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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工程科技

阴本报记者 计红梅

《华尔街日报》 专栏作家 Lee Gomes
近日撰文指出，大多数消费者现在都已意
识到为工程师们熟知多年的一个问题：电
池跟不上其他电子设备的发展。而且，不
幸的是，这种情形不仅不能在短期内得到
好转，还有可能在好转前变得更加糟糕。

有了新手机、音乐播放器，或笔记本
电脑后，大多数人都会对它爱不释手，恨
不得整天拿着玩，前提是电池能撑得住。
得益于电脑芯片的体积不断缩小，消费类
电子产品行业可以为产品增加更多功能，
但这远远超过电池行业所能适应的速度。

著名的摩尔定律使得电脑芯片的容
量每两年左右就能增加一倍。在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门罗帕克市国际斯坦福研究所
(SRI International)主持物理学研究的劳伦
斯·迪布瓦表示，电池容量的增长差不多
为每年 10%。他说，电池性能的改善往往
是循序渐进的，这些进步甚至是十分平淡
的，比如设计出更轻薄的电池外壳，从而
节省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设备制造商对电池的
每一点改进都极为重视，也就不足为怪
了。“就算能效仅仅提高 20%，就能让手机
更纤薄，或显示屏更大更亮。”韩国三星公
司负责手机业务的副总裁穆兹博·卡恩
说：“它会带来更多的机会。”

问题是，电池的基本设计一直都没有
变化，也确实无法变化。一个部件释放出
电子产生能量，一个部件接受能量，还得

有一个部件将前面两个部件分开。研究人
员不断搜寻能以最小的重量和空间提供
最多的化学能量的新材料；过去 10 年中
用于消费类电子产品中的锂离子电池是
人们发现的最好选择。

美国 3M 公司旗下一家分公司为锂
离子电池制造商供应原材料。负责这项业
务的罗伯特·维瑟尔说，由于必须要遵照
大自然决定的周期表，“将元素放在一起
的方式实在是太多了”。大型锂电池制造
商有索尼、松下、LG 和三洋等。

消费类电子产品公司表示，由于电池
方面的进展缓慢，在它们推出新的便携式
电子产品时，节能概念始终贯穿于设计过
程中。

比如，苹果公司于今年 1 月份宣布其
新产品 iPhone 后，该公司的工程师们就
开始寻找这款产品的软件有无调整余地，
以缩减电池用量。苹果公司负责 iPhone
市场营销业务的副总裁格瑞格·乔什威克
说：“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大增加了这款产
品的通话时间。”

乔什威克说，从一开始，任何设计上
的决定都会考虑电池的配合。苹果公司
选择了 codecs 视频播放软件，因为它们
所需的电力最少。该公司因为没有在 i-
Phone 上设计可拆卸的电池而受到责难，
但苹果回应说，可替换的电池会占据太多
空间。

虽然电池性能的突破可能无法在短
期内实现，但电池制造商和其大批供货商
一直在力图实现小的进展。比如，对锂电
池进行改造，以降低其发热量。过多的热

量积聚会导致电池着火。去年索尼因此而
召回了大量电池，并付出了高昂代价。

电子产品电源方面的下一个大进展
应该会出现在燃料电池领域。不过，这一
技术很难全面推向市场。

燃料电池包括一个燃料储备库，类似
于汽车的油箱。一般来说，氢气更多地被
用于汽车燃料电池中，而液态甲醇被认为
是小型消费类电子装置的理想材料。当燃
料耗尽时，只需重新注满即可，与可充气
的打火机一样。

支持者声称甲醇之类的燃料能源所
能提供的能量是锂离子的 10 倍，燃料电
池因而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但是，位于美
国科罗拉多州戈尔登市的美国国家可再
生能源实验室(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的约翰·
特纳说，其结果只
是“过分热心地吹
嘘这种概念，与技
术现实脱节”。

特纳说，事实证
明燃料电池的生产
比最初预想的要难
得多，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它们结构复
杂，包含精细的小
部件，比如微小型
泵。

鉴于外界对燃
料 电 池 的 大 肆 宣
传，一些大的燃料
电池公司非常小心

谨慎，并不去过分宣传它们所做的事
情。比如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芒廷维尤的
PolyFuel，作为 SRI 的下属公司，已经研
制出一种甲醇燃料电池，预计将在一两
年内面市。该公司总裁吉姆·巴尔卡姆
说，第一代产品将提供与锂离子电池一
样的能量，但重量是后者的一半，所占
空间稍小。

巴尔卡姆说，他认为燃料电池不会在
近期内代替锂电池，而是会作为一种“小
众”技术，面向愿意为更长的使用时间多
花一点点钱的消费者。

虽然计算机及电子产品的性能不断
优化，价格却越来越低，一直以来都好
像越来越接近于免费的午餐，但是电池
的发展状况提醒我们，事实并非如此。

国际传真

关 注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微软 Office 软件垄断市场，它的文档格式成了“事
实标准”。近年来，开放文档格式（ODF）联盟和 OASIS 标准组织开始着手制订
基于 XML 的开放文档格式 ODF。中国有关单位也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基
于 XML 的开放文档格式 UOF。文档是信息的重要载体。这场文档格式的国际
标准之争成为信息资源控制权之争，影响着世界软件的前途。

影响世界软件前途的
文档格式标准之争
阴倪光南

倪光南
中国工程院院

士，联想集团首任总
工程师。主持开发了
联想式汉字系统、联
想系列微型机，分别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联想集团即
以联想式汉字系统
起家并由此而得名。

话题背景

栏目主持：计红梅

本期话题院文档格式标准何去何从

7 月 10 日，深圳市在其“轨道交通
规划及轨道近期建设规划方案”中透
露，在 2030 年以前，该市将建成总长
585.3 公里的 16 条市内轨道交通线以及
穗深港、深莞、深惠、深江 4 条珠三角城
际轨道线。届时，深圳市 979 平方公里的
建设区域内，每平方公里就有 0.6 公里
长的轨道线。

城市轨道交通是解决交通拥堵的重
要出路，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深圳并
不是特例。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
时，同济大学铁道与城市轨道交通研究
院教授孙章表示：“与城市轨道交通需
不需要建设、到底有多重要这些问题相
比，目前影响城市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
的深层次问题更值得关注。”

网络规划是合理建设的基础

记者从有关专家处了解到， 近 年
来，我国城市轨道交通一直处于快速发
展时期。截至目前，全国已有 10 个城市
拥有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另有 5
个城市已获准开工建设，还有更多城市
正在规划发展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今后
5 年，将仍然是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快
速发展时期，各地规划建设城市轨道交
通约 500~600 公里， 总投资超过 1500
亿元。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规模和
速度在全世界都是史无前例的。

“以前的城市轨道交通多是单线建
设，现在是网络建设。”北京交通大学轨
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副
主任唐涛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城市近年
来已经在从单纯建设某一条地铁线向
城市轨道交通网络的方向发展。唐涛同
时还是国家“863”计划现代交通技术领
域专家组组长。

尽管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研究起步较早，然而，由于缺乏完整
的方法体系、内容体系的支持以及长
远规划，导致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规划
只能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而不断修改。
例如，北京市于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开
始考虑地铁规划与建设问题，提出了

“一环两线”轨道交通规划线网雏形。
至 1981 年，北京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作
为专项规划正式纳入北京市总体规划，
当时的线网长度为 236 公 里。此后又
于 1992 年、 1999 年以及 2002 年 对 北
京市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线网进行了调
整和修订。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认
为：“城市轨道交通是一个系统工程，
合理的轨道交通网络规划必须顺应城
市的总体规划。”

唐涛指出，走向网络化才能真正将
乘客吸引到地下，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
问题。城市轨道的网络化建设将对轨道
建设、轨道控制系统等一系列问题提出
新的要求。作好网络规划，尤其注意长
远规划，才能确定城市轨道建设的合理
规模。

综合协调发展

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化建设的最终

目的是方便乘客。要达到这一目的，必
须使城市轨道交通和其他交通方式综
合协调发展。而一些地区的城市轨道建
设由于规划、设计深度不够，导致车站
出入口、管线及周边环境等因素协调困
难，出现许多换乘站用长通道换乘的情
况，甚至导致地下轨道和地面公共交通
无法衔接的问题。

“如 果 各 种 交 通 方 式 不 能 相 互 联
系、综合考虑，肯定会导致无序发展。”
唐涛指出，应从综合交通的角度考虑规
划、布局，在综合交通布局下，再考虑轨
道交通网络的建设。而在轨道交通网络
建设过程中，也要考虑同其他交通方式
的衔接。例如，北京新建的城轨线就综
合考虑了与北京西站、机场航站楼以及
正在兴建的北京南站的衔接问题。

“各种交通方式都有各自的优势，
关键是协调发展。”孙章认为，道路交通
是“面交通”，而轨道交通是“线交通”。
短距离适于采用道路交通，长距离则以
轨道交通为宜。

标准问题凸显

随着城市轨道网络的建设，城市轨
道的资源共享和互联互通问题也被提
上日程。唐涛认为，谈城市轨道交通网
的互联互通，就不能不谈城市轨道交通
信号系统的制式问题。

目前，在我国已经或正在建设城市
轨道交通线路的城市中，信号系统的核
心技术基本上都是由国外引进，且每条
线路的信号系统制式和供货商都不尽
相同，即使是同一城市的各条线路信号
系统制式也不尽相同。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不同线路的信号系统无法相互识
别，就不可能实现不同线路间的互联互
通，而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城市轨道网
络化发展。

据唐涛介绍，解决城市轨道交通信
号系统制式问题的方式有 3 种：第一种

是使用同一个厂商生产的设备。第二种
是在机车上安装多种制式的信号设备，
通过切换信号的方式实现不同轨道的
互通运营，不过经常切换信号的最大弊
病就是增加了轨道运营的安全隐患。第
三种是制定一套既可兼容现有各种信
号制式，又可统一推广使用的轨道信号
标准，从而实现各列车在轨道网上的互
通运营。“第三种是最科学、合理的方
式。”唐涛说。

唐涛认为，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网的
形成，从地铁公司的经营上看，也需要
各条线路间互联互通，以达到各条线路
运营人员统一调配、各条线路设备维护
方法统一、维修备件通用，也就是实现
资源共享，才能提高运输效率、降低运
营成本。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制式的
统一或兼容，将成为发展趋势。因此，必
须尽快出台相应的标准。

“这几年，随着中国城市轨道交通的
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提出了
轨道交通资源共享、互联互通的想法，国
家和地方都在围绕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设立研究课题，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制定
相关的标准。”据唐涛介绍，北京交通大
学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
就刚刚结束了“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资
源共享、互联互通研究”的课题，其目的

也是希望能够提出一些解决轨道交通互
联互通、资源共享问题的技术方案和手
段，并推动相关标准的制定。

区别对待降低造价

城市轨道交通高昂的造价也是建
设者面临的问题之一。孙章告诉记者，
市郊铁路的制式问题是目前在城市轨
道建设方面引起争议的一个热点问题，
其引起争议的原因正是由于造价。

“不能不考虑造价问题。”孙章说。
现在很多领导和技术人员都认为城市
轨道交通应该走地下，而且市郊线和市
区线要采用一个制式，这其实造成了很
大的浪费。

“市区和市郊的轨道建设应该区别
对待。”孙章认为，市区线应建在地下，
虽然造价高，但它不影响地面的高层建
筑和交通；市郊线则应采用地面的制式

（地面轨道或者高架），其造价只有地下
轨道的 1/3，这样可以大大节约轨道建
设的投资成本。

“这也是国际惯例，轨道建设必须
精打细算才能可持续发展。”孙章说。

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今年 3 月 28 日，位于北京市海淀南
路的地铁 10 号线一施工工地发生工棚
坍塌事件。这引发了人们对地铁建设安
全问题的探讨。

王梦恕指出，建造地铁必须根据我
国各城市的实际情况，稳步扩大。一般
应集中力量，建设一条就开通一条。同
时修几条线的做法不仅所需资金庞大，
而且施工时干扰严重，安全风险也更
大。北京市由于奥运会承诺可属例外，
但所面临的安全、质量风险也异常严
峻。因此，北京市目前正在建立安全风
险目标咨询评价机制，以确保在施工过
程中、运营期间不出灾害性事故。

城市轨道安全问题既包括建设施
工中的安全，也包括轨道运营的安全。

“城市轨道交通是大容量、高密度的交
通工具，其运营安全直接关系着乘客的
生命安全。”据唐涛介绍，现在我国各个
城市在建设过程中，都采用了全世界最
先进的安全设备和通信信号设备。北京
交通大学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
点实验室就在从事轨道交通安全控制
系统的研究。这些工作都是为了提高我
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的安全系数。

阴本报记者 张巧玲

几天前，中国的媒体上出现了关于文档格式国际标
准竞争的报道。中国的读者开始了解到，在文档格式方
面，以现有的国际标准 ODF 和中国国家标准 UOF 为一
方，以微软的私有标准 OOXML 为另一方，正在展开一
场激烈的竞争。

一场特殊的“竞选”活动

实际上，几个月前，微软已悄悄展开了大规模的公关
活动， 与我国企业、官员广泛联系，争取他们支持
OOXML，并向有关部门递交了数以百计的支持信，以影
响我国政府的投票决策。

这本是开放的技术标准之争，无密可保。俗话说，真
理愈辩愈明。正常的途径应是公开讨论，但微软却采取了
大规模的私下公关，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微软发
给某些公司的信件中，承诺将协助中国企业“开发基于
Open XML 的产品”，但不说是否协助在国产 Linux 平台
上“开发基于 Open XML 的产品”，如不是，那这种承诺
就是假的；如是，那又与它不久前声称“Linux 侵犯微软
235 项专利”的威胁自相矛盾。显然，这种私下公关使企业只听到一面之辞，难以
辨别真伪。很多企业并不明白，文档格式实际上只可能有一个国际标准，如果
OOXML 成为国际标准，ODF 和 UOF 就会失败，既有的文档格式只有微软的

“事实标准”一种，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如果大家都清楚，支持 OOXML 成为国
际标准，就会灭掉 ODF 和 UOF，有的人就不会再支持 OOXML 了。

OOXML 在美国先受挫
微软在全球展开的 OOXML 竞选活动在美国首先受挫。近日在美国国际

信息技术标准委员会（INCITS）的一次认证投票中，微软的 OOXML 格式未获
通过。虽然新增加的投票者大多是微软拉来的，是它的“金牌认证”伙伴，但该标
准还是没有通过。有人担心反对 OOXML 有“民族主义”和“反对开放”之嫌，知
道这个消息应该可以放心了。

在 OOXML 问题上，中国的投票立场应从国家利益出发，排除外国跨国公
司公关的影响。现在的情况使人想起前两年的政府正版软件采购。那时，在跨国
公司公关的影响下，不少地方将“政府采购正版软件”变成了“政府采购外国软
件”。我们应当记取这个教训。

标准之争的背景
文档是使用最普遍的信息资源，因而文档格式标准是信息领域的一个基础

性标准。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微软 Office 软件垄断了市场，它的文档格式（即.
doc,.xls,.ppt）也就成了“事实标准”。这些格式是不开放的，用户只得依赖微软的
软件，而且其中包含着用户不知情的若干私密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用户并没
有真正掌握文档信息的控制权。

近年来，应用需求推动着文档格式从封闭的、二进制文档向开放的、基于
XML 的文档过渡。早在 5 年前，开放文档格式（ODF）联盟和 OASIS 标准组织
就着手制订基于 XML 的开放文档格式 ODF，并于去年 5 月被接纳为国际标准
ISO/IEC26300。

与此同时，中国有关单位也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基于 XML 的开放文档
格式 UOF，并于今年 4 月成为国家标准（GB/T 20916-2007《中文办公软件文档
格式规范》）。ODF 和 UOF 这两个标准很相似，易于互相转换。目前，ODF 和
UOF 的主导方正在酝酿将二者融合，继续发展国际标准。

微软因拥有二进制文档事实标准，在 XML 文档格式方面的动作较慢。迫于
ODF 和 UOF 的压力， 它用一年时间 赶出了一个基于 XML 的文档标 准
OOXML。现在，微软正将其 OOXML 提交给国际标准组织 ISO 的“快速通道”
审批，争取成为另一个国际标准。这样，就形成了一场空前的标准之争。

影响深远的信息资源控制权之争
文档格式从封闭的、二进制文档向开放的、基于 XML 的文档过渡，这是软

件领域游戏规则的改变，新标准将影响未来一二十年相关软件领域的发展。
过去，微软掌握文档格式的事实标准，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它不仅使用户被

锁定于微软的软件，也给竞争者设置了重大障碍。国产 Office 在推广中遇到的
最大难题就是要与微软的文档格式兼容。所以，对国产软件来说，如果 ODF 和
UOF 的融合成为国际标准，将打破微软事实标准的垄断，在与文档有关的应用
领域，从此将有公平的竞争。今后，将是所有厂商（包括微软）去兼容一个国际标
准，而不是其他厂商去兼容微软一家的私有标准。

由此可见，文档格式国际标准之争实际上就是由谁来制订软件领域的游戏
规则，是由全世界软件公司共同制订还是由微软一家来制订？由于文档是信息
的重要载体，这场文档格式的国际标准之争也是信息资源控制权之争，影响着
世界软件的前途。

中国应在 ISO 投 OOXML 反对票

中国是国际标准组织 ISO 的基本成员，中国的一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基本成员中只要有 11 票反对就可以实现否决）。我们主张中国在 9 月初截止
的 ISO 投票中否决 OOXML。国际、国内已有很多专家论述了 OOMXL 不适于
作为国际标准的许多理由，我们从中选出一些对于中国来说特别重要的理由：

1．OOXML 只支持 Windows 一个平台。 OOXML 不能在 Linux 等 非
Windows 平台上实现，如它成为国际标准，将增强 Windows 在操作系统领域的
垄断，严重危害国产操作系统的前途。

2．OOXML 包含大量微软私有标准和技术。这对其他厂商构成了难以逾
越的技术壁垒，并有知识产权风险。

3．OOXML 只有微软 Office 2007 单个产品能实现其全部功能。因此，如
OOXML 成为国际标准，将更加强化微软 Office 在办公软件领域的垄断地位。

4．OOXML 的文化和语言适应性差。OOXML 对于文化和语言的支持不
够，对于中文的支持远不如 UOF，不适合中国应用的需求。

总之，OOXML 不符合成为国际标准的准则。另一方面，ODF 和 UOF 更加
成熟，有多个操作系统平台上的多个产品支持，采用既有的国际相关标准，更适
合中国需求，已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企业的认可。所以，中国应支持 ODF
和 UOF 的融合，反对 OOMXL 成为国际标准。

中国可以对微软说“不”

中国否决 OOXML 可能会不利于微软 Office 2007 在中国的推广，但这样
做反倒可以加速国产 Office、国产 Linux 等等国产软件的推广，这对中国的信息
化不会产生负面影响，反而有利于改进信息安全。如果说前些年中国还不可以
对微软说“不”，那么到了今天，中国已经可以对微软说“不”了。

今天，国产 Office 已能替代微软 Office。比如，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
中心的 100 多台 PC 都用国产 Office，大半年来工作正常，100%的用户认为国产
Office“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的办公需要”。现在已经有愈来愈多的用户认同国产
Office。这为中国对微软说“不”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电池成电子设备发展瓶颈

城市轨道交通：
建设热背后的冷思考

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国家标准《城市公
共交通常用名词术语》中，城市轨道交
通被定义为“通常以电能为动力，采取
轮轨运转方式的快速大运量公共交通
之总称”。目前，国际轨道交通有地铁、
轻轨、市郊铁路、有轨电车以及悬浮
列车等多种类型，号称“城市交通的
主动脉”。

城市轨道交通的诞生和发展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但重视和大规模修建城
市轨道交通系统则是在上世纪 70 年代
以后。1994 年 4 月，在新加坡召开的国际
市长会议提出，城市轨道交通是现代化
城市的标志。回顾 20 世纪城市交通的历
程：有轨电车从大发展到大拆除；然后汽
车登上历史舞台，逐渐成为城市交通主
角；到 20 世纪末，以地铁和轻轨为代表
的现代城市轨道交通又恢复它的主导地
位。这是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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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轨道交通而言，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更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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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取决于其电池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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