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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2.0时代：

企业如何踏上“云化”之路
■本报记者李惠钰

在数字化转型的热潮下，云计算开始步
入全新的 2.0 时代。越来越多的玩家争相收
割云计算红利。除了 BAT（百度、阿里、腾讯）
及其他互联网企业之外，传统 IT 企业也纷纷
向云计算转型，就连圈外的房地产大佬万达
集团也高调杀入云计算。

“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其
真正的关键技术就是云计算。云计算处于供
应链的底层，提供数据的存储，也提供技术的
发展和需要。”近日在北京召开的 2017 中国
信息技术主管大会上，亚马逊 AWS 首席云
计算企业顾问张侠十分肯定地说，“往后再看
十年、二十年，云计算无疑还是最具颠覆性的
技术，它的影响是最深、最广的。”

近期，从密集的有关云计算会议中所传
递出的信息以及厂商提出的各种“云化”策略
上不难发现，云计算继前期在社交、电商、游
戏、视频等领域的应用后，如今正朝着政务、
金融、制造、医疗等纵深行业蔓延。

随着云计算需求的变化，各大厂商的策
略玩法也在改变，竞争格局也将随之重构。那
么，在云计算 2.0 时代，企业的云化之路又该
如何走？

为何要深耕云计算？

云计算被称为 21 世纪初期最具颠覆性
的 IT 技术创新，是由亚马逊在 2006 年首先
提出的。该技术在过去十年间推动了大数据、
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相关应用的飞速发展。

据赛迪顾问报告显示，2016 年中国云
计算市场整体规模达 2797 亿元，同比增长
41.7%，预计未来仍将保持 20%以上的增长
速度。

除了创新企业外，更多的传统企业也开
始使用云计算，到底这项技术能带给企业怎
样的好处？在张侠看来，第一就是敏捷性和创
新性，采用云计算的企业能够快速地建立一
个商业模式，并转化成相对应的 IT 模式；第
二是总体成本降低。

“公共云”的推出就大大节省了公司的成

本支出，从模式上来看，“公共云”由第三方通
过互联网为用户提供计算能力、数据库存储、
应用程序和其他 IT 资源，用户无须自建 IT
基础设施，只要按需向第三方购买 IT 服务即
可，因此很快获得了初创公司的认可。

不仅如此，云计算还能够自动收放，不需
要计算容量，可以不用固定资产投入，直接按
需使用、按使用量付费等等。

张侠表示，目前，云计算提供的服务几乎
覆盖了所有与计算相关的内容，从物联网到
大数据，再到人工智能等。单亚马逊一家就有

90 多类云平台服务，比如计算服务、存储服
务、网络服务、大数据服务、互联网服务等。

但是，“在国内还有好多人把云计算混为
一个计算机机房，企业只要有一点相关业务
就打出云计算的旗号，其实这与真正的云计
算相差还很远。”张侠说，“云计算要求企业改
变原有的行为方式，同样也需要企业加速创
新和响应的速度。”

华云集团解决方案北区总监吴迦德表
示，数字化的进程一直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过程，而企业“上云”，最终目的就是实现业务
流程的数字化转型，努力从企业的业务流程
中挤出每一滴价值，重新构筑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

在吴迦德看来，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首
先是要实现行业内的应用云化，再到达数据
的云化，接下来就是行业服务能力，再加上健
全的平台，打造一个生态圈，才能实施更为广
阔的数字化战略。

加快工业互联网平台培育

目前，我国很多企业已经主动拥抱信息
技术，也在重构技术体系与价值链体系，提高
智能化服务的水平，打造异地研发设计、个性
化定制，包括像精准供应链管理这样的新方
向，加速了企业由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化。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化研究一处
处长李广乾看来，打造制造强国、网络强国，
就要发展国家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当前，工业
互联网平台已经超越了普通电商平台的价
值，它对于国家的战略来说具有核心的作用，

而云计算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李广乾认为，工业互联网平台是一种新

兴的制造业系统，在这个系统里面，众多的企
业流通与服务等产品的生产过程，在实现数
字化、信息化、智能的基础上都被迁移到云平
台上实现远程制造。

“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出现，对一个国家的
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国
际产业分工当中，居于核心主导地位。”李广
乾表示，国外工业互联网平台在与国内企业
开展相关合作的时候，必须将工业大数据和
工业云中心部署在中国境内，统一规划工业
大数据和工业云中心的建设。因此，不仅要将
工业云中心看作是政治任务，还要从关键基
础设施属性上看待和管理。

此前，国务院发布《深化“互联网 + 先进
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工业
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司长谢少
锋表示，未来重点工作就是推动百万企业上
云。鼓励工业互联网平台在产业集聚区落地，
推动地方政府通过财税支持、政府购买服务
等方式，鼓励中小企业业务系统向云端迁移，
实现大企业建平台和中小企业用平台双向迭
代，互促共进。

人工智能重新定义云计算

随着大数据的指数级增长以及人工智能
的突破性进展，被称为“ABC”的“人工智能 +
大数据 + 云计算”有望成为未来发展关键，
这种三位一体的能力也将决定着企业的可持
续发展能力。

“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面对的一个
不可逃避的趋势就是将云、人工智能和大数
据有效结合，未来在云端用人工智能处理大
数据。”此前在 2017 中国“互联网 +”数字经
济峰会上，腾讯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如是说。

目前，无论是腾讯还是阿里，都推出了基
于人工智能的云服务，升级云服务能力。阿里
巴巴就在内部启动代号为“NASA”的计划，
面向未来 20 年储备核心科技，其研发成果都
将通过阿里云对外输出，成为创新者的强大
技术后盾。

张侠表示，在人工智能方面，亚马逊也推
出了三项新的服务。第一是图像识别，可以识
别照片里的物体和人的性别、年龄、表情等；
第二是语音服务，可以把 24 种语言用 47 种
人声发音出来，直接提供语音的服务；第三项
是 Lex，通过它来听音乐，包括控制家用电
器，比如开灯、开咖啡壶等。

从全球来看，云服务市场由亚马逊、微
软、谷歌和 IBM 领头，在国内则由阿里云主
导。那么，中小云服务商的机会又在哪儿呢？

对此，容联云通讯创始人孙昌勋认为，中
小型云服务商完全可以从某一细分市场着
手，通过在产品、品牌、价格、服务上的差异化
优势，来赢得客户，赢得市场，从而在某一个
领域立足。

“对中小企业来说，凭借自身市场或技术
优势、在某一细分市场内深挖才是唯一的出
路。另外，良好的运维服务也是中小云服务商
成功的关键。”孙昌勋说。

很多企业已经主动拥抱信息技术，加速企业由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化。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半夜小孩病了要买药？找我！家里电
灯泡坏了？没问题，找我！”11 月 14 日，在于
武汉举行的 BOE（京东方）全球创新伙伴大
会·2017（BOE IPC·2017）智慧系统分论坛
上，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盒马鲜生创始人
兼首席执行官侯毅如是介绍盒马鲜生。

2016 年 1 月 15 日，阿里巴巴旗下的盒
马鲜生在上海金桥开了第一家店，随后便
以“新零售”领域的“黑马”形象异军突起。
而今，谈及盒马鲜生的本质，侯毅认为，是

“面向 5G 和物联网，构建 3 公里×30 分钟
的即时服务网络，成为消费者在家和办公
室之外的‘虚拟第三空间’”。未来他们准备
在 3 到 5 年内建 2000 家店，打造一个分布
式网络体系。

BOE IPC·2017 大会的主题是“物联网
1.0：共创共赢”。作为合作伙伴，盒马鲜生的
愿景是京东方创始人、董事长王东升所描
绘的未来 30 年物联网发展蓝图的一部分。
在王东升眼中，物联网发展的最终目标是，
让人类变得更加健康、聪明和长寿。

从 1.0 到 3.0

京东方是以显示器件生产、制造起家
的公司，而今却把自己定位为一家“为信息
交互与人类健康提供智慧端口产品和专业
服务的物联网公司”。其原因何在？

王东升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这与
人工智能、基因技术和物联网这三者间的
关系有关。

在王东升看来，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产
业革命的关键性触发点科技，影响着物联网
和基因科技的进步。从 1950 年到 2015 年，
是人工智能发育的基础阶段。2016 年到
2030 年，是弱人工智能（ANI）发展阶段，与
此相对应的是物联网 1.0，其特征为一对一
和一对多的智慧连接。2030 年到 2045 年，是强人工智能（A-
GI）阶段，相对应的是物联网 2.0，其特征为多对多的智慧连
接。在物联网 2.0 阶段，万物智慧相联的图景已经真正实现。

“2045 年以后，是超级人工智能（ASI）阶段，物联网也很可
能进入 3.0，但那个时候情况会怎样，我目前无法预知。”不过，王
东升相信，“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的发展，必定推动生命科技快
速发展，极大改善人类健康状态。人类最终将战胜癌症、糖尿病
和心脑血管疾病等顽疾，变得更加健康、聪明、长寿。”

物联网之父、麻省理工学院执行董事凯文·艾什顿
（Kevin Ashton）是王东升的好友，当天也莅临了 BOE IPC·
2017 并发表了主题演讲。他认为，物联网是一种通过传感器
自动获取信息和数据的方式，但一定要拥有能把数据变成某
种行动的能力，否则数据是无价值的。而面对海量的数据和
信息，原来人工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因此物联网的世界里
充斥着人工智能。

谈及物联网和基因工程的关系，凯文·艾什顿表示，“物
联网本身是一座桥梁，它将电子世界和基因工程完美结合，
而我是这一方向狂热的粉丝。”

他指出，“在物联网时代，中国成为最重要的国家，也是
最重要的经济体，未来这一趋势还会持续下去。”

勇敢的想象

“1999 年我提出物联网这一概念的时候，世界上只有 5
个人同意我的观点，很多人觉得我是疯子和傻子。”凯文·艾
什顿回忆道，“对我来讲，这种反应限制了我的前瞻和想象。
而事实是，物联网发展到 2017 年，比我在 1999 年想象得更
加丰富。我觉得要勇敢地去想，不要担心别人对你的看法。”

他举了一个用物联网解决疟疾给人类带来的医疗风险
的例子。在肯尼亚，因为传播疟疾的蚊子只聚集在某些地区，
因此通过手机定位，就可以知道哪些人群会暴露在疟疾的风
险下。这表明，“物联网不只在个体层面能给生活带来改善，
从群体层面也可以给社会带来改善。”

王东升也介绍了京东方在移动健康物联网方面的一个
应用———无创血液监测。“这是我们的无创多参数检测仪

（MTX），只有打火机大小，结合移动健康 App，能够集半导体
与健康医疗技术于一身，可以无创地检测 14 个体征指标和
血液参数。”目前，这款产品已经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和我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认证，上市销售。

11 月 14 日傍晚，“让艺术走进大众———BOE 画屏之夜”
沙龙在分论坛结束后举行。中国当代超现实主义油画领军人
物冷军、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赵力等悉数到场。京东方科技集
团联席首席运营官及智慧系统事业群首席执行官姚项军介
绍说，画屏是京东方打造的数字艺术物联网终端显示产品。
通过画屏，大家可以足不出户地随时欣赏大师们的艺术作
品，还可以进行数字艺术收藏、交易等。目前在内容提供端，
京东方已经与冷军等 1000 多位艺术家签约，还和包括纽约
大都会博物馆、俄罗斯冬宫等在内的近百家美术馆合作。

机遇与挑战

“2016 年正式进入物联网 1.0 时代后，智慧端口呈现爆
发式增长，平均每分钟就有 5000 个以上的端口连接入网。”
京东方首席执行官陈炎顺举例说，“在我刚才讲话的这两分
钟里，就已经有 1 万个端口设备连接入网，并产生了相当于
180 个世界最大的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信息量。”

他表示，截至目前，物联网端口数量预计在 200 亿个左
右。到 2035 年，这一数字会扩大到 1 万亿，平均每人会拥有
超过 100 台端口设备，涉及穿戴、家居、交通、教育、通信等人
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京东方未来 5 年将拓展 100 个以上的
物联网细分市场、提供至少 60 亿个物联网端口。

姚项军告诉记者，调查表明，计算机、手机等传统互联网
终端增长已趋缓，新增长主要来源于物联网在家电、零售、制
造、健康等行业的渗透。也就是说，“移动互联引领终端及行
业增长的时代即将结束，物联网引领增长的时代已经到来！”

麦肯锡公司的最新数据显示，到 2030 年，物联网引领的
市场规模将比 2017 年扩大 20 余倍，从 1.1 万亿美元增长到
27.6 万亿美元。

有鉴于此，5 年前京东方就开始转型，以显示、传感、人工
智能和大数据为核心技术能力，拓展显示和传感器件、智慧
系统和健康医疗（DSH）三大业务领域。

与此同时，王东升也看到，要想把市场机会变成现实，仍
存在巨大挑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需要更强大的信息
收集、传送、计算、存储和显示能力；二是需要更加科学、合
理、高效，并不断优化的算法支持；三是需要高质量的大数
据；四是信息安全保证。

“上述挑战就是机会，需要全球伙伴携手努力。物联网时
代，单打独斗很难成功。”他再次强调了此次大会的主题。

本报讯 近日，肿瘤免疫治疗专家、美国
南加州大学教授陈思毅在第二届中美肿瘤
精准医学高峰论坛上，报告了与北京马力喏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研发的改良型抗
CD19 CAR-T 细胞治疗产品。临床试验结
果显示，该改良型抗 CD19 CAR-T 细胞治
疗淋巴瘤有效率达到 70%，在高剂量组有效
率达到约 80%，其中完全缓解（CR）率达到
55%，并且疗效持久。

该公司通过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
瘤治疗专家朱军团队合作，进行了该细胞治
疗淋巴瘤的临床试验。接受该细胞治疗的
25 例患者，均为至少接受过两种系统方案

治疗后复发、难治 B 细胞淋巴瘤，其中只有
3 例患者出现低热反应，没有发生一例严重
不良反应，均未出现严重细胞因子风暴

（CRS）及神经毒性不良反应。同时，临床检
测 发 现 ， 大 量 回 输 的 改 良 型 抗 CD19
CAR-T 细 胞 在 病 人 体 内 成 为 记 忆
CAR-T 细胞，能安全及有效地治疗淋巴瘤
病人。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通过临床研究检测
发现，该改良型的抗 CD19 CAR-T 细胞在
病人体内大量扩增，出现在回输后 12 天左
右。这种缓慢及持续的扩增，反应较温和、平
缓，避免了猛烈的细胞因子释放。 （李晨）

改良型抗 CD19 CAR-T 细胞
临床试验治疗有效率达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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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工智能与智慧医学成为医
学界乃至全社会热议的话题。其中，医疗影
像与人工智能的结合正在发生。而病理向
来是医疗领域的“金标准”，病理诊断是对
疾病下最终判断的环节。人工智能与病理
结合能擦出怎样的火花？在日前召开的中
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第二十三次学术会议
暨第七届中国病理年会上，中华医学会病
理学分会主任委员步宏指出：“大力发展数
字病理是本届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的工
作重点之一。在加快数字病理网络平台建
设和应用的同时，学会还将组织讨论数字
病理发展共识，推动人工智能在数字病理
中的应用价值，重视其在辅助、优化病理诊
断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数字病理打破病理诊断发展瓶颈

随着癌症患者的飞速增长，同时由于
对病理医生的技术性要求高、培养周期长
等因素，目前我国病理诊断面临着医疗资
源分布不均、医生数量严重缺乏、水平参差
不齐等难题。数字病理的出现有效节省了
医院病理科的人力、时间成本，提高病理诊
断的质量和效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病
理科的发展困境。

在数字病理中，将切片数字化是最基
础、最关键的一步。全视野的数字化切片 /
全切片数字化图像（whole slide image，简称
WSI）通过全自动显微镜或光学放大系统扫

描采集得到高分辨数字图像，再应用计算
机对得到的图像自动进行高精度多视野无
缝隙拼接和处理，获得优质的可视化数据
以应用于病理学的各个领域（包骥，步宏。
中国数字病理发展展望[J]。 实用医院临床
杂志，2017（5）：1）。

“病理学已经进入数字病理时代。随着
肿瘤发病率和病理科工作量不断递增，未
来对数字病理的需求巨大。”中华医学会病
理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河北医科大学第二
医院病理科业务主任张祥宏表示，“数字病
理的推广应用不但能减轻病理医生的工作
负担，还能提高我国医疗欠发达地区的诊
断水平和操作规范，是病理科发展的必然
趋势。”

步宏提出，数字病理的发展分为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基于全玻片数字扫描技
术，将传统玻片上的全部图像信息进行数
字化，形成数字化切片，可以通过计算机显
示器进行阅片，完成对传统显微镜阅片形
式的替代。结合计算机存储及网络传输技
术，抵消切片信息传递中物理空间与时间
的限制，可以开展基于互联网的病理远程
会诊和冰冻切片远程诊断等。第二阶段：基
于高通量与快速 WSI 技术，病理科将所有
常规切片全部制作成数字切片整合进入日
常工作流程，实现数字切片首诊、数字化报
告和数字切片存档，从而实现病理过程全
流程的数字化质控和管理的全数字化病理
科。结合互联网技术，建立区域性网络病理

诊断平台，形成打破地域限制的“大病理
科”或“云病理科”。第三阶段：在全数字病
理科的基础上，存档的数字化切片形成了
丰富的数据集，当这些数据集与人工智能

（AI）等新兴的计算机算法和计算机强大的
运算能力相结合后，将会产生大量用于数
字切片的辅助诊断软件，计算机能够自动
检测数字切片中的病变区域并定量评估各
项指标，帮助病理医生作出快速、准确、重
复性高的病理诊断。在这个阶段计算机辅
助诊断软件将逐渐成为病理医生日常诊断
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包骥。 第一届中国数
字病理峰会简介[J]。中华病理学杂志，2016

（45）：1）。

人工智能辅助病理医生实现精准诊断

谷歌 AlphaGo 战胜了韩国棋手李世
石，那么，人工智能与中国的病理医生比拼

“读片”，谁将更胜一筹？在第七届中国病理
年会期间举办的“2017 病理图像诊断人机
挑战赛”上，罗氏诊断、华西医院病理教研
实验室、成都知识视觉科技有限公司合作
的辅助诊断乳腺癌的人工智能系统作为参
赛选手之一，与 10 位资深病理医生同场竞
技。参赛选手需要在 30 分钟内完成 10 张
乳腺浸润性导管癌（IDC）数字切片的 Ki67
阳性占比计数，要求精确到 1%。这 10 张切
片经罗氏诊断 Ventana 数字病理扫描仪进
行扫描上传，挑战赛以赛前特邀病理医生

的纯手工计数结果作为评分标准。
此次参赛的人工智能系统采用最新的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计算机图像分析技术
可快速找出所有浸润性导管癌区域并将该
区域自动标注，并结合免疫组化图像，自动
检测出 IDC 区域中的所有 Ki67 阳性及阴
性细胞，计数统计 Ki67 评分。

10 位病理医师的得分悬殊较大，AI 的平
均得分为 98.9 分，耗时 22 分钟，仅次于来自
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病理科教授李月
红。最终，李月红以 99 分荣获此次挑战赛一
等奖，并成为唯一一位超过人工智能（98.9
分）的病理医生。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病理
科主任王哲点评道：“人工智能在定量诊断上
具有一定的优势。日常工作中，病理医生往往
没有时间对每一张病理切片都进行仔细地分
析计数。人工智能可以帮助病理医生分担很
多此类重复、机械性的工作内容，让病理医生
有时间去完成更具有挑战的工作。未来，人工
智能将辅助病理医生，进一步提高病理诊断
的效率与可靠度。”

罗 氏 诊 断 Ventana 研 发 部 副 总 裁
Joachim Schmid 表示：“作为全球体外诊断领
域的领导者，罗氏诊断始终致力于研发最前
沿的诊断技术。在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方面，罗
氏诊断在乳腺癌的主要指标的算法分析已经
得到国内外的认证，未来还将扩展到胃癌、结
直肠癌和肺癌等领域，同时不断开发可量化、
数字化的诊断新指标，为精准诊断打下基础，
为患者带来更大获益。”

数字病理+人工智能，推动精准诊断新发展
■薛坤

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面对的一个不可
逃避的趋势就是将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有效结
合，未来在云端用人工智能处理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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