id/2819918
http://www.nature.com/ncomms/2014/140711/ncomms5323/full/ncomms5323.html
http://kejichu.bnu.edu.cn/cgzs/84118.html


场，并帮助制造业部门实现转型。 韩国科学、信息通信技术和未来规划部（MSIP）以及工贸能源部正在收集业内

人士以及公众意见，以制定路线图的细节，该路线图预定在今年 10 月发布。 韩国工贸能源部官员 Lee Kwan-seok

在声明中称，3D 打印行业是一个新的增长引擎，能够向制造业领域引入创新。3D 打印预计将与信息、通信技术行

业一起，在韩国创新经济中发挥关键作用。 在这份声明中，MSIP称 3D打印市场目前被少数掌握核心技术的全球企

业主导，尽管有几家韩国公司拥有自己的技术，但与全球领先企业相比其仍然缺乏竞争优势。MSIP还认为，目前政

府领导的路线图需要对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各自展开的研究行动进行更好的整合。 早在今年 6月，MSIP就曾透露，

韩国计划至 2017 年为 5885 所学校和 227 所图书馆提供 3D 打印机，并在 2020 年前让 1 千万韩国民众用上 3D 打印

机。 

摘自： 

Gov't to set up blueprint on promoting 3D printing 

原文链接： 

http://www.globalpost.com/dispatch/news/yonhap-news-agency/140716/govt-set-blueprint-promoting-3d-printing 

 

工信部正式启动针对云计算的“十三五”规划 

2014 年 8 月，工信部正式启动针对云计算的“十三五”规划。2014 年我国云计算产业的发展思路和工作重点

是:培育龙头企业，打造完整的产业链;鼓励有实力的大型企业兼并重组、集中资源;发挥龙头企业对产业发展的带

动辐射作用，打造云计算产业链。 

有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政府将信息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以去国产软硬件对进口软硬件的替代趋势是不

可逆转的。而替代的路径应该是先由最容易实现的服务器等硬件设备到云计算和云存储等软件与服务，最终到操作

系统和数据库等核心基础软件平台。在政府机构大力主导信息设备国产化的背景下，实现国产化设备进口替代已成

为保障信息安全的必经之路，相信随着云计算“十三五”规划的进一步落地，未来云计算设备国产化有望先行一步，

产业发展将迎来爆发式增长的黄金时期。 

摘自： 

工信部正式启动针对云计算的“十三五”规划 

原文链接： 

http://news.xinhuanet.com/info/2014-08/13/c-1335529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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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注：部分信息摘自“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战略研究信息集成服务平台”和“中国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与应用快报”、“网站群运行月报” 

http://news.xinhuanet.com/info/2014-08/13/c-1335529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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