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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递

院所共促甜高粱循环经济
产业发展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与甘
肃省属科研机构的合作工作，共同促进甜高粱循环经
济产业健康发展，1月 2日，甘肃省机械科学研究院院
长韩少平一行 7人到中科院近代物理所访问交流。
座谈会上，中科院近代物理所所长肖国青介绍了

近物所甜高粱循环经济产业的基本情况，并就甜高粱
推广种植过程中涉及的机械装备需求如播种、收割打
包等作了详细说明。

韩少平介绍了甘肃省机械科学研究院的基本情
况，希望双方能进一步加强沟通，在甜高粱种植推广中
的机械化装备研发方面开展合作，并以此为契机，形成
甘肃有特色的农机产业。

会上，中科院兰州分院副院长杨生荣建议，为巩固
落实合作，双方应该分阶段进行对接，尤其是需要相关
科研人员沟通交流，提出具体的技术方案。

此次交流，双方就围绕甜高粱循环经济产业发展
中的成套机械装备研发初步达成合作意向。（沈春蕾）

微生物所
助力拉萨净土健康产业

本报讯 2013年 12月 30日，拉萨市科技局局长
黄前敏率当地企业负责人来到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进
行了访问，商谈相关合作事宜。

微生物所副所长李俊雄就微生物所院地合作工作
作了介绍。他表示，中科院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签署
了《科技合作协议书》，双方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微生
物所将在这一合作框架内，积极寻找与拉萨市的合作
契合点。

黄前敏就拉萨市发展概况和科技需求作了介绍，
并强调，拉萨市在集中力量打造“净土健康产业”。她
说，拉萨的环境、物种资源等对发展高端健康产业有得
天独厚的优势，尤其是无污染的生态条件和独有的动
植物资源为发展健康生物农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
当地生物农业产业起点低、基础薄，亟须得到相关国家
科研单位的扶持，希望微生物所在生物领域能给拉萨
市的净土健康产业注入强大的驱动力。 （雨田）

中科实业牵手防城港市

本报讯 2013年 12月 27日，中科实业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与防城港市人民政府签署了防城港市循环经
济产业园投资合作框架协议，就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等达成合作。

防城港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是该市的一
个重要举措，有助于深入开展“美丽广西·清洁乡村”活
动，建设最美生态宜居城市。该项目将采用国内先进的
技术对生活垃圾进行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处理，并
实现焚烧发电上网，项目计划于 2014年内开工建设，
一期拟投资建设日处理规模 500吨 /日的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 （雨田）

未来的天空自己的“云”
———解读中国首个自主可控云计算操作系统

姻本报记者 王晨绯

云计算的概念最先被美国政府提出并推
广。但美国政府主导的“棱镜门”事件打开了
“潘多拉之盒”，各国在信息领域的信任崩盘。
这给中国的云计算市场和企业的发展送来红
利，增加了许多原本不是机会的机会。此时，作
为我国首个自主知识产权云计算平台，中科院
云计算中心的 G-Cloud云操作系统，迎来了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国际创新智库

与东莞市人民政府共建的中科院云计算
中心拥有业内望尘莫及的“大脑”。

以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李国杰为首的“广东省云计算产业国际创新团
队”共 7名成员，每一位在 IT界都是重量级专
家。

在组建成团队以前，黄铠教授在美国南加
州大学任互联网与云计算研究所主任。他曾经
担任 IBM、Intel、JPL、台湾 ITRI、日本 ETL、法
国 INRIA、德国 GMD专家顾问。他在南加州
大学的网格与云计算项目侧重于云平台与数
据中心的体系结构和安全机制的开发。

徐志伟研究员是中科院计算所总工程师，
总体负责曙光 2000、曙光 3000的研制；负责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基础研究项目“安全超级
服务器”的研究；曾获得罗格斯研究员奖、中国
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

来自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郭毅可教授是
该学院的终身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分布式
数据挖掘、文本挖掘、网格计算、云计算、传感
器网络及生物药物信息学等。他创办了 In-
forSense公司，利用 InforSense将研究成果转换
为 KDE数据分析系统，使该产品在学术界以
及生物药理、金融银行、电信及临床医疗等领
域广为应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为国内培养了众多的软件工程管理和软
件架构高端人才的伍小强博士曾就职于 Mi-
crosoft、IBM 等公司，并曾担任硅谷西北理工
大学的讲座教授。

最年轻的施巍松教授在美国韦恩州立大
学计算机科学系任副教授，获得了美国国家科
学基金会杰出青年教授奖。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姜翀
博士，主要从事软件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在澳大
利亚的学术、科研及工业界有 20年的工作经
验。

“云计算是个很难取巧的技术活。在云计
算的基础技术方面，追赶强国美国毋庸置疑必
须在包括服务器虚拟化、网络技术（SDN）、存
储技术、分布式计算、OS、开发语言和平台等核
心技术基本上赶超。因此我们首先从人才上布
局。”中科院云计算中心主任季统凯研究员早
在 2008年便开始描绘中国云计算的蓝图。

除了高端人才之外，中科院云计算中心云
集了来自各大名校和国立科研院所的技术人
才。因为背靠中国科学院，中科院云计算中心
的技术积累和同行业的其他公司相比更为深
厚。因此，G-Cloud落地东莞。

通用且易用

G-Cloud是我国首个自主知识产权的基
础设施云化管理平台。它不仅支持大规模计算
资源、存储资源、网络资源虚拟化和统一管理，
可在已有 IT基础设施基础上实现可扩展、安
全可控的私有云。在无地震等大自然灾难下，
云服务数据可靠度高达 99.99%。

在接受记者采访前，杨松刚结束和某市政
府的洽谈。这位年轻的产品总监被问及

G-Cloud云操作系统的特色时自信地说出了
两点：通用与易用。
“我们云平台是开放的平台，虽然我们从

云操作系统到服务器、中间件都能打包提供给
客户，但所有的管理软件和服务器，G-Cloud
云操作系统都可以支持。我们初衷不希望绑架
客户，而是要在云的领域打破国外软硬件厂商
的垄断。”杨松他们愿意给客户在服务器和软
件使用上更多自主的选择权。

将用户圈在自家后院是很多跨国大公司
的惯常做法，比如将服务器提供商和数据库软
件提供商以及存储设备提供商绑定在一起，三
者构成了一个从软件到硬件的数据库系统。由
这三驾马车构成的数据库系统维护费用非常
昂贵，在应用云计算的过程中，这样的系统并
不适合云服务横向扩展，也就是多个数据库系
统同时运行，因此云服务一旦扩张，这部分维
护成本将非常高。

关于易用性，杨松举了个不久前发生的例
子。
“东莞是中国电子政务的先行者，东莞市

政办公自动化信息系统的审批流程，如果人在
电脑前的话，审批时间不会超过一个小时。”杨

松说。
东莞市保密局的黎科长某天中午很意外

地接到了杨松的工作电话，他上午刚填写完申
请服务器的电子申请表。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么快。”他被告知可以

访问服务器并且可以上门帮忙安装软件，前后
大约一个小时。
“G-Cloud云操作系统由管理人员为用户

分配资源配额，按需使用资源，并在资源不足
时向管理员申请动态扩展。通过统一的监控和
管理平台，减少协调成本，降低人力成本。”中
科院云计算中心孙傲冰研究员说。

杨松告诉记者，传统企业、政府部门都存
在业务高峰期，但传统资源不能无节制扩充。
“云平台可以调度服务器在日常工作时间使
用时发挥最大功效，但在夜晚等非繁忙时间，
自动关闭闲置服务器或降低正在运行服务器
的能耗。云平台支持动态资源调度，支持物理
资源和虚拟资源的实时监控，可以设置阈值，
并根据资源池的利用率，为云服务器智能地
分配合适的资源，同时整合服务器与控制数
量，把旧有服务器重新利用，降低基础设置使
用能耗。”

国之云，云之国

G-Cloud的 G是“国”的第一个拼音字
母，意指它将以成为中国自主可控通用云计算
操作系统和解决方案的领导者为目标。“既然
是国之云，我们必定要做到自主创新、诚信为
本、服务至上、合作共赢。”这是季统凯的准则
也是中科院云计算中心的理念。

即使是云计算领域全球领先的美国威睿
（VMware）公司，也是成立后第九年才迎来大
发展时期。短短四年，中科院云计算中心不仅
成功开发自主云操作系统 G-Cloud，并获
2011年工信部“基于安全可控软硬件产品云计
算解决方案”重点推介项目、公安部 3级信息
安全等认证，已经成功应用于电子政务、教育、
制造等行业。作为中国领先的自主云计算解决
方案，G-Cloud强大的技术背景已出色地为大
量用户提供了安全，全面的云计算解决方案。

不过，中科院云计算中心志向并不仅在自身
发展。因为在云计算技术领域，中国比美国要整
整落后一个阶段。所以中国未来的云发展应该掌
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让美国牵着鼻子走———这
便是作为“国家队”的中科院云计算中心的历史
使命。

▲广东省云计算产业国际创新团队
荩G-Cloud OS示意图

为基层医疗支“科技招”
姻本报记者 沈春蕾

创业

中国 80％的老百姓因为高额的医疗费用
而看不起病，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由来已久，最近几年这一民生问题正有望得
到解决。

深圳中科强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科强华）成立于 2007年，由中国科学院深圳
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深圳先进院）和上
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成立，中科强华成
立以来一直积极推动“全民低成本健康”工
程。

中科强华董事长、深圳先进院院长樊建
平希望中科强华以全民健康为己任，用高技
术实现任何人随时随地可以享受普适健康
的服务。

实践探索三年

2006年 11月，由深圳先进院联合多家中
科院的科研单位，组织召开了“全民低成本健
康工程战略”研讨会，探讨全民健康工程战略
可行性和创建“低成本健康集成技术工程中
心”方案。

随后，深圳先进院成立了低成本健康集
成技术工程中心，旨在通过技术创新、设备研
发、人才整合，在合理的成本下，为全民提供
一体化医疗服务，解决中华民族的健康问题。

2007年 1月，深圳先进院正式启动“万人
免费体检工程”，主要针对深圳市环卫人员、
基层保安、生产工人等弱势群体进行免费体
检，提供全套体检系统解决方案。

当时，现任低成本健康集成技术工程中
心主任、中科强华创始团队成员之一周树民
负责多功能健康检查床的研发，并于 2007年
5月研制成功，该设备将集成技术运用于医学
影响和生物电子信息领域，为居民提供“一站
式”的健康检查。

通过团队组建和产品研发的历练，同年 8
月，深圳先进院依托低成本健康集成技术工
程中心成立了中科强华公司。

从产品问世到公司成立，仅相隔 3个月
时间，由于深圳先进院也刚成立不久，没有可
以借鉴的经验，因此中科强华也需要在实践
中探索。“后来，我们发现产品的定位需要进
行调整。”周树民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从 2007 年第一台多功能健康检查床问
世以来，到 2009年中科强华一共研制出了 4
款这样的床，产品原本定位于高端体检，但后
来周树民和同事们发现，实验室里的想法与
现实还存在很大距离，尤其是高端体检需要
的核磁共振和 CT不可能集成到一张床上。
“3 年的创业经历让我们思考了很多模

式，却迟迟不见起色。最后在深圳先进院和投
资方共同商议后，双方都认为现有的技术应
该结合新的应用模式。”周树民说，“既然高端
走不通，那就走低端。”

瞄准基层需求

2009年，在中科强华的员工开始消沉的
时候，公司的调整方案也出台：放弃医院，瞄
准基层。

2010年，中科强华开始了新产品的研制，
新产品的名字叫“海终端”，主要由两部分构
成：一是便携式出诊包，二是多功能检查床。

其中，便携式出诊包又叫多参数体检包，
它可以集成 7导心电图、11项尿常规、自动血
压和无创血氧，还能监测人体的呼吸、体温和
脉搏；出诊包还配有蓝牙功能模块，可供村医
在出诊归来后将体检信息无线回传到多功能
检查床上，多功能检查床则能集成三分类血
常规和 12导自动心电图。

该设备还能结合医生工作站软件系统，
自带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立及管理系统。多
功能体检床安装的程序可以对检查数据进行
智能整理，并根据整理结果为医生提供必要
的诊疗建议。

2010年～2011年，中科强华开始推进“全
民低成本健康农村三基医疗网底示范工程”，
逐步完成全民健康覆盖和医疗卫生信息化系
统的建立，解决当地居民看病难的问题。

周树民表示：“因为跟地方需求非常吻
合，我们的工作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并
且公司也明确了新的市场方向，开始步入正
轨。”

覆盖村级医疗机构

目前，我国有近 70万家基层医疗机构，

深圳先进院院长助理毕亚雷指出：“我们的目
标是让每个村卫生室都能用上这套设备。”他
表示，村卫生室是三级医疗卫生网的“网底”，
这项工作将有助于夯实“网底”。

中科强华已经在 5个省市的村一级基本
医疗机构进行推广，预计 2014年能覆盖 1万
个村。“推广主要面向当地的卫生局或卫生
厅，并借助中科院平台。”周树民指出，“我们
不仅卖设备，还提供培训、信息化系统，这也
是摸索而来的适合基层的模式。”

基层医疗机构需要的检验设备不同于大
医院，主要是设备和仪器的使用频次有限，一
些检查设备如果达不到一定的使用率会容易
出故障，一些试剂会因为保质期较短可能造
成浪费。传统的设备在村级医疗机构没法使
用，必须采用新技术和新产品。

周树民还表示，之前因为村级医院没有
检验血常规的设备，而出现一些抗生素药物滥

用，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需要我们把检验功能
下放到村里。

目前国际上也没有这样的产品，因此中
科强华在挑战自我，设备从应用模式、解决方
案、产品思路到功能都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近 3年来，中科强华在福建宁德试点的
“便携式全科医生工作站”，这是中科强华推
出的第五代产品，一套售价 1.98万元。现在，
根据试点反映上来的问题，中科强华又对产
品进行改进，改进出第六代产品———数字化、
模块化的便携式全科医生工作站。

周树民指出：“第六代产品把所有东西模
块化，如果一个芯片坏掉了，换一个新模块一
装就好。如有新增检测项目，也可以做成新模
块放进去。”
“我们要构建自主可控的平台体系，同

时把平台维护费降低 20亿 ~50亿元。”毕亚
雷表示。

中国科学院正与地方政府联合实施“全民低成本健康海云工程”，让农民可以
在家门口使用先进医疗设备筛查诊断病情，从而解决村民看病难的问题。

MH-100多功能健康检查床

推介

爆炸处理水下软基技术

爆炸法处理水下淤泥质软基技术是中国科学院
力学研究所的一项创新技术，适用于防波堤、护岸、围
堤、码头等水下建筑地基的软基处理以及水下抛石基
床密实等。
该技术原理是：在堤头适当位置的淤泥内埋设群

药包、爆炸将淤泥向四周挤出并向上抛掷形成爆坑，
临近爆坑的堤头堆石体，在爆炸负压与强烈压缩、振
动作用下滑向爆坑，形成瞬时定向滑移与泥石交换。
塌落石方滑向爆坑后，形成“爆炸石舌”。继而在爆后
堤头抛填，形成新的抛填堤头。新的抛填体将“石舌”
上部浮淤挤走并压在“石舌”上。在新的抛填堤头前方
继续埋药爆炸。这样“抛填—爆炸”重复进行，直至完
成海堤设计长度为止。

技术可用于防波堤、护堤、围堤、大型沉箱码头、
造船厂滑道工程等淤泥软基处理和港口工程，具有施
工简便、工期短、地基后期沉降小以及造价低等优点，
因此近年来得到迅速推广和应用。
典型工程：连云港西大堤、嵊泗中心渔港防波堤、

大连港东港区围堤、汕头电厂贮灰堤、深圳滨海大道
围堤、珠海发电厂防波堤、台山发电厂防波堤、粤海铁
路轮渡北港南港四条防波堤等工程的软基处理以及
深圳妈湾电厂码头和连云港多条滑道等工程的抛石
基床爆夯密实。

蛋白质芯片生物传感器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制的蛋白质芯片生物
传感器，是新近发展成功的自动蛋白质检测技术。
该技术基于生物分子的特异识别和椭偏光学成

像技术，是一种高灵敏度光学无接触、无扰动、无标记
的多元生物分子检测技术，使蛋白质溶液输运、蛋白
质芯片的制备与蛋白质相互作用均在同一蛋白质微
阵列反应器系统内实现。
在静态检测方面，已实现蛋白质芯片制作及多

达 48 种蛋白质的同时检测，结果直观，具有反应快
（分子相互作用仅几分钟），样品消耗少（10 微升量
级），检测灵敏度优于 1ng/ml，可同时实现定性与定
量测量等优点。
蛋白质芯片生物传感器主要应用领域有：蛋白质

的结构功能研究；医学诊断和医疗新药开发；生物工
业等生物医学领域。

蛋白质芯片生物传感器已成功实现了乙肝五项
指标同时检测、肿瘤标志物检测、微量抗原抗体检测、
SARS抗体药物鉴定、病毒检测及急性心急梗塞诊断
标志物检测等多项应用实验。

由于高通量的优势，该装置可应用于蛋白质和蛋
白质谱的检测、疾病标志物的识别和药物筛选等领
域。目前，已成功实现了乙肝五项指标同时检测、肿瘤
标志物检测、微量抗原抗体检测、SARS抗体药物鉴
定、病毒检测及急性心肌梗塞诊断标志物检测等多项
应用实验，显示出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广泛应用前景。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提供，雨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