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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脑工程 

深圳先进院与 MIT 共建脑认知与脑疾病研究所揭牌 

11 月 16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与麻省理工学院麦戈文脑科学

研究所（MIT- McGovern Brain Institute）合作共建的脑认知科学和脑疾病研

究所（下称脑所）正式揭牌。国际数据集团（International Digital Group，

IDG）高级副总裁兼亚洲区总裁熊晓鸽先生，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人文与科学

学院院士、MIT- McGovern 脑研究所所长 Robert Desimone 教授，转基因脑疾病

动物模型及机理研究领域国际顶级专家、MIT 教授、光遗传学研究开拓者之一冯

国平教授和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樊建平等人出席并为揭牌仪式

见证。 

人类大脑是自然界最复杂的系统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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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先进院的第六个研究所，脑所的成立不仅联合了

目前先进院已有的生物医学与人工智能力量，更是对“率先建立国际一流的科研

机构”的积极响应。脑所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主要包括脑认知与脑疾病的机理研

究，脑科学研究新技术、脑疾病临床新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应用。脑所将不断提

升自主研发能力，以促进“脑技术”实现产业化为目标，将应用基础研究的研发

能力在深圳生根；促进自主创新与国家生物产业需求有机结合，与国内脑科学研

究兄弟单位共同服务国家科学和脑疾病研究；成为国际一流研究机构和生物医药

企业共享开放的、有国际影响力的平台，为国内外学术圈搭建一条桥梁、增添一

份力量；加强技术服务、成果转化、技术转移力度，实现科学前沿对地方战略新

兴产业的实质贡献。 

麻省理工学院麦戈文脑科学研究所是世界上脑科学和类人智技术研究方面

的一流研究机构。由闻名世界的致力于解决现代科学两大挑战的 16 位脑科学家

组成（其中一位诺奖得主，五位美国科学院院士）；主要进行大脑工作机理和基

因操作新技术的研发。 

深圳先进院脑科学方向经过过去几年的发展，已经建立起一支有影响力的团

队，主要致力于脑功能调控新技术、脑疾病防治新理论和新技术研发。在过去 4

年中共承担包括国家基金委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科技部 973项目、支撑计划、

中科院战略性先导项目等多项国家与地方项目，为跨越式发展做好了技术上的沉

淀和人才上的储备。 

来源：中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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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大附属精神卫生中心与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启动全

面战略合作 

11月 25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徐一峰教授，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中科院脑科学创新卓越中心）蒲慕明院士代表

双方签定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蒲慕明院士指出，脑的结构和功能是对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最终挑战，

神经科学将是 21 世纪最活跃的前沿基础学科。过去的几十年神经科学研究在发

达国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而目前中国的研究进展还赶不上国际步伐。 

徐一峰教授表示，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与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精神卫

生中心分别是国内神经科学领域和精神心理疾病研究领域的领先者。随着研究的

深入，需要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研究紧密结合，以促进资源最大化的利用。随着

中国准备启动的“脑科学计划”，将脑疾病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作为非常重要的

一个突破方向，对神经科学基础研究科学家与精神病学临床科学家的合作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上海作为全国的科技高地，进一步创新院、所间的合作机制，提升

合作效率，深化合作紧密度是中科院神经所与交大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共同

的愿望和责任。 

据介绍，双方将在原有合作方式的基础上，朝着“团队+团队”合作这一个

创新模式发展。近期双方将以解决具体科学问题为导向，投入“主要力量”并以

团队合作的方式，围绕重性精神分裂症、孤独症、阿尔茨海默病、情感障碍、强

迫症、物质滥用等精神疾病的早期乃至超早期诊断和早期干预治疗，开展基础-

临床协同创新的转化研究，以解决包括疾病标记物精神疾病的早期诊断指标、如

针对特定神经环路的新型干预、技术研发和临床验证等，为即将开始实施的“国

家脑计划”做充分的前期准备。 

签约仪式后，双方就近期在精神疾病的临床和基础的结合可能性和可行性进

行了交流。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 

“脑功能联结图谱”先导专项召开中期评审及动态评估会 

11 月 26 日至 28 日，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B 类）“脑功能联结

图谱” 中期检查专家评审会及动态评估会议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召

开。  

11月 26日的中期检查专家评审会专家组由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王志珍院

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强伯勤院士、香港科技大学张明杰院士、浙江大学医学院段

树民院士、北京天坛医院赵继宗院士、美国哈佛医学院马秋富教授、中科院生物

物理所张先恩研究员、首都医科大学王晓民教授、华中科技大学骆清铭教授、清



4 

 

华大学钟毅教授组成，王志珍担任评审专家组组长。中科院副院长张亚平出席会

议，会议由中科院发展规划局局长潘教峰主持。中科院发展规划局、条件保障与

财务局、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和科技部基础司等部门主管领导、专项全体骨干人员、

上海生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  

张亚平指出，本次中期检查是推进专项工作的有力手段，应根据项目完成情

况和下一阶段需求，及时对研究团队和资源配置进行动态调整。中科院发展规划

局副局长张凤介绍了此次中期检查的目的和整体安排，以及会议评审的有关要

求，并向与会专家通报了此前进行函评的专家评分概况。专项首席科学家郭爱克

院士简要介绍了专项立项和启动实施等相关背景情况，详细汇报了专项项目分解

情况和阶段性科研进展，并希望专家组对专项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感知觉联结图谱、学习记忆与老年痴呆联结图谱、情绪与抑郁症联结图谱、

抉择与成瘾联结图谱、脑功能联结图谱关键技术五个项目的负责人分别从科研目

标及完成情况、组织管理及队伍建设、资源配置及使用情况、下一阶段工作计划、

存在问题与建议等方面介绍了项目进展情况。专家组随后就汇报内容进行了质询

和讨论。  

专家组充分肯定了“脑功能联结图谱”先导专项取得的进展，同时对专项及

各项目目标完成情况、组织管理保障、资源配置、人才团队建设以及下一步工作

计划等提出了重要意见和建议。  

“脑功能联结图谱”先导专项中期检查意见和建议将对专项后期的科研和管

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专项将根据评估建议和要求，认真抓好落实各项工作，确

保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现既定科学目标，获取重大科学产出。  

11 月 27 日至 28 日，专项召开了动态评估会议，23 位子课题负责人汇报了

专项启动实施以来的工作进展情况。专家组根据其原定计划完成情况、代表性进

展情况、研究进展对专项的贡献、专项内合作对领域的推动作用、下一步研究计

划与专项的相关性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评分。在专项总体组的推荐下，来自中科院

院属单位的 10 位研究组长，参加了专项骨干遴选答辩，专家组根据候选人研究

领域同专项研究任务的关联性、已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创新潜力等方面给出综

合评分和评价。动态评估的评分结果将作为专项总体组在研究方向、人才队伍、

资源配置等方面调整的重要依据。 

来源:中科院 

美国科学家用冷却探针绘制大脑图谱 

科学家已经发现，通过外科手术在大脑中放置一个小型的电子冷却设备，能

放缓和改变患者的讲话模式。 

当探针在大脑与语言和讲话相关的区域(例如运动前区皮质)中被激活时，患

者的语言会变得混乱和扭曲。该研究小组近日在神经科学协会年会上报告了相关

结论。当科学家将探针转移到岛盖部等其他语言区域时，这些扭曲就会减少，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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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模式变慢。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种有序的图谱。”该研究小组负责人、美国纽约大学

医学院神经学家 Michael Long 说。这些结果表明，大脑的一个区域负责组织语

言的节奏和流量，同时另一个区域控制词语的实际发音。 

该研究小组甚至能够标注当冷却探针被使用时，哪些词语听上去最可能被拉

长。“人们通常会优先延长元音。”Long 说，“你不会发出 Tttuesssday，而是说

Tuuuesdaaay。” 

该技术与电子探针刺激类似，研究人员常使用后者鉴别不同大脑区域的功

能，但是刺激带来的震荡通常会引发敏感患者出现癫痫发作。Long 认为，冷却

探针是完全安全的，并且在未来将能帮助神经外科医生判断在手术中需要切开哪

里以及哪里不能切开。 

 

来源：中国科学报 

基于新型电压感受器 Archer 的线虫神经活动在体成像  

电压感受器是最直接的神经活动感受器。最理想状况下，电压感受器应具有

较高灵敏度、快速的动态变化以及较高的荧光基线，这样才能监测到快速变化的

动作电位和无法触发动作电位的突触活动阈值下事件。过去的一年里发表了很多

关于新的、改进的电压感受器的文章，这些电压感受器包括 ASAP1、MacQ、QuasAr1

以及 QuasAr2。 加州理工学院 Viviana Gradinaru 研究团队新发明了遗传编码

的电压感受器 Archer1 和 Archer2，使得秀丽隐杆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中生物电活动的活体成像成为可能。 Archer1和 Archer2 都拥有理想

电压感受器的特性。这两个感受器都是从古视紫红质-3（Arch）中得到的，并且

带有两个或三个突变，这些突变最初是在一个相近紫红质突变筛选中发现的。在

Archer1和 Archer2 中，这些突变导致荧光基线提高了 3-5倍，这使得这类感受

器能够在比野生型 Arch 所需光照强度更低的水平就能成像。这两个感受器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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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电压改变做出响应时，能产生较大的荧光改变信号（每 100mV 电压的改变，

Archer1和 Archer2 的ΔF/F分别改变 85%和 60%），这种变化属于 QuasAr 类感受

器做出响应的变化范围内，而比 ASAP1、MacQ 观察到的变化大。真实动作电位产

生的荧光改变约是人工模拟电压下的一半。另外，Archer1能够跟踪到快速变化

的电压变化（最高可到至少 150Hz）。Archer 感受器的跟踪高频率动作电位的能

力位于 ASAP1 和 MacQ 之间，而 QuasArs 最适合于监测较低动作电位频率的神经

元。 最后，在红光照射下，改进后的 Archer 感受器比原有的 Archer 感受器产

生的光电流要低 50-100 倍。这个特性十分有用，被监测的神经元的活动不会被

记录过程所影响。另一方面，在绿光照射下，Archer1可以作为一个光感基因抑

制剂。在这种情况下，Archer1 会成为一个离子泵，产生抑制性电流。因此，

Archer1 能够扮演双重角色：感受器以及光基因抑制剂。 以上所有电压感受器

类型目前在大脑切片中都有很好的性能，但是在体神经活动成像仍然十分困难。

Gradinaru等证明了 Archer1能够在线虫体内用于电压监测。他们在一个嗅觉神

经元内表达了 Archer1，并记录了这个神经元在适当嗅觉刺激下的活动状况。气

味刺激停止后，研究人员观察到一个持续约 10 秒的缓慢的荧光增加。这种响应

情况和以前报道过的、这类神经元中钙离子活动的情况一致，证明了 Archer1

是一个有用的体内感受器。 Archer感受器在哺乳动物脑内是否也有好的性能，

将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来源： 

http://www.nature.com/ncomms/2014/140915/ncomms5894/full/ncomms58

94.html  

摘自：

 Archa

erhodopsin variants with enhanced voltage-sensitive fluorescence in 

mammalian and Caenorhabditis elegans neurons 

人工智能 

霍金质疑人工智能 警告称其可能让人类灭绝 

12 月 3日电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英国著名科学家斯蒂芬·霍金说，

人类创造智能机器的努力威胁自身生存。霍金表示，“彻底开发人工智能可能导

致人类灭亡。” 

霍金的此番警告是回应对他使用的通讯科技的改良，其中就包括了基本的人

工智能。 

霍金是英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患有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使用

英特尔(Intel)公司开发的一种新的系统说话。 

另一家英国公司 Swiftkey 的机器认知方面的专家也参加了这一系统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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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这家公司的技术已经被用在智能手机的按键应用软件中，揣摩霍金教授的思

想并推测他可能希望使用的词语。 

霍金教授说，人工智能目前的初步阶段已经证明非常有用，但他担心创造出

媲美人类甚至超过人类的东西将要面对的后果。“它可能自行启动，以不断加快

的速度重新设计自己。而人类局限于缓慢的生物进化过程，根本无法竞争，最终

将被超越。” 

不过，其它科学家并非都对人工智能持如此悲观的看法。智能机器人的发明

者罗洛·卡彭特表示：“我相信我们还将继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掌控科技和它的

潜力，并解决世界上的许多问题。” 

卡彭特说，“我们还不知道机器智能超越人类后将出现什么情况。所以我们

不知道我们最终将得益于此，还是因此而被忽略、被边缘化，或者被消灭。”他

预示，人工智能将起到正面的作用。 

霍金教授并非少数担心未来的科学家。智能机器的开发已经让很多人担心它

们将取代人类，短期效应是使数以百万计的工作职位不复存在。而长期来看，人

工智能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 

霍金教授另外还对互联网的好处和危险发表了看法。他引述英国政府通讯总

部(GCHQ)负责人的警告说，网络有可能成为恐怖主义分子的指挥中心。“互联网

公司应该下更大力气应对这些威胁，但是困难之处是如何不损害自由和隐私”。 

虽然人工智能在过去数年发展很快，但霍金使用的科技智能仪器中，声音部

分并没有任何的更新换代。 

霍金承认，他的声音的确听起来很机器，不过坚持他不想要更加自然的声音。

“这已经是我的标志，我不想变成更自然的英国腔调的声音”，“我听说很多需要

智能声音的孩子，都要像我这样的声音。” 

来源：科学网 

人脸识别技术新突破：复杂场景识别率远超人眼 

10 月 25日，记者从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获悉，该院智能多媒体

技术研究中心在真实复杂场景下的人脸识别技术获得重大突破，识别率远超人眼

识别率。 

据悉，银行、社保、边防海关、考场等真实场景下，现场人脸采集照片受光

照、角度、遮挡等影响大。同时，身份证芯片里存储的身份证照片人脸区域像素

小，照片模糊，加之一般为多年以前的照片，和现场采集照片相差大。因此，要

在真实场景下实现人脸识别身份认证相当困难。 

对此，重庆研究院科研人员采用双层异构深度神经网络，将跨场景、非同源

人脸图像映射到同一图像空间，有效解决了真实场景光照、角度、遮挡、年龄跨

度对人脸识别的影响。同时将专家知识和大数据挖掘有效结合，使算法模型具有

自适应更新学习能力，从而更适应于现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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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基于该算法开发的人脸识别人证合一验证系统已成功应用于银行、社

保、边防海关、机场、火车站、考场等真实场景。 

最近，研究人员收集、整理了 2000 人的身份证照和真实环境现场采集照，

并在真实环境数据库上进行了算法与人眼的测试比对，最终统计出各自识别率。

通过组织 200人的人眼测试，在受光照、角度、遮挡、模糊、年龄跨度等因素综

合影响下，人眼的平均识别率仅为 72.7%，而算法识别率达到 93.2%。 

来源：《中国科学报》 

第四届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成就奖评审结果名单 

第四届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成就奖奖评审结果名单 

序

号 

拟授奖等

级 
主要完成人 主要完成单位 成就名称 

1 成就奖 蔡自兴 中南大学 
创建智能科学理论，创新智能科学教

育，推动智能科学发展 

第四届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创新奖评审结果名单 

序

号 

拟 授

奖 等

级 

主 要

完 成

人 

主要完成单位 项目名称 

1 

创 新

一 等

奖 

张 立

强 
北京师范大学 

复杂空间数据智能处理与建模

的理论与方法 

2 

创 新

二 等

奖 

王 国

胤 
重庆邮电大学 知识发现的粗糙集理论和方法 

3 

创 新

二 等

奖 

刘  

 静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智能感知与图像

理解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网络化进化优化与学习基础理

论及其应用 

4 

创 新

三 等

奖 

王  

 磊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人体传感器网络在可穿戴智能

设备中的应用 

5 

创 新

三 等

奖 

张 小

红 
上海海事大学 

关于 Rough 集及模糊逻辑的若

干研究 

6 

创 新

三 等

奖 

叶 球

孙 
福建武夷学院 VCN智模变进制计算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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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创 新

三 等

奖 

罗 庆

生 
北京理工大学 

仿生特种机器人理论创新、技

术实现与示范应用 

第四届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结果名单 

序

号 

拟授

奖等

级 

主要完成人 主要完成单位 项目名称 

1 

进步

一等

奖 

王贵锦，张树君，施陈博，

孟龙，李涵，张淳，陈国栋， 

周博文，饶青，陶凯 

清华大学，山东明

佳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科技大学 

瓶装饮料自动化生产

线全程智能检测系统

研究与应用 

2 

进步

一等

奖 

王剑，葛宁，霍金海，阮

方，孙明海，杨兵，郝燕波， 

金德鹏，谷源涛 

清华大学，北京华环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 

随需任务支持的智能

化综合网络管理系统 

3 

进步

二等

奖 

程俊，方琎，吴新宇，金

劲松，毕亚雷，庞建新，姜军， 

陶大鹏，张丰，高向阳，

郭海光，王鹏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

技术研究院，深圳市腾

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

司，深圳市中科睿成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互联网机器人 

4 

进步

二等

奖 

苏中，刘宁，李擎，范军芳，

迟家升，付国栋，刘洪，张月

霞，高可，马晓飞，赵旭，张

双彪，李海涛，李振华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

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德维创

盈科技有限公司 

高频响低噪声大过载

新型振动陀螺技术及

应用 

5 

进步

二等

奖 

李金屏，鲁守银，黄艺美，

夏英杰，王振利，刘明军， 

厉广伟，韩延彬，李建祥，

尹建芹，李志明，李恒建 

济南大学，山东鲁能智

能技术有限公司 

基于巡检机器人的特

殊地域设备故障和实

时报警的智能视频监

测系统 

6 

进步

二等

奖 

俞凯，周伟达，王欢良，杨嵩，

钱彦旻 

上海交通大学，苏州思

必驰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面向口语教育的智能

语音技术及云服务平

台 

7 

进步

二等

奖 

骆敏舟，李涛，梅涛，孙恒辉，

赵江海，徐林森，张丽华，赵

贤相，张识超，李岩峰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

科学研究院 

多用途欠驱动仿人机

器人手爪研制 

8 

进步

三等

奖 

任福继，李秋丰，王健强，

全昌勤，王丽峰，孙晓，黄祖

丹，陈甦欣，唐益明，白俊杰，

胡敏，汤伟，郑友胜，谷雨， 

贠周会，王伟，陈飞，王

晓华，陈田，刘军，丁育华，

合肥工业大学，江西洪

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安徽巨一自

动化装备有限公司 

基于先进智能的高级

交互式代步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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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玺 

9 

进步

三等

奖 

王江，林德福，王伟，王辉，

刘泰然，杨哲，郑多，范世鹏 
北京理工大学 

飞行器探测平台隔离

度智能测试技术及应

用 

10 

进步

三等

奖 

袁培江，王启申，马福存，任

恒飞，汪承坤，陈冬冬，李永，

赖婷，韩炜，刘元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制孔机器人关键

技术研究 

11 

进步

三等

奖 

詹曙，谭剑波，何宏平，叶长

明，王槐鸿，梁植程，陈品庆 

合肥工业大学，中电集

团第 38研究所 

三维实时人脸成像和

识别系统 

12 

进步

三等

奖 

生龙，公建宁，耿牛牛，梁志

珊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机科发展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自动导引车(AGV)智能

输送系统在工程机械

生产线上的应用 

 

13 

进步

三等

奖 

郭星明，程磊楠，高波涌，

程磊明，马荣飞，郁姝兰， 

陈华鹏，胡益民，郑君，

张志芳，陆慧娟，张三元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

院，中国计量学院，杭

州油漆有限公司，湖州

杭华油墨科技有限公

司 

基于本体语义的油漆

制造智能微循环数据

流技术及其应用 

来源: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机器人 

东芝发布可用手语交流的人形交互机器人  

东芝在展会上发布了一款全新人形交互机器人，而其最大特色就是可以通过

手语与人交流。该机器人关节中内置的 43 个电动机使名为 Aiko Chihira 的女性

角色机器人的肢体运动相当自然流畅，不过，机器人动作模拟技术目前还存在诸

多限制，东芝计划在 2020年以前推出更为全面智能的手语交互机器人。 

来源：http://www.toshiba.co.jp/about/press/2014_10/pr_j0601.htm  

微型机器人: 微型扇贝出壳 

本期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报告了一种微型游泳机器人，叫做“微型扇

贝”，能通过以不同速度打开和关闭其贝壳来穿过粘性流体游动。该装置是通过

往复运动（扇贝壳的反复打开和关闭）进行游动的首次实验演示，并且还有可能

简化可以穿行于生物医学流体和组织的微型游泳机器人的生产。 

微型游泳机器人具有用于执行药物输送等各种不同生物医学任务以及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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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探针的潜力。然而，大多数生物流体都是非牛顿流体，意思是它们的粘度会

随应力不同而变化。设计能穿行于这些流体来游动的装置是一个挑战。由细菌鞭

毛的转动得到启发的装置曾被普遍用来在生物流体中推进微型游泳机器人，但它

们的马达是复杂的。 

Peer Fischer 及同事设计和制造了一种简单的微型游泳机器人，它由被一

个叫做“微型扇贝”的铰链连接起来的两个硅胶聚合物壳组成。一个外加磁场被

用来通过与附着在每个贝壳上的稀土微磁体发生相互作用来驱动贝壳的运动。在

快速打开之后再慢速关闭（反之亦然），会使两个贝壳之间的流体粘度发生突然

变化，导致由“微型扇贝”产生的净推力。作者提出，这个机制也许能为设计用

于生物流体的微型游泳机器人提供一个通用方案。 

来源: Nature Communications 

摘自: Microrobotics: Micro-scallop comes out of its shell 

大数据 

中科院深圳先进院成立健康大数据中心 

11 月 29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健康大数据研究中心正式揭牌

成立。该中心将依托世界先进水平的个性化医疗大数据平台，以深圳优秀的产业

环境，研究数字化生命的关键技术等。 

该中心将以医疗健康，尤其是个性化医疗健康的应用为中心，建设健康大数

据平台，从医疗健康数据的存储、分析、建模、使用等角度，研究数字化生命健

康的关键技术。深圳先进院院长樊建平、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共同为健康大数据

研究中心揭牌，该中心学术与发展指导委员会委员由国内外著名的行业专家、学

者组成。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上最活跃的医疗大国，但缺乏成功的个性化医疗研究，

对人民健康状况改进作用不大，可以从大数据平台和商业模型角度解决这个问

题。”该中心主任、英国帝国理工大学数据科学研究院院长郭毅可指出，通过数

据中心，将提高基于大数据驱动的健康医疗研究能力，满足医疗健康信息化产业

基础和产业技术创新的需求，构建面向个性化医疗的健康大数据研究中心，形成

具有国际学术影响的技术研发中心，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辐射带动作用。 

来源：深圳特区报 

推动云计算稳健发展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部署  

2014 年 9月 24 日，经过近 1年半的酝酿和论证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

公布了“癌症基因组学云试点项目”（Cancer Genomics Cloud Pilot）立项结果。

获资助的机构包括美国哈佛-麻省理工博德研究所、美国系统生物学研究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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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G 基因组学公司，三家分别获得了 700 万美元、650 万美元和 580 万美元的试

点资助。 

 “癌症基因组学云”概念的提出，不是为云而云。除了原有雄厚基础之外，

“癌症基因组学云”出发点是解决癌症生物医学研究的新挑战，促进生物数据计

算分析模型的发展。从内容上看，项目涉及一组数据存储库，具有共存的计算能

力和应用程序界面（API），能够为分析工具的研发人员提供安全的数据访问权限；

应用程序是以数据为导向，而不是将数据添加到应用程序中；实现基因组数据访

问的更加开放，并提供一个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为癌症研究团体提供计算支持。 

需要注意的是，在当前阶段，开发这种类型技术的批量版本还为时过早，所以

NCI计划资助“癌症基因组学云”服务试点。这次入选该项目的三家机构，哈佛

-麻省理工博德研究所和系统生物学研究所是这个领域的顶级科研机构，SBG 则

是唯一的一家商业公司。因持续获得 Google 投资而名声大噪的云计算生物信息

公司 DNANexus 没有入选，这让人有些诧异。 

 如果说亚马逊公司击败 IBM 获得美国中情局的合同代表着云计算开始全面

挤压传统计算设备厂商，这次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项目则预示着在生物数据分析

的基础设施方面，传统计算设备厂商或解决方案供应商的竞争将逐步地转变为以

公有云或私有云为基础的 PaaS 平台（平台即服务）解决方案之间的竞争，硬件

门槛降低，系统开发和运营门槛不断提高。 此外，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启动此

项目时发布的招标介绍，也很好地阐述了一个大型科研机构或科研项目对云计算

信息系统在各个方面的要求，包括核心数据、架构、计算服务、分析能力、权限

管理、安全性、可扩展、数据标准等等，并提出了如何从这些角度评价一个云计

算信息系统的基本考虑。 美国部署“癌症基因组学云试点项目”的过程和相关

招标材料，都值得对这个行业有兴趣或是准备启动类似项目的科研机构认真分析

解读。 

来源： 

https://cbiit.nci.nih.gov/ncip/nci-cancer-genomics-cloud-pilots  

https://cbiit.nci.nih.gov/docs/nci-cancer-genomics-cloud-pilots-c

oncept  

摘自： 

NCI Cancer Genomics Cloud Pilots；NCI Cancer Genomics Cloud Pilots 

Concept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加强大数据应用研究的主要部署  

2014 年 10月 9日，经过近两年的筹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大数

据到知识”（ Big Data to Knowledge，BD2K）大数据应用研究重点计划取得重

要进展，NIH 宣布了首批 BD2K 资助项目，旨在通过支持数据科学及相关领域的

研究、应用和培训，发展全新的途径、标准、方法、工具、软件，并培养相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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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增强生物医学大数据的使用。总体而言，BD2K 的首要目标在于发展创新型

和转化型的方法和工具，使大数据和数据科学成为生物医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组

成部分。 具体而言，实现 BD2K计划的目标将能够：1）通过技术、方法、政策，

引导对可共享生物医学数据的合理获取，促进大范围的数据共享、发表、管理、

维护及有效的再利用； 2）发展可用于大数据的各方面，包括数据处理、储存、

分析、整合、可视化等的产品，包括相关算法、方法、软件及工具的开发和获取；

3）适当保护隐私和知识产权；4）在提升研究队伍的数据使用及分析的通用能力

外，培训发展熟练掌握大数据科学的专业人员。 除了当前科技界、产业界和政

府相关部门广泛参与讨论和实施“大数据”概念、计划这个大的发展背景之外，

还需要注意三点：第一，NIH提到的“生物医学”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包括

生物学、生物医学、行为学、社会学、环境学以及与健康和疾病认知相关的临床

研究等多个方面。第二，由于生物医学研究的数据密集型性质，过去的十年中，

NIH已经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推动计算生物学与生物医学信息学等大数据科技

的发展。第三，BD2K 计划是一个综合性计划。除了提高生物医学科研效率、打

造生物医学研究“数字化生态系统”之外，还包括注重隐私和知识产权政策、专

业人员培养等，特别是新型产品的开发，这体现在 BD2K 计划具体资助项目上：

大数据运作卓越中心、BD2K 数据发现索引协调联盟（DDICC）、大数据培训及人

员能力发展、大数据课程及开放式教育资源的发展。 

来源：http://www.nih.gov/news/health/oct2014/od-09.htm  

摘自：NIH invests almost $32 million to increase utility of biomedical 

research data 

美高校与医学中心合作创建基因大数据计算卓越中心 

2014 年 10月初，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与梅奥医学中心（Mayo Clinic）

获得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为期 4年、934 万美元的资助，以创建一个新的基

因大数据计算卓越中心。  

该卓越中心将重点解决基因分析挑战，开发出革新的分析工具供生物医学人

员使用。新的工具被称为“针对基因组学的知识引擎（KnowEnG）”，它将能适应

基因学知识以及计算基础设施的不断增加。  

来源：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欧盟百亿亿次计算项目致力于提升高性能计算的能效 

百亿亿次计算的实现需要解决众多复杂挑战，能耗即是其中一大挑战。欧盟

未来新兴技术（FET）前瞻项目资助的 EXA2GREEN 项目旨在通过开发面向百亿亿

次计算的全新能源感知计算模式及编程方法，来解决能耗挑战。  

EXA2GREEN 项目组成员来自德国、瑞士与西班牙，重点关注三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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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可评测计算性能与能耗的工具；分析目前广泛使用的计算内核并开发新的节

能算法；优化计算密集型气候模型（即 COSMO-ART 天气预测模型），以显著降低

气候模拟计算的能耗。  

来源：欧盟委员会 

专家解读国务院常务会议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新措施 

2014年 11月 1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措施，

提出将通过积极支持云计算与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融合发展，培育壮

大新业态新产业。  

分析人士指出，这不仅将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更将助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和产业结构调整，给经济增长带来新亮点。  

会议提出，积极支持云计算与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融合发展，催生基于云

计算的在线研发设计、教育医疗、智能制造等新业态在疾病防治、灾害预防、社

会保障、电子政务等领域开展大数据应用示范。  

这意味着云计算和大数据在民生领域的应用将得到大力推进。就教育而言，

宁家骏说：“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一直是困扰我国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云计算

可以有效缓解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带来的矛盾：将优质的教育资源通过云的方

式放到网上，所有人都有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  

来源：中国政府网 

集成电路和芯片 

富士通开发了全球首款为数控供电单元设计的模块化开发

程序 

富士通开发了一款基于模块化的高效稳定控制程序和能以 150kHz 速度产生

控制信号的 I/O开发板，通过代码嵌入式生产技术，可免去编码的时间，将软件

开发时间减少 1/3。富士通计划应用该技术到其内部产品研发以及无线基站等高

性能通信设备领域。 

来源：http://www.fujitsu.com/global/about/resources/news/  

摘自：Fujitsu Achieves World's First Model-Based Highly Efficient and 

Highly Reliable Development Process for Digital Controlled Power Supply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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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 成立系统芯片设备软件和系统级能源管理标准工作组  

9 月 16 日，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宣布成立 IEEE P 2415™统一硬件

抽象层工作组和 IEEE P2416™能源模型元标准工作组。这两个新工作组将制定标

准，用以支持功能更强大、经济实惠的电子产品标准的实施。 IEEE P2415 旨在

为完整电子系统的硬件、软件和电源管理的能源导向描述定义语法和语义，包括

指定、建模、验证、设计、管理、检测和测量电子装置的能量特性，同时覆盖前

后的硅设计流程。 IEEE P2416 主要用来提出聚焦于参数化和抽象化的元标准，

允许系统、软件和硬件 IP 中心的能量分析和优化。该标准一旦制定并被批准，

将提供所需的概念和语义来制定参数化的、准确的、高效的、完整的系统和硬件

IP模块电源模型，用来对电源系统的分析与优化。 

来源: http://standards.ieee.org/news/2014/ieee_p2415_p2416_wgs.html 

摘自：IEEE FORMS TWO NEW WORKING GROUPS TO STANDARDIZE SOFTWARE AND 

SYSTEM-LEVEL ENERGY MANAGEMENT AND POWER MODELING FOR SYSTEM-ON-CHIP 

DEVICES 

其他 

欧盟预见 2030 年科学与技术可能带来的关键机遇  

2014 年 10月，欧盟科技咨询委员会（STAC）发布《科学——欧洲的未来》

报告，报告展望 2030 年，深入研究分析了科学、技术、创新将为欧洲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提供的重大机遇。并就未来 15 年，欧盟社会公民重点关注的优先领

域：健康与医学（重点优先领域如个性化医疗服务、功能增强型技术、大脑成像

技术、人体微生物组学技术等更有效的疾病医疗技术）、增加就业（科学与技术

通常被社会公民认为在未获得重大技术突破之前，与增加就业反其道而行之）、

ICT与未来互联网技术和终身学习（学习方法、知识更新、技能培训和批判性思

维），以及叠加制造（3D 打印）、无线移动通讯、大数据技术和科研数据共享，

提出发展战略规划建议。本文重点介绍“科学、工程与技术带来的机遇及相关建

议”。后附原文。 

(1)不断发展的 ICT能实现服务集成化，进而解决能源储存、移动(包括虚拟

旅行和会议)、通信、安全、医护等问题。先进的交互技术(如虚拟现实交互和新

颖的协作工具)能使人们更快地得出结论。增强的移动技术则能根据人们的生活

方式提供不受时空限制的个性化服务。 

 (2)网络活动和联网设备已产生出海量数据，对大数据的挖掘与建模能改善

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例如，人们通过分析由卫星收集的巨大数据集能获得新发现；

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MOOCs)和其他交互学习工具能产生有关其用户的数据，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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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数据的挖掘将改善教学质量。 

 (3)尽管多数协作系统和先进移动技术仍在研发阶段，但它们可能将影响或

促进新产品和服务的开发。例如，网络游戏或将促使人们提升健康意识并更多地

参与锻炼；改善的用户接口和可视化能使网络交互更有趣；机器翻译技术也将得

到改进。 

 (4)在欧洲，商品制造的方法将不断演变。3D 打印能制造出更多复杂的物

件，从飞机引擎到身体器官。而先进机器人能做出响应决策并改善检测技术，替

代工人完成工作业务。 

对此的建议是： 

   (1)提升网络交互的安全度，保障用户隐私。欧洲政策制定者除了应投资于

改善网络交互安全的研究外，还应确保公民都意识到保护个人信息的责任。 

 (2)为减少数字化不公平，欧洲政策制定者应确保社会各阶层均能利用

IT(包括宽带接入)，能通过 IT服务来满足个人需求。 

 (3)政府应检测数据源的安全可靠性，进而将安全可靠的数据录入专有数据

库，并针对企业提供受限的数据库访问权。              

来源：

http://ec.europa.eu/commission_2010-2014/president/advisory-council/d

ocuments/the_future_of_europe_is_science_october_2014.pdf  

摘自：The Future of Europe is Science 

IBM 提出可大范围内打击网络犯罪的新型高速企业情报分析

方法  

IBM 公司提出高速的分析方法和刑事调查软件，这能够发现隐藏在各个企业

的大量数据深层的犯罪隐患，能够在数百亿 T数据和数万亿对象中在几秒之内找

到一些不明显的联系，迅速发现情报安全分析师在短时间内无法发现的针对企业

的网络安全隐患，通过将这些数据融合在一起，可以让企业清楚地看到自身存在

的潜在安全威胁，让他们在不断更新的复杂的网络攻击中保护自己。 

来源：http://www-03.ibm.com/press/us/en/pressrelease/45212.wss  

摘自：IBM Introduces New Enterprise Intelligence Analytics to Fight 

Cybercrime at High Speeds and Massive Scale 

Nature：压缩超快摄影 

本期封面所示为每秒 1000 亿帧的单次压缩超快摄影。随着快速电子成像传

感器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后期的问世，超快摄影成为可能。甚至快于一纳秒的事

件也可以用一台“超快扫描相机”(streak camera)捕捉到，这种相机记录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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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扩展帧，而不是由多帧构成的一个序列。然而，“一维”是该方法的固有特

性，要捕捉一个二维图像，相机就需要对场景进行逐步扫描，从而要求所拍摄的

事件是重复的。现在，Gao等人用一台“超快扫描相机”演示了基于压缩成像的

一个方法，它能以二维形式拍摄非重复瞬态事件的视频，其时间分辨率可以达到

几十皮秒。为了演示该方法(被称为“压缩超快摄影”、即 CUP)的潜力，本文作

者演示了对被反射和折射的激光脉冲、对在两种介质中传播的光子、以及对非信

息(non-information)看起来快于光速的传播所做的超快成像。将 CUP 方法与从

显微镜到望远镜的任何装置相结合应当是有可能的。 

来源: Nature 

中科院首个创新与产业化联盟成立 

11 月 27日，中国科学院首个创新与产业化联盟——“中科院先进计算技术

创新与产业化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在京成立。该联盟将面向国家在云计算和

大数据应用领域对高性能计算技术与装备的需求，开展协同创新与成果的产业化

及应用推广。 

中科院院长白春礼批示指出，希望联盟及各成员单位能秉承中科院敢为人先

的创新基因，做好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试验田，努力造就更多的联想式企业

和隐性冠军企业，推动并引领我国信息技术与产业的深入发展。 

中科院秘书长邓麦村在致辞中指出，联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院企合作“争取

资源”的模式，而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即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和技术发

展提出研发项目，由企业牵头组织各研究机构共同完成。他希望联盟能真正探索

出一条科技与经济结合、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的道路。 

联盟理事长由曙光公司总裁历军“挂帅”，中科曙光也将作为主要载体建立

成果孵化平台。历军表示，借助多年的企业运作经验以及上市后的资本优势，曙

光愿与中科院各研究所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有效嫁接创新链和产业链，并

最终形成“中科”品牌优势，共同实现市场价值。 

联盟预计，将在 3～5 年时间内带动一个年产值达 500 亿元、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中科”先进信息技术产业群。 

国科控股董事长吴乐斌介绍，联盟以“企业主导”为基本思想，遵循市场导

向原则，采用多元的资源集聚和投入模式，有利于将院所投资企业与相关研究所

的协同创新和产业化实践坐实，相关领域的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有效嫁接将显得水

到渠成。 

来源:中国科学报 

科技部：863 计划支持 5G 发展投入逾 3 亿元 

    11 月 6日在京举办的“2014未来 5G信息通信技术国际研讨会”上，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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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部长曹建林表示，我国政府十分重视 5G 的发展。科技部已经投入了约 3 亿元

人民币，先期启动了国家 863 计划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重大研发项目，吸引了

50多家研发企业、研究所、大学共同参与。 

会上，来自国家 863 计划 5G 重大项目专家组、欧盟 5GPPP 项目组、日本电

波产业会、韩国 5G 论坛和台湾新世代无线通讯研发联盟的代表对各国的 5G发展

框架进行了解读。来自中国移动、华为公司、大唐电信、中兴通讯、诺基亚、爱

立信、高通、东南大学、电子科技大学、清华大学等国际知名通信企业和研究机

构的专家围绕 5G 需求愿景及标准展望、5G 技术愿景、5G 关键技术、5G 业务应

用及终端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尤肖虎教授在会上表示，5G 将会给人们带来

全新的通信体验，如高清视频，低延时的连接传输体验，未来甚至可体验虚拟现

实技术。这需要 5G 能够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给用户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如在人

流密集地区如何来提供用户保证他们的移动终端的使用。这就需要 5G 从研发就

要重点考虑用户体验问题。 

据尤肖虎教授介绍，在针对 5G 的国家 863 重大项目中，项目组针对几个方

面重点投入了研发，一是通过多方合作，确定 5G 的频谱和必要技术，专注高性

能的 5G 技术；二是专注密集和大容量的 5G 无线网络构架；三是对 5G 技术进行

评估和检测。 

据悉，经过 3 年研发，5G 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目标均已达成，包括密集

网络部署、多天线阵列技术、用户速率、发射功率、频谱效率、能耗效率等都将

比 4G有台阶式的提升，同时在应用以及新型终端方面也会有新的成果。 

在本次会议上，还发布了首版 5G 技术白皮书《5G：Rethink Mobile 

Communications For 2020+ 》，集中展现 5G 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来源:科技日报 

即时检测与健康监测物联网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成立  

2014 年 9 月 12 日，由生物物理研究所、中国医院管理协会 POCT 专业委员

会、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中生金域诊断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组建的即时检测与

健康监测物联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正式成立。 

陈文开副局长出席成立大会并致辞。 联盟以形成产学研用合作机制为目标，

通过建立“需求来自临床，产品服务临床”的产品研发模式，搭建涵盖即时检测

与健康监测物联网技术体系的关键共性技术平台和人才培训体系，解决制约我国

即时检测与健康监测物联网产业发展的关键理论、关键技术、关键工艺的策略和

路径，促进先进技术向企业转移，为即时检测产业健康快速发展提供组织、资源、

技术和人才保障。 按照科技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中国科学院设立了“科技服

务网络（STS）计划”，以实现“四个率先”为目标，恪守“三个面向”的价值取

向，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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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建立劳动、知识、技术顺畅转变为社会财富的通道，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惠及全体人民。POCT 产品研发与第三方高端医学检测，是“STS计划”首批支持

并启动的重大项目之一，拟联合企业从家用、临床和第三方等三个层面进行检测

服务网络建设和核心技术研发，为医学检测技术服务市场提供新型技术与服务运

营模式。 

来源：http://www.std.cas.cn/ywzgzdt/201409/t20140915_4203414.html 

日本提出改革青年科研人才雇用制度 8 条建议  

9 月 29 日，日本学术会议发表《加强资助青年科研人员以提升日本研究能

力的建议》报告，分析了日本青年科技人才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人才市场出现

需求与失业并存的失衡状态，特别是博士后就业出现问题；青年科技人员的雇用

环境劣化，造成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数下降。为此，报告提出了改革雇用制度的 8

条建议：设置更多的正式讲师等岗位及针对性更强的研究课题，制定弹性的工作

时间和相适应的研究经费制度；构建持续雇用机制，协调资源投入与研究职业的

关系，确保青年科研人员得到长期经费资助；促进多样化的就业机会，制定优惠

措施促进产业界、行政机关科技人员的流动；增加新的职业资格认可，特别是交

叉领域的复合科技人才，如医学物理博士等；责成获得竞争经费的首席科学家担

负培养青年人员的责任，考察其研究成果时应包括培养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情况等

信息；改革大学和研究机构现行的人事制度，试行教授、研究员年薪制以及混合

工资制；完善对研究生院的支持体制，建立培养优秀博士人才的可持续培养机制，

制定平衡适度的竞争环境与保持博士后稳定的具体措施；设计新的研究组织，构

建发挥博士后才能，有利于科技人才成长的研究环境。 

来源：http://www.scj.go.jp/ja/info/kohyo/pdf/kohyo-22-t20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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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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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td.cas.cn/ywzgzdt/201409/t20140915_42034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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