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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脑工程 

2014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指向大脑定位密码 

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6日宣布授予拥有美国和英国国籍的科学家约翰·奥基

夫以及两位挪威科学家梅－布里特·莫泽和爱德华·莫泽，以表彰他们发现大脑定位系统

细胞的研究。 

2014年度获奖者的探索，显著地改变了我们对大脑神经网络运行基本认知功能的理解。

约翰·奥基夫在海马区发现了提示定位的位置细胞，并证明了大脑的空间记忆能力；梅-

布里特·莫泽和爱德华·莫泽则在内嗅皮层发现了能协同导航的网格细胞。两种细胞连接

而成的神经网络，对于计算空间映射和执行导航任务都至关重要。 

拥有生理心理学学术背景的约翰·奥基夫，从上世纪 6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动物行为。

1971年，他与达斯卓沃斯基一起，在限定空间里能自由活动的老鼠大脑海马区背缘，发现

了位置细胞。 

30多年后，莫泽夫妇于 2005年发现了大脑定位系统的另一关键构成——“网格细胞”。

这种细胞能形成坐标系，可以精确定位和寻找路径。他们随后的研究还展示出，这些“网

格细胞”是如何确定位置并导航的。 

 位置细胞和网格细胞在老鼠以外的哺乳动物中也广泛存在。人类大脑拥有大量海马内嗅结

构，这些结构被认为与空间学习和记忆能力密切相关。一系列研究认为，人类大脑也拥有一

个类似的空间编码系统。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顾勇介绍说，每个位置细胞都会记录特定的位

置信息，最后这些细胞会形成一幅“位置拼图”，大脑正是这样完成空间信息的记录。 

  有研究者在癫痫病人术前调查时，对大脑神经细胞进行过直接记录，在海马区发现了类

似位置细胞的细胞，也在内嗅皮层发现了网格功能细胞。运用功能性影像，科学家在 2010

年还证明了，人类大脑内嗅皮层区域的确存在网格细胞。 

  在诸如阿尔茨海默老年痴呆症等大脑疾病中，记忆能力会受到影响。空间记忆的神经学

机制研究显得非常重要，位置细胞和网格细胞的发现，是通往解决之道的一个重要飞跃。 

  奥基夫在老鼠阿尔茨海默疾病模式下，证明了空间位置的能力弱化与动物空间记忆恶化

有关。目前研究结果还未转化成临床研究和实践，但海马构造被认为是能影响阿尔茨海默疾

病的第一个功能区域。 

  总之，三位科学家对位置细胞和网格细胞的发现，展现了一个典型的范式转换，即特殊

的细胞组合工作能形成更高级的认知功能。这些发现极大地促进了对包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

物大脑研究。人类大脑如何运行定位系统的研究已经呈现出一个崭新的图景。 

摘自：脑科学领域重大突破 科学家发现脑中“GPS” 

来源：中国青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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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脑研究计划 Brain/MINDS 

日本大脑研究计划 Brain/MINDS (Brain Mapping by Integrated Neurotechnologies 

for Disease Studies)主要是通过对狨猴大脑的研究来加快人类大脑疾病，如老年性痴呆和

精神分裂症的研究。9月 11日，日本科学省宣布了大脑研究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和组织模式。 

日本大脑研究计划第一年将投入 30亿日元（2700万美元），第二年可能增加到 40亿

日元，相对于美国和欧洲的 10亿美元以上规模大脑研究计划，日本的计划就好象是小弟弟。

但是，日本的大脑研究计划主要利用狨猴这种更接近人类的灵长类动物，能弥补用鼠类研究

经常不同于人类的缺陷，尤其是在疾病研究方面。 

美国加州拉霍亚的索尔克研究所神经科学家 Terry Sejnowski认为，关于大脑认知功能

和相关疾病如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的研究，小鼠并不是理想的动物，采用灵长类动物进行研

究十分必要。Terry Sejnowski是美国 NIH大脑研究计划工作小组成员，他说虽然美国和中

国都有关于灵长类动物基因模型的研究项目，但没有日本这种大规模的研究计划。瑞士洛桑

联邦理工学院神经科学家 Henry Markram是欧洲大脑研究计划负责人，他对日本的大脑研究

计划表示称赞。 

日本大脑研究计划的核心任务是制造出转基因狨猴，利用这种动物模型研究人类的认知

功能，并开展相关疾病研究。虽然从亲缘关系上黑猩猩更接近人类，但是狨猴作为研究对象

有其优点，因为体形比较小使它们更容易被实验操作，这种动物过去也经常被作为动物模型。

狨猴的大脑也比较小，只有 8克（大鼠的的大脑也有 2克），这就比较容易进行分析。尤其

是狨猴的大脑额叶与人类非常类似，该脑区和精神分裂症关系密切，其他小实验动物无法代

替狨猴的作用。狨猴的行为学和人类非常接近，例如它们以家庭为单位生活，和人类一样能

用眼神进行交流，而且比较温顺，其他猴类和黑猩猩则不一样。狨猴是研究巴金森病和老年

性痴呆等人类疾病最理想的动物，通过研究导致狨猴社会交往能力，如眼神交流能力破坏的

原因将有利于理解人类孤独症的发病机理。 

最近在狨猴基因工程动物方面的新技术将有利于这一技术的开展。2009 年，川崎实验

动物研究所转基因动物专家 Erika Sasaki最早实现将基因转染到灵长类动物的技术。新的

基因编辑技术如 CRISPR能将目标基因精确改变，并成功用于制备转基因猴。遗传学家已经

鉴定出导致人类精神分裂症和孤独症的特定突变。给建立这些疾病的遗传学模型奠定了重要

基础。 

日本大脑研究计划将分成三个组，第一小组由庆应大学 Hideyuki Okano 负责，用功

能 MRI等技术对大脑功能进行定位，该小组还将从细胞尺度上将宏观大脑功能进行分析。第

二小组由理化研究所大脑科学研究所 Atsushi Miyawaki负责，这一小组分为 17个独立小组，

将分别开发相关研究技术。东京大学 Kiyoto Kasai负责第三小组，将收集和分析患者大脑

成像等相关研究信息，关于人类精神分裂症、神经疾病和脑血管疾病的的信息将结合猴研究

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 

日本用猴类进行实验的控制标准低于欧洲和美国，但是这些研究仍然面临伦理问题，也

会受到动物保护组织的指责。日本大脑研究技术也许有些激进，美国神经疾病和中风研究所

神经科学家 Alfonso Silva 指出，CRISPR技术并没有成功用于狨猴，他补充说，日本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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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应该抵制住各种诱惑，不要过于分散精力。只需要把一种疾病研究透彻就是重要贡献。最

好先在一个疾病获得成功基础上，然后扩展到其他疾病研究中。 

摘自：科学网孙学军的博文 

加拿大 CIFAR 遴选出四个具有改变世界潜力的研究项目  

2014年 6月，加拿大先进研究院（CIFAR）理事会批准四个具有改变世界潜力的项目进

入启动阶段，并计划在 2015年开始实施。根据 CIFAR此前的描述，这些项目是基础性研究，

“项目具有足够的勇气、雄心及复杂度”，“项目的根本目标是为对于某个重要问题的认识

带来重大的进展以及（或是）根本性的变革”。四个正式进入启动阶段的项目是： 1）生

物、能源、技术（Biology、Energy、Technology）——生物将如何引导人类在为可持续发

展能源提出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实现飞跃式发展？这个计划目的在于，通过利用从量子生物学

及光生物学快速发展的领域中获得的启发，为可持续发展能源的创新带来颠覆性思想，发展

新一代太阳能捕获科学，同时也为可持续发展能源解决方案开发相关技术。负责人：Edward 

Sargent（多伦多大学）。 2）大脑、思维、意识（Brain、Mind & Consciousness）——人

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人类意识的生物学基础是什么？一个由神经科学家、哲学家、伦理学家

和临床医生组成的研究网络将试图探究人类意识的奥秘，这对于理解神经疾病及神经失常的

根本原因十分重要。负责人：Adrian Owen（西安大略大学），Melvyn Goodale（西安大略大

学）。 3）生命系统的分子基础（Molecular Building Blocks of Living Systems）——

生命是如何从分子起源的？这个项目将聚集来自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专家，将对复杂生命体

系如何从大分子间的相互作用中产生这个问题提供基础的认识，他们的发现可能会给医学以

及人类健康带来变革。负责人：R.J. Dwayne Miller（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多伦多

大学），Paul W. Wiseman（加拿大麦吉尔大学），Wolfgang Baumeister（德国马普生物化学

研究所），Oliver P. Ernst（多伦多大学）。 4）微生物与人类（Microbes & Humans）——

如何通过人类对微生物群更深入的了解来促进对于人类健康、发育及进化的认识？这个项目

探究了存在于人类体内的微生物（微生物群）在人类发育和行为中扮演的角色，探讨微生物

群如何影响社会和文化的进化以及动态变化。在这个新兴领域中产生的新思维将能促进对于

个人以及全球健康的理解。负责人：B. Brett Finlay（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Janet Rossant

（多伦多儿童医院，多伦多大学）。 

摘自：CIFAR chooses four programs with the potential to change the world 

来源：http://www.cifar.ca/globalcall 

脑科学研究交流会在深圳先进院举行 

9月 16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在海纳百川会议室举办脑科学研究交流会。

中国科学院院士郭爱克、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张旭、中国科学院上海临床中心/徐汇

区中心医院院长朱建民、深圳先进院副院长吕建成及深圳先进院脑科学相关研究人员出席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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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深圳先进院医工所相关领域科研人员分别就脑科学布局与进展、神经假肢研究进

展、超声深脑刺激仪器、可穿戴设备、转化医学等情况进行了详细汇报，对近年来深圳先进

院在脑科学方向所做的积累进行了分别阐述。来宾就脑先导专项、脑专项躯干感觉项目进展、

中科院上海临床中心相关情况进行了分享，并对深圳先进院在脑科学领域的发展提出了诸多

有益建议。 

  吕建成在致辞中表示，深圳先进院依托深港地区优势，审时度势布局脑科学方向，希望

能与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及有关机构互动发展，展开务实合作。与会嘉宾也肯定了深

圳先进院目前在脑科学领域取得的成绩，并就感兴趣的具体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来源：中国科学院 

深圳先进院和麻省理工将合作建脑科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简称“深圳先进院”）院长樊建平 9月 10日在接受南

方日报等媒体专访时称，该院将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合建脑科学研究所，该所将成

为深圳先进院的第 6个研究所，并将于今年 11月在深圳举办的第 16届高交会期间发布。 

深圳先进院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市政府及香港中文大学三方于 2006 年共同建立，目前

共有 5个研究所，即先进集成技术研究所、生物医学与健康工程研究所、先进计算与数字工

程研究所、生物医药与技术研究所、广州中国科学院先进技术研究所。 

  了解大脑的正常运作与功能紊乱是本世纪公认的重大挑战之一。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重

视脑科学研究，多个发达国家先后斥巨资开展人脑研究计划。今年 8月，中山大学与美国卡

内基梅隆大学合作倡议脑研究计划，并签署了相关框架协议。 

“去年在与脑相关的研发方面损失了约 200 亿美元，主要是没有合适的动物模型，在老

鼠身上管用的药到人脑上就不管用了。我们主要是在猴身上研究，猴的脑袋与人最为相像，

但如何把猴变成老年痴呆猴，还需要基因转入。”樊建平在 2014深圳国际 BT 领袖峰会告诉

记者，人们对脑的认识还不够，深圳先进院与 MIT合建的脑科学研究所主体目的是开发各类

工具和药，来治愈与脑相关的疾病，如老年痴呆症、抑郁症等。 

与传统的研究所非常不同，深圳先进院是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所，IT 方面有机器人、

大数据、云计算等，BT 方面从医疗器械入手，有高端医学影像、低成本健康、手术机器人

等，逐步进入到生物医药领域。 

“BT与 IT结合的两个推动力，一个是学术交叉的要求，另一个就是经济的原因，这是

一个朝阳产业，正在蓬勃发展，深圳完全有机会在全国站到最前面。”樊建平认为，除了脑

科学相关研发之外，BT 领域在医疗器械、基因、细胞、生物医药等方面分别存在上万亿元

的大市场，每个领域都足以诞生两三个“华为”、“中兴”级的企业，深圳若能在这几大领域

都抓住机遇，GDP和人均 GDP将大幅增加。 

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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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美国 NSF 拟资助智能服务系统建设 

2014年 9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发布了“创新合作：创建创新能力”（PFI: 

BIC）项目招标指南。PFI: BIC项目支持在技术、人力和服务系统创新能力建设方面开展产

学合作。NSF在此次招标中将智能服务系统建设列为资助内容之一。  

NSF的资助重点是将技术集成入特定的以人为本的智能服务系统。这些技术源自现有的

突破性研究发现，并有可能变革现有的服务系统或带来全新的系统。NSF希望相关提案能包

括对人为因素、认知工程、行为科学的研究，为人机交互研究提供支持，以确保技术和系统

的集成。  

来源：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通用电气和埃森哲宣布合作推出智能管道解决方案 

通用电气和埃森哲宣布推出智能管道解决方案，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工业互联网产品。

该解决方案结合了一种由 PredixTM 平台授权的通用电气预测性软件解决方案—管道管理，

与埃森哲的数字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帮助客户作出更好、更快的管道运作决策以提高安全

性和避免高成本的停机时间。 

摘自：GE and Accenture Announce Breakthrough Industrial Internet Technology for 

Safer, More Efficient Oil and Gas Pipeline Operations 

来源：

http://cn.reuters.com/article/pressRelease/idUSnBw085593a+100+BSW20140908?symbo

l=ACN.N 

数字化医疗影像诊断器械的发展态势分析 

21 世纪，医学影像设备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代，更高的分辨率、更快的扫描速度、

多功能的集成、多种数字化影像设备的融合已成为医疗影像技术发展的基本趋势。 

 一、 医疗影像代表性技术产品.目前，较为常用的医疗影像诊断技术主要有以下四种：

X光成像；核磁共振成像；核医学影像；超声成像。 

 二、 全球产业发展格局 从全球产业市场规模来看，随着人们越来越重视对慢性疾病

的预防，全球影像诊断设备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从全球医疗影像企业分布情况来看，产业集

聚度不断提高，全球十大医疗影像公司占据了 92%的全球市场份额，其中前三位依次为：西

门子、通用电气、飞利浦。从未来市场需求来看，随着人口老龄化、生活方式改变以及环境

引发的安全性问题，慢性病的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逐年上升，这些因素都将加大人们对数字

医疗影像诊断器械的刚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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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产业技术发展趋势 医学影像技术是高新技术与医学的结合，近年来，美、欧、日

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医疗影像诊断产业加强战略布局，旨在带动多种医学影像设备向小型化、

专门化、高分辨率和快速化方向发展。目前，数字医疗影像技术的发展主要有如下几大趋势：

1）由组织器官影像向分子影像发展；2）小型化和网络化；3）多态融合技术使诊断、治疗

一体化；4）3D打印辅助医学影像。  

四、 我国医疗影像诊断产业发展现状及建议 从国内整体产业情况来看，主要呈现四大

态势：1）跨国企业占据 75%以上的市场份额；2）本土企业产品多集中于中低端设备，从中

低端市场向高端市场突破难度不小；3）研发主体多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4）上海在影像诊

断领域脱颖而出，涌现出了联影、上海医疗器械、美时医疗等多家影像诊断医疗器械企业。 

基于上述分析，建议国内数字医疗影像企业要突破“三高”，在“高分辨率、高集成度、高

端化”这三个方面加强研发布局，加大关键技术突破力度。 

来源：上海科技发展研究中心 

机器人 

水下机器人：何时不再受制于人 

在刚刚结束的我国第六次北极科考中，由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研制的“北极 arv”水下

机器人一显身手，先后三次自主完成长期冰站指定海冰区的海冰厚度、冰底形态、海洋环境

等参数测量工作。 

不需要呼吸氧气，也不需要休息，能实时传回水底信息……这都是水下机器人的神奇之

处。近年来，在水下搜救、海底勘探、水面应急处理等方面，水下机器人正在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多名机器人专家指出，尽管目前我国的水下机器

人研发进展巨大，但其产业化程度仍不够，而核心部件受制于人，更是成为水下机器人进一

步发展的最大阻碍。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自主水下机器人技术研究室主任林扬介绍，一般而言，水下

机器人包括有缆遥控水下机器人（ROV）和自主水下机器人（AUV）两大类。“ROV 的优点是

水面操作人员可实时观察到水下环境并遥控操作，对机器智能要求不高，缺点是由于电缆连

接，其活动范围有限；AUV 的优点是由于没有电缆连接，其活动范围较大，不受母船制约，

不足是对机器智能要求较高，目前仅限于简单的水下探测作业。”林扬指出，目前发展了 ROV

和 AUV混合型水下机器人，其活动范围较 ROV大大增加，且操作者可以通过光纤实时监测和

操控水下机器人，因此也称之为半自主水下机器人。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海洋技术装备研究室主任李硕告诉记者，今年 7月份，深海滑

翔机在南海完成了区域覆盖观测试验性应用，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滑翔机首次完成该项试验

性应用。 

中科院光电技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冯常则介绍了一种工作于特种环境条件下的水下机

器人。目前，该所研发的水下机器人主要应用于核电站停堆大修期间关键设施设备的监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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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来源：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4/9/304074.shtm 

东京大学开发高速且更加灵活的双足机器人 

东京大学情报理工学系研究生院教授石川正俊领导的研究小组日前宣布，能够像人一样

以前倾姿势奔跑的高速双足机器人“Achires”开发成功。其行动速度为时速 4.2 公里，相

当于人类小跑的一般速度，实现了至目前为止双足机器人无法达到的灵活度。 

东京大学开发高速双足机器人 灵活度更近人类 

来源：中国机器人网 

机器人助力飞机制造 

通过将机器人引入飞机生产线，替代人工从事单调乏味的重复作业，由欧洲委员会出资

370 万欧元资助的 VALERI 项目希望人们的技能能够发挥更大的价值。该项目涉及来自西班

牙、德国和奥地利的 7个合作方（包括空客公司、KUKA实验室等），其正在搭建一个实验室

原型，并计划在 2015 年开展测试。 汽车制造商利用固定机器人制造汽车已有较长历史，但

在飞机制造领域，机器人的使用还有一些障碍，因为飞机建造需要工人来回走动进行组装和

检测。研究人员正在利用可移动操纵器，使其能进入狭小的空间，并在多个位置完成类似的

任务。该项目还计划打破当前制造业部门内，机器人与工人分隔开的工作场景。利用触觉传

感器及计算机视觉，使机器人在有危险发生的时候能停止下来。 

摘自：Robots lending a helping hand to build Airbus planes 

来源：http://ec.europa.eu/digital-agenda/en/science-and-technology/robotics 

大数据和云计算 

Facebook 将开展无人机联网计划 打造高空互联网 

“全球联网”是目前多家大型科技企业都比较感兴趣的领域，比如谷歌就正在全球各地

测试通过高空热气球实现互联网连接的可能性，而 Facebook 也不甘落后，于近日公布了无

人机联网计划，并预计在明年开始对无人机进行测试。 

 “我们将不得不在该项目上充分利用太阳能、电池和混合材料等技术的优势，”马奎尔

日前在纽约 Social Good Summit 大会上谈到 Facebook 的无人机联网项目时说道，“目前我

们面临很多挑战。” 

Facebook 在今年早些时候成立了联网实验室，该实验室与公司 CEO 马克。扎克伯格领

导的非营利性组织 Internet.org 紧密结合，其主要目标主要是研制太阳能无人飞机，并计

划在后期投入到互联网连接项目中，解决数十亿人无法上网的问题。巧合的是，在 Facebook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4/9/304074.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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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实验室成立一个月后，谷歌也宣布收购了太阳能无人机制造商 Titan Aerospace，同时

根据马奎尔的介绍，这样庞大的项目要想获得成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要解决与运营、

技术和管理相关的大量问题，才能确保未来的目标能够实现。 

马奎尔指出，如果计划让无人机一次运行数月或数年的时间来提供持续稳定的互联网连

接，Facebook的无人机就必须“能应对所有的天气状况，并可以在所有领空中飞行”，由于

此类无人机的飞行高度在 6万英尺到 9万英尺之间，所以就带来了相应的管制问题，目前世

界各国均未出台飞机在 6 万英尺以上高空飞行的管理制度。“目前的规章制度都是针对卫星

而制定的，这些制度已经发挥了巨大作用，”马奎尔说道，“但如今我们必须帮助监管机构制

定新的规章制度。” 

目前的无人机飞行制度规定，每架无人机必须分配一名人工操作员，这将会限制此类创

新产品的规模化发展，这也让包括 Facebook 在内的多家公司想方设法绕开这一规定。马奎

尔就此提到了最近由一家英国公司举办的太阳能无人机表演，该比赛在持续进行两周之后进

入暂停阶段，原因是为了让疲惫的操作员获得休息时间。“这就像让你连续两周不停地玩游

戏，”他说道，“我们需要一个处于监管状态的飞行环境，可以让一名操作员同时管理 10 架

或 100架无人飞机，所以我们给出相应的对策。” 

然而，尽管存在各种障碍，但马奎尔仍然希望 Facebook 联网实验室的无人机能在明年

开始进行试飞，不过马奎尔并未透露具体的试飞地点。目前 Facebook 已经在拉丁美洲、亚

洲和非洲地区选择了 21 个地点，并计划在这些地点部署全球联网项目，但马奎尔表示这些

项目真正开始实施可能还需要等待两到五年的时间。同时马奎尔还指出，未来 Facebook 将

不会亲自运作这些项目，而是通过当地的政府、社区或企业等合作伙伴来进行部署和运作。 

 “我们希望未来能够公开相关的技术，让我们的合作伙伴来使用这些技术，这样将会

更有利于规模化发展，”马奎尔说道，“这个项目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努力，但想方设法为更

多人带去互联网连接也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伟大使命。” 

来源：网易科技 

IBM 携手 Inspur 促进大数据分析处理技术革新 

IBM 和 Inspur 建立合作，致力于让消费者和独立软件供应商（ISVs）共享大数据分析

和事务处理解决方案，提升他们实时访问和了解巨量信息的能力。两家公司达成协议，让

IBM的 DB2和 WebSphere 应用平台在 Inspur TS K1系统上运行。同时，Inspur 也将借助 IBM

的 OpenPOWER Foundation平台提升系统解决方案创新能力。 

摘自：IBM and Inspur Demonstrate Commitment to Advance Big Data and Analytics and 

Transaction Processing Innovation in China 

来源：http://www-03.ibm.com/press/us/en/pressrelease/44642.wss 

IBM 与 DESY 合作为科研建立大数据框架 

IBM 宣布将与德国领先的国家研究中心 DESY 建立合作，提高管理和储存大量 X-ray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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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水平。这个基于 IBM 软件技术的大数据分析框架最快可以处理每秒 20 GB的数据信息，以

帮助科学家更快洞察如半导体、酶、细胞等样品的内部原子结构。 

摘自：DESY and IBM Develop Big Data Architecture for Science 

来源：

http://cn.reuters.com/article/pressRelease/idUSnPn7g3hLW+83+PRN20140821?symbol=

IBM 

OECD 报告探讨政府政策对云计算发展的影响 

世界经济合作组织（OECD）于 2014年 8月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分析了政府政策对云

计算发展的影响。该报告认为，鉴于云计算对经济的积极影响及其内在挑战，政策制定者必

须在以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 刺激云计算的应用。 

（2） 政府应该鼓励和支持开放标准，协调不同的标准机构或在公共采购中强制

实施开放标准。 

（3） 与相关利益者协商，确定评估云计算的相关标准和框架。 

（4） 云计算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5） 加快宽带基础设施的部署。 

（6） 避免有害的竞争壁垒和跨司法管辖区的高效流动。 

（7） 云计算对税收的影响。 

（8） 合同问题。 

（9） 安全和风险管理。 

（10） 隐私。 

来源：世界经济合作组织  

下一代 IT 革命：微服务器和雾计算 

通用操作系统将取代传统专有以及嵌入式操作系统。专有和静态单用途 app将被市场取

代，多重 app将运行在一台设备上。安全更新将定期推送。远程设备和 app实现轻松自动管

理。下一次革命将涉及管理数百万的 micro-servers 以及之上的 app。这些 micro-servers

将像一个手机 app、Docker 容器以及云服务器的混合体。管理它们就像管理一个“本地云”

有时也称为雾计算。 

  Micro-servers 和 IoT？  

  micro-servers是物联网的某种形式吗？是的，它可以，但并不总是这样。如果你有一

个 smarthub控制你的家或办公室，那么它就是纯粹的物联网。但是如果你有一个路由器、

防火墙、光纤调制解调器等，那么 micro-server和以前的专有设备没有本质区别。 

  为什么我们关心 micro-ser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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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一个移动应用程序开发人员，那么 micro-servers革命将是你的下一个战场。

本地云需要“愤怒的小鸟”式的成功。 

  如果你是一个大数据专家，你可以想象这些设备将要产生多少数据。 

  如果你是一个机器学习专家，那么你可能需要思考如何将曾经在成千上万台云服务器和

PB级数据上的算法和模型轻松的在 constraint devices 上执行。 

  如果你是一个 Devop，然后你的下一个挑战将是管理和操作数以百万计的 constraint 

servers。 

云如果你是一个创新者，那么你可能需要了解 micro-servers的 SaaS和 PaaS管理解决

方案。 

来源：中科院信息化工作网 

DARPA 推出了“简化科学发现的复杂性”（SIMPLEX）项目 

各种科学数据的迅速增长可以极大地推动复杂科学与工程的发展，但要将科学数据转

化为知识，需要能将各种数据、原理、结果和模型统一起来并形成单一计算表述的工具。为

此，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于 2014 年 9 月推出了“简化科学发现的复杂性”

（SIMPLEX）项目，旨在开发基于计算机的数学模型与工具，用于分析科学数据，最终通过

将数据与科学领域相连加速科学发现，促进重大假说的产生。  

SIMPLEX 项目为期 39 个月，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包括知识表述以及数据化与发现工具

两大技术领域。  

摘自：Simplifying Complexity in Scientific Discovery  

来源：http://www.darpa.mil/NewsEvents/Releases/2014/09/11.aspx 

麻省理工学院开发出大数据可视化控制工具 DBWipes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发布了一款被称“DBWipes”

的大数据可视化工具，可在图形显示中突出异常数据和可能的模式，继而自动识别相应的数

据来源。在创建内容丰富、形式美观的图形时，大部分可视化软件丢弃了大量的有用数据。

而研究人员通过设计了一种面向大数据集的新颖“源追踪”系统解决了这一问题。该系统可

为汇总的数据源提供简洁的展示，使用户将源数据与可视化显示中的像素点对应起来。它并

非只提供用户用来计算异常值的大量数据项，而是先识别出影响最大的异常值，继而以人们

可读的形式总结出这些数据项。 

 此外，研究人员开发的“Scorpion"算法可追踪 DBWipes可视化特定方面的记录，然后

有效地重新运算出可视化结果，以排除或突出记录所含的数据。 

摘自： Data-visualization tool identifies sources of aberrant results and 

recomputes visualizations without them 

来源：http://newsoffice.mit.edu/2014/visual-control-big-data-0815 

 

http://newsoffice.mit.edu/2014/visual-control-big-data-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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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NSF 资助开发云计算工具 

2014年 8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资助莱斯大学 120万美元开发云计算工具，

旨在优化面向分布式计算系统的统计机器学习技术，帮助学术界和产业界在不依赖超级计算

机的情况下更好地利用海量数据集。 

    研究人员的工作重点是拓展莱斯大学的随机分析平台 SimSQL，并开放源代码。一旦程

序员制定了所需实现的结果，系统将自动进行编程。同一代码可在一台计算机或由 1000台

计算机组成的集群上高效运行。 

    该项目首席研究员表示，NSF希望获得一种可发布的原型软件，因为这是创建大规模处

理系统的方式和终极目标。 

摘自：Rice University computer scientists receive NSF grant to develop cloud-computing tools 

来源：http://news.rice.edu/2014/08/22/theres-headroom-in-the-cloud-2/ 

美佐治亚州立大学拟开发面向大规模天文数据的软件 

 2014年 9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佐治亚州立大学 150万美元开发软件工

具，以帮助科学家处理大规模太阳天文数据，进行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深入分析。 

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资助下，国际太阳动力学天文特征调查联盟设计了一款

能对海量太阳成像数据进行分类、识别有价值的特征和现象的软件工具。佐治亚州立大学研

究人员将对此软件性能进行改进，以帮助科学家就不同类型太阳活动之间的关系执行大规模

的数据驱动发现和分析，缩短项目研究时间。 

此项目将为太阳活动提供便捷、可扩展、高端的跟踪和分析工具包，创建和发布容易下

载和理解的大规模太阳数据产品。同时，它也将加强实现国家空间天气计划目标所需的基础

科学研究，助其开发诊断工具，在近地空间环境中预测影响通信卫星、导航系统、电网、太

空和空中旅行的条件。 

这款软件将推动以随时间变化的空间物体的形式分析数据的科学领域的发展，如陆地天

气、气候相关研究和迁移动态分析。 

来源：http://www.eurekalert.org/pub releases/2014-09/gsu-ra082914.php 

其他 

2022 年将改变计算科学与产业的 23 个热点 

2014年 9月，国际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发布了一份由该协会顶级科学家撰

写的一份预测报告《IEEE计算机科学 2022》（IEEE CS 2022），分析了将在 2022年改变计

算机科学与产业的 23 项热点技术与问题，如下表：  

关键决定因素  热点技术与问题  

http://news.rice.edu/2014/08/22/theres-headroom-in-the-cloud-2/
http://www.eurekalert.org/pub%20releases/2014-09/gsu-ra082914.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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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生命科学，计算生物学与生物信息学，医疗机器人  

技术  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机器学习与智能系统，大数据与数据分析，自

然用户界面，3D打印，高性能计算，云计算，物联网，网络与互联技术，

软件定义网络，3D集成芯片，多核技术，光子技术，通用内存，量子计

算，微型器件与纳米技术  

人力资源  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  

政策  开放式知识产权运动，可持续性，复杂的安全问题  

 该报告预测了将极大改变当前相关技术与产业发展状态的热点技术与问题，能帮助科研人

员认识这些技术的发展方向、应用前景和将产生的影响。  

来源：国际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    

美 AFRL 拟开展信号情报自动化分析技术研究 

2014年 8月，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AFRL）宣布拟开展“信号情报收集、处理和开发”

（SIGINT）项目研究，旨在开发实时处理技术，以改进对战术信息的提取、识别、分析和报

告环节，利用经处理的信息支持情报、监视和侦察（ISR）任务，通过指挥、控制、计算和

智能应用保护联军部队，为作战人员提供战场意识。  

此项目将信号情报的研究与开发分为信息提取、信号处理和自动化增强三个技术方向。

项目的总资助额度约为 2490万美元。  

来源：中科院信息化工作网  

东芝推 2,000 万像素 CMOS 图像传感器 

东芝宣布面向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推出“T4KA7”。“T4KA7”是一款 1/2.4英寸、2,000

万像 CMOS图像传感器，使 6mm z-height摄像头模块成为可能。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市场对

摄像头小型化和高分辨率要求愈来愈高。由于东芝采用了 1.12 微米尺寸像素，可使芯片尺

寸变得更小，从而使全新传感器生成最高达 2,000万像素的图像成为现实，使智能手机和平

板电脑可配置 6mm Z-height摄像头模块。 

摘自：Toshiba Launches 20 Megapixel CMOS Image Sensor Enabling 6mm Z-height Camera 

Modules for Smartphones and Tablets 

来源：

http://cn.reuters.com/article/pressRelease/idUSnBw275284a+100+BSW20140827?symbo

l=6502.T 

美 IEEE 发布新的传感器性能标准 

9 月 9日，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IEEE）的标准协会委员会批准了新的标准，IEEE 

2700TM-2014传感器性能参数定义标准。该标准的目的是为传感器性能监测提供一个通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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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IEEE 2700TM 标准旨在针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传感器根据供应商的意图去整合两个或

多个传感器，从而达到支持创新的目的，所有的传感器类型均由原始设备制造商、独立软件

开发商和其他非集成平台供应商提供。 IEEE 2700TM 标准可以使用一个通用的方法去定义

传感器的性能，并且能简化非集成问题并减轻供应商的负担。由于传感器内部通常包含加速

度计、磁力计、陀螺测试仪/陀螺仪、指标/压力传感器、湿度计/湿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

环境光传感器和距离传感器，因此传感器框架和技术的融合需要传感器供应商和独立软件开

发商的参与。 IEEE 主席 Ken Foust 指出，该标准的最终目标是帮助芯片制造商和原始设

备制造商获得更好的性能和提高设备的可扩展性。由于需要适应来自不同供应商的各种不同

类型的传感器，因此该行业一直努力能跨越所有的平台去推广该技术。 IEEE 成员 Herbert 

Bennett指出，对于一些未来技术，如物联网、新一代的云计算、远程医疗、增强现实技术、

汽车与汽车、汽车与人之间的通讯，IEEE 2700TM标准将对这些未来技术产生积极影响。 

摘自： IEEE 2700 ™ -2014 SPECIFIES SENSOR PERFORMANCE IN CONSUMER ELECTRONICS 

TECHNOLOGIES TO STIMULATE INNOVATION FOR ENABLING THE CONNECTED PERSON 

来源：

http://finance.yahoo.com/news/ieee-2700-2014-specifies-sensor-130100184.html 

MEF 发布第三类网络愿景 

通信产业联盟城域以太网论坛（MEF）日前在全球同步发布了其新的愿景蓝图，即推动

第三类网络的形成。 

MEF总裁陈子湳表示，第三类网络将基于新兴的网络即服务（NaaS）原则，既具有互联

网的敏捷性和普遍性，同时也具有运营商级以太网（CE 2.0）的可靠性和安全性。MEF认为，

目前在网络服务方面，无论是连接世界各地办公室的商业服务，还是连接家庭、酒店的移动

式服务，在可靠性、安全性和敏捷性方面都有各自的缺陷。 

因此，推出第三类网络服务，即提供企业级的连通，让用户享受无处不在的随需服务，

已是业界的大势所趋。MEF 的调查显示，60%的网络服务提供商都计划于未来一年之内为客

户提供高质量的随需服务。 

据陈子湳透露，第三类网络相关标准将于明年一季度陆续推出。 

来源：科学网 

IEC 将制定 X 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的图像质量国际标准 

9 月 9 日，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批准了一项新的全球相关标准的发展计划，这将指

导安全检查系统中 X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CT）的使用。IEC技术委员会（TC）45、核仪器

仪表小组委员会（SC）45B、辐射防护仪器项目组（PT）62945、计算机断层扫描（CT）安全

检查系等小组委员将会监督这项工作。 自 2004年以来，联邦法律要求美国机场扫描所有行

李以排除爆炸物和其他潜在的危险，通常使用 X 射线 CT 扫描仪进行检查。美国各地的 450

个机场大约用到 2000个这种扫描仪，以检查由航空乘客带到机场的行李，每月可以检查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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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件行李。这些扫描系统使用 X射线 CT扫描仪（类似于医学成像中使用的仪器），以识别

乘客行李中的潜在风险，标记可疑行李，以便保安人员进行个别检查。 IEC新的 PT将集中

制定新的 IEC标准，该标准包括 X射线 CT安全检查系统的图像质量评估。来自美国、中国、

英国、韩国、乌克兰、俄罗斯和德国的专家将参加这一新标准的制定，该标准具有提升安全

性，降低成本的优点，并加快世界各地机场的安检速度。 IEEE/ ANSI N42.45-2011--评估

X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CT）安全检查系统图像质量的标准制修订方面的工作将进一步加强，

该标准将为用户提供了相关的测试程序，以及提供各种图像质量指标的图像分析算法。 

摘自：IEC to Develop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Image Quality of X-Ray Computed 

Tomography for Security Screening 

来源：

http://www.ansi.org/news_publications/news_story.aspx?menuid=7&articleid=4060 

Ineda Systems 设计开发让可穿戴设备续航更久的芯片 

如今，科技公司正在设计一种针对可穿戴设备的新型低能耗芯片，它不仅能延长设备电

池的续航时间，还能支持设备不间断地接受语音指令。  

  这个新型芯片由初创公司 Ineda Systems设计开发，与设备里的主芯片协同工作，将负

责接收语音指令，以及运行简单的应用程序。这样一来，主处理器就可以长时间无需工作，

电池里的电量就省下来了。  

Ineda目前正在测试两个芯片设计样本，该公司表示，打算在明年某个时候大规模生产。这

家公司成立于 2010年，投资方包括高通和三星。高通公司目前主宰着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的芯片市场。  

  Ineda的芯片一般有两个或三个处理器内核。其中一个内核计算能力微乎其微，耗电量

也几乎为零，这个内核会一直运行。另外的一个或两个内核耗电量更大，只有在处理较重大

任务时才会启动。如果这些内核无法完成任务，芯片才会唤醒设备里极其耗电的主处理器。  

  Ineda公司设计的最为复杂的芯片叫做 Advanced，它针对的是高端智能手表，定于明年

投产。芯片的三个内核中，耗电最低的内核可以支持体感控制、蓝牙连接，识别秘钥语音指

令等任务。芯片的两个内核共同为更复杂的任务提供动力，比如音乐播放、识别多语音指令、

运行简单的应用程序，如测量心率的工具。一旦第三个内核也开始工作，芯片就能够处理需

接入互联网的更复杂任务了，比如全语音识别。  

  只有两个内核、性能较弱的芯片叫做 Micro，这款芯片也在测试之中，即将投入生产。

达萨里说，它针对的是功能较少的手表和可穿戴设备，也可以加在智能手机的配置中，使手

机更省电。  

  Ineda芯片最初可能应用于智能手机，因为一些制造商已经尝试增加辅助性芯片，提升

续航时间和手机性能。例如，最新的 iPhone就包括一个处理体感数据的芯片摩托罗拉的 Moto 

X手机也配有一个类似的芯片，以及另外一个可以不断接受“好的，谷歌”的语音指令的芯

片。Ineda的芯片可以完成多种多样的任务，达萨里说。“Moto X拥有两个不同的芯片，但

我们用一个芯片就达到了同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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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副教授图利卡·米特拉(Tulika Mitra)说，Ineda的方法将有助于节

约电量。她说，ARM公司在相似的方向上采取了行动，推出了“big.LITTLE”芯片系列，该

芯片拥有一大一小两个处理器内核。大多数移动设备的处理器都曾基于 ARM的设计。不过，

Ineda想得更远。“你不是只有大小两种内核，而是拥有各种各样的选择。”  

  米特拉说，Ineda芯片面临的一个挑战是，移动设备制造商目前使用的操作系统可能需

要一些改进，才能支持新的多内核配置。  

  达萨里承认，对 Ineda来说，软件集成是一项挑战，但他表示，公司正在努力开发能够

解决这个问题的工具。  

来源：MIT科技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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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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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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