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陈欢欢 编辑：原诗萌 校对：么辰 E-mail押 gwei@stimes.cn

·极客当道16 中国·互联网

2014年 8月 22 日 星期五 Tel押（010）62580719
1994-2014

当前，我国医疗卫生健康领域正面临诸
多严峻挑战，如医疗卫生费用持续上升，医疗
资源分布不平衡等。同时，慢性病和老龄化，
也给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报告表明，有 1/3 的
疾病是可以通过预防保健避免的，还有 1/3
的疾病则可以通过信息的有效沟通来提高
治疗效果。

美国 CDC 的研究报告也表明，改变个
体行为和生活方式，可以预防约 47%的早期
死亡，而通过改变行为和降低危险因素，也可
以使冠心病的死亡率下降 49%。其中，90%的
个人和企业通过健康管理以后，医疗费用的
水平可以降到原来的 10%。

由此可见，健康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健
康管理包括健康信息的采集、评估、干预、
改善，以及健康跟踪，它是一个循环的过
程。健康管理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循环的过
程，来达到提升人民健康水平的目标。

众所周知，慢性病的防控有两大难点：一
是数据如何连续地进行采集，二是如何持续
地跟踪和改善。新技术的出现将大大改善这
种情况。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的应
用，可以实现无边界、数字化的健康管理。

近年来，东软集团（以下简称东软）在健
康物联网方面作出了重要的探索，并成立了

熙康健康管理公司，希望构建一个健康管理
和慢性病防御的生态系统，通过创新来推动
人类的健康事业发展。

东软的健康物联网服务是一个开放式
的平台，各种各样的终端都可以接入进来，
目前已经投入应用的有血压、血糖、体重仪
等。此外，还有面向运动者的腕表，面向老
人的腕表，等等。

根据东软的设想，通过上述健康物联网
的终端，采集人们相关健康指标。这些指标
通过物联网传到远端的互联网平台，这样
就可以为每个人建立连续的健康记录。同
时，通过后端的知识库和健康智慧专家，为
每个人制定一个健康干预和评估的计划，
还可以依托各地优质的医疗资源，为我们的
个人、家庭、社区、企事业、村镇等等，提供健
康管理服务，从而提升大家的健康水平。

东软的健康物联网可以应用到健康居住
的项目中，通过与地产商进行联合，为居住社
区的业主提供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

健康物联网还可以应用到健康养老领
域。现在独居老人非常多，东软的健康物联
网可以随时监测这些老人的健康指标，当
出现危险的时候，这些信息会传输到远端
的医疗机构，当老人进入到无意识状态的
时候，系统还会自动报警。 （李准）

物联网助力健康事业

从 1994 年全功能接入互联网至今，中国互联网已
经走过了 20 个年头，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从 ICANN（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
配机构）和 IETF（互联网工程任务组）会议在中国召
开，到建成全球最大的纯 IPv6 网络，以及贡献的 RFC

（互联网通信协议标准文件）数量的不断增多，中国互
联网在世界舞台上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下
一代互联网的参与程度也不断加深。

而在这些成绩背后，是中国一代互联网人默默的
努力。

首个纯 IPv6主干网

近年来，互联网的用途越来越广泛，IP 地址的需
求量也越来越大，这使国际互联网协议第四版———
IPv4 无法适应互联网发展的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
国际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 受到越来越多的重
视，而所谓下一代互联网，就是以 IPv6 起步为核心建
设新的一代互联网。

我国建设下一代互联网的标志性举措，是 2003
年启动的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CNGI）项目。
此项目得到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原信息产业部、科技
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八部委的支持，
当时的五大电信运营商、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中
国科技网以及一百多所高校和研究单位的参与，对我
国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

2004 年 7 月，国家成立了 CNGI 领导小组、协调
小组，并邀请业界专家组成了 CNGI 专家委员会，
CNGI 项目开始全面实施。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是该专委会的主任。邬贺
铨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CNGI 项目实施的第一阶
段，主要工作是了解和消化 IPv6 技术，开发关键产品，
并建设试验网络。

2006 年 9 月，CNGI 项 目 迈 出 了 重 要 的 一
步———第二代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
NET2）通过验收。鉴定委员会认为，CERNET2 有 4
个开创性的贡献：开创性地创建了世界第一个纯
IPv6 主干网，加速了世界互联网发展的步伐；在国
际上首次提出了一种真实 IPv6 源地址认证的寻址
体系结构理论，为解决互联网安全隐患提供了重要
保证；首次提出了基于 IPv4 的互联网到基于 IPv6
的互联网的过渡技术方案，为两代互联网的顺利过
渡提供了保障；具有自有知识产权的 IPv6 路由器的
大规模使用，为我国在以后互联网的建设中摆脱对
国外设备的依赖奠定基础。

在 CERNET2 的建设过程中，CNGI 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清华大学教授吴建平和他的同事们付出了巨
大的心血。

承接 CERNET2 项目的是 CERNET 网络中心
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 25 所高校，参
与项目的科研人员达 340 多人。和 CERNET 相比，
CERNET2 无论在规模还是在要求上，难度都要大得
多。

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吴建平带领着团队，在协同作
战、集体攻关和集体决策方面，作出了诸多努力。

比如，在沟通机制上，除了每年 2~3 次的全体会
议，CERNET2 大多采用视频会议的形式，通过 25 个
节点的网络视频直播进行讨论、汇总意见。在决策机制
上，鼓励各个成员发挥聪明才智，很多科研课题都定期
召开联合讨论会，每个重大决策都要通过专家委员会
的集体讨论，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科研人员的潜力。

在项目成功验收后，吴建平感慨地说：“我很庆幸
我们有这样一支优秀的团队，大家能够一起把这件事
情做好。有些学校确实是克服了非常大的困难，我对于
这个团队的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感激。”

推进下一代互联网商用

2008 年，在 CNGI 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的基础
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实施了“2008 年下一代互联

网业务试商用及产业化专项”。
2012 年，该专项的最大项目———“教育科研基础

设施 IPv6 升级和应用示范”通过项目验收，这标志着
我国下一代互联网应用已成功走完了第一步，为国内
大规模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担任项目总体专家组组长的吴建平告诉《中国
科学报》记者，该项目在国内率先建成了 100 个完成
升级改造并实现 IPv6 普遍覆盖的校园网，IPv6 用户
规模超过 200 万。同时升级了 CNGI 示范网络核心
网 CNGI-CERNET2/6IX 的接入能力和互联能力，
实现了中美下一代互联网 10G 高速互联，构成了全
球范围的下一代互联网科技创新试验平台。

同时，在 CNGI 专家组的支撑下，这一阶段我
国还开展了从 IPv4 到 IPv6 过渡技术的研究，电信
运营商也开展了相关的试验，探索在不同场景下如
何进行过渡，以及相应的产品开发和技术试验工作。

根据下一代互联网“十二五”发展意见，
2014~2015 年，是全面商用部署阶段。而在这一阶
段，我国下一代互联网的建设还将面临诸多挑战。

吴建平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试商用阶段虽
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规模还不够大，有些在试商
用阶段应用得很好的技术，在大规模应用的情况下，
可能会产生问题，因此需要不断地完善。

比如网络溯源技术，IPv6 地址空间大，网络溯
源的空间也很大，复杂程度较高，因此将面临更大的
挑战。

同时，吴建平指出，在网络安全方面，以及和移
动通信系统结合方面，也还有一系列的技术问题需
要解决。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3 年下半年，在听取 CNGI
专家组意见的基础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了关于开
展国家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城市建设工作的通知。国家
筛选出了 16 个示范城市（包括城市群），希望发挥这些
城市的示范作用，推动下一代互联网建设的进程。

邬贺铨表示，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城市的建设，将
调动各地的积极性，推动有特色的 IPv6 应用，为我
国完成下一代互联网“十二五”发展目标，实现“十三
五”发展的良好开端奠定重要基础。

吴建平也表示，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城市的建设，
以及 IPv6 应用的发展，将有力推动我国面向未来的
IPv6 网络相关技术的进步。

开放是互联网的基因

在筹备和推进下一代互联网建设的过程中，中
国互联网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在互联网的技术方面，2010 年，IETF 第 79 次大
会首次在中国举行。在此次大会上，中国工程师人数
超过美国，达到 366 人。

与此同时，中国为 IETF 贡献的 RFC 也在不断
增加。1996 年，清华大学提交的适应不同国家和地
区中文编码的汉字统一传输标准，被 IETF 通过为
RFC1992，成为中国国内第一个被认可为 RFC 文件
的提交协议。

而从开展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以来，中国为

IETF 贡献的 RFC 数量大大增加，截至目前已经增
加到近 40 个，其中清华大学贡献了近 1/3。

在互联网的治理方面，2013 年 4 月，ICANN 第
46 次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 ICANN 会议第二次落
户北京。ICANN 主席罗德·贝克斯托姆表示，中国拥
有占全球四分之一的互联网用户，这一决定体现了
ICANN 对中国市场的重视。

而在今年 6 月于伦敦举行的 ICANN 第 50 次
大会的高级别政府会议上，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主任鲁炜发表主旨演讲，阐述了中国关于 I-
CANN 国际化的观点和主张。在与大会同期召开的
IANA（互联网数字分配机构）职能转移会议及公众
论坛上，来自中网和互联网域名系统北京市工程研
究中心等中文互联网社群专家代表积极发言，就过
渡方案及 ICANN 如何提高自身问责制阐述了中文
互联网社群的关切。

作为互联网专家的邬贺铨和吴建平，也一直在为
中国互联网如何更好地参与到世界中而积极呼吁。

邬贺铨告诉记者，ICANN 和 IETF 这两个重要
的互联网机构，不是由政府派代表参加的组织，而是
由企业和专家组成的非官方机构。

因此，未来中国如何进行统一协调，让参与这些
组织的中国企业和专家更好地表达出我国对于互联
网治理的要求，更大程度发挥出中国对互联网的贡
献和影响，是我们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而吴建平则向记者强调，互联网之所以取得了
快速发展，并获得了今天的发展规模，很关键的原
因，就是互联网的开放基因。

所谓互联网的开放基因，指的是互联网一方
面对于传输介质是开放的，另一方面对应用层也
是开放的。

在吴建平看来，中国互联网的前途十分广阔。“世
界互联网的明
天在中国。”因
此，他呼吁，一定
要把中国的互
联网建设成为
真正开放的互
联网，在开放的
环境下，中国互
联网可以发展
出更多国际化
的应用，同时，对
于中国企业走
向世界也将有
重要帮助。

同时，吴建
平认为，中国应
该以谦逊的姿
态，积极介入和
学习。“我们应该
好好学习互联网
的精髓，而不是
动辄强调弯道超
车。”吴建平说。

为应对 IPv4 地址枯竭的问题，加速 IPv6 建设已经成
为世界各国部署下一代互联网的重点。最新数据显示，全
球 IPv6 覆盖率已经达到 18.4%，全球 IPv6 用户（及流量）的
年增长率已从 5 年前的 0.2%上升至 3%。

事实上，IPv6 除了可以解决 IPv4 的地址枯竭问题，
还将对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带来更多
的改变。

首先是提高网络的安全性。众所周知，不同于 IPv4 地址
采用 32 位编码，IPv6 地址采用的是 128 位编码，即有 2 的
128 次方个 IP 地址，这个数量之多，可以让地球上每一粒沙
子都拥有一个 IP 地址。

在使用 IPv4 地址时，有一个重要的隐患，就是通过
NAT 技术，多个私有地址可以通过一个公网 IP 去访问互
联网，一旦某些用户发布了非法信息和非法言论，无法快
速定位到 IP，将给网络管理人员的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

而 IPv6 由于拥有海量的地址，可以为每一个终端分配
一个单独使用的 IP 地址，一旦发现问题，可以快速查找源
地址，从而保障网络空间的健康，也为我们的网上银行、网
上支付等应用，提供了更多的安全保障。

同时，由于 IPv6 拥有海量的地址，使得病毒的扫描工
具所需时间较长，因此安全性也更高。

此外，在安全方面，IPv6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就是
集成了 IPSec，这就意味着，IPv6 可以提供完备的安全服
务，包括数据来源的强认证，保障数据传输的机密性和完
整性，同时也可以进行数据的访问控制，抵御数据重复发
送等攻击。

其次，IPv6 还将有力推动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发
展。

根据 CNNIC（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第 3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4 年上半年，
中国网民总数已经达到 6.32 亿，其中手机用户达到 5.27 亿。
在上网设备的使用方面，手机的使用率首次超越了传统 PC，
高达 83.4%，已经成为网络的第一使用终端。

在 IPv4 时代，由于 IP 地址有限，很早以前 ICANN 就
规定不给移动终端设备分配 IPv4 地址。这使得上网的移动
终端，使用的均是电信运营商的私有地址。这不仅带来了
电信运营商成本的上升，还带来了私有地址转换 IPv4 地址
的大量翻译工作，使得上网的速度变慢，同时大大降低了
安全性。而 IPv6“即插即用”的地址分配方式及巨大的地址
空间，则可以有效满足越来越多的移动终端联网的需求。

而在物联网方面，IPv6 可以服务于众多硬件设备，助
力实现物与物之间的对话，未来，我们的家用电器、传感
器，甚至汽车灯，都将拥有自己的 IP 地址，并可以进行通
信，宽带也将真正覆盖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最后，发展 IPv6，对于提升中国互联网在世界上的地位，
也将具有重要的意义。比如，在技术方面，我国开展下一代互
联网示范工程（CNGI）以来，向 EFIT 贡献的 RFC 已经达 40
个左右，其中有多项 RFC 都是关于 IPv6 和下一代互联网的。
因此，发展 IPv6，无疑将提升我国在互联网技术方面的水平。

同时，中国作为世界上网民最多的国家，还可以抓住发
展 IPv6 和下一代互联网的契机，在建立 IPv6 根服务等互联
网治理方面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IPv6 将带来诸多改变
姻原诗萌

言论

邬贺铨 吴建平 缔造下一代互联网
姻本报记者 原诗萌

图片来源：昵图网
吴建平邬贺铨

案例

未来城市以“智慧”为目标。曙光智慧城市解决方案，基于自主可控的
云计算平台与大数据技术，让电子政务、信息惠民、智能交通、智慧园区、
数字医疗、数字城管、工业云、中小企业服务等应用轻松落地，让城市智慧
即刻开启。曙光，城市信息化基础运营专家。

曙光城市云解决方案由曙光与英特尔 联合提供
英特尔、英特尔标识、至强和 Xeon Inside 是英特尔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商标

R是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曙光”）

在中国及全球范围内有关国家或地区注册的商标，享有法律保护。

图片来源：http//wapbaike.baid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