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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点击

文·本报记者 胡唯元

今年内，南水北调工程将全线开通一个实

时监测系统，以保障“工程安全、供水安全、人

身安全”。在长 1400 千米的工程全线,通过布

设海量信息采集点，包括水质、水量、流速等

数据会通过多种传输网络实时不间断地传递

到控制中心。

这 是 一 个 庞 大 的 监 测 系 统 ，在 1400 千 米

的工程全线，除了水质、水量的监测外，沿线

防护网的颤动也会被捕捉到，而且会通过其振

动模式迅速识别是风吹、动物冲撞还是人类攀

爬……

这 个 监 测 系 统 由 中 国 科 学 院“ 宽 带 无 线

传感网”创新团队研发实施。创新团队的负

责 人 就 是 记 者 面 前 的 杨 旸 。 7 年 前 ，当 时 还

不 到 35 岁 的 杨 旸 作 为 中 科 院“ 百 人 计 划 ”引

进人才回国，如今他已经是上海科技大学教

授、上海无线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和中科院上

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

任，并担任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新一代宽带无

线移动通信网”总体组专家。

杨旸：不忘初心的无线传感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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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有约
文·本报记者 滕继濮

■人物档案

龙芯中科总裁胡

伟武日前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我们CPU

也是可以做世界第一

的，而且有，关键就是

没法用，用户不用你。”

在节目中，胡伟

武介绍到，龙芯已经

有了自己的笔记本、

主机服务器甚至应用

到了北斗卫星。

而 对 龙 芯 的 未

来，胡伟武颇为乐观：

“我们可以做并且有

世界第一的 CPU，但

更重要的是谁先建立

起生态圈。今后还会有专属的软件，撑起完整的生态体系，而未来龙芯

还会有一套自主的软件。”

资料显示，龙芯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发的通用CPU，采用简单指

令集，类似于MIPS指令集。龙芯1号的频率为266MHz，最早在2002年

开始使用。不过后来，受制于外部环境和技术水平，龙芯在产业化上却

未能迈出多大的脚步。

胡伟武：
能做世界第一CPU但没人用

“让剪纸艺人生

活得更好一点，这就

是我创作新写实剪纸

的初衷”。这是 6月 6

日，画家、剪纸艺术家

李闽在“李闽新写实

剪 纸 艺 术 成 果 汇 报

会”上的表白。

李闽身着黑色便

装，目光炯炯，云盘大

脸，体格魁梧，他本是

南方福建人，1962 年

随父母来到这北方的

塞外蔚县，1980 年作

为我国恢复高考后的

第一批河北理工学院

陶艺专业毕业生，又分配回了蔚县。自此，蔚县这片充满浓郁民俗文化

气息的土地，成了他淘金的宝地。

蔚县剪纸不是剪出来的，是用各种各样的小刀雕刻出来的，再加

以点染，因而蔚县的剪纸在全国独树一帜，是唯一的以阴刻为主、阳刻

为辅的点彩剪纸。在此基础上李闽又开创了令世人耳目一新的新写

实剪纸。

李闽指出，新写实剪纸的创作理念与传统剪纸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第一要求作者要有坚实的绘画功底和较深厚的文学、艺术修养；第二创

作手段的改变，新写实剪纸在某种程度上说是高科技手段运用的结果，

它的绘制过程全部依靠电脑；第三是艺术形式的改变，它没有局限于单

一的平面艺术表现。而是将多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追求一种三维立体

效果；第四制作技法的改变，没有局限于单层剪纸的制作手法，大胆地将

多层剪纸叠加一起，追求一种新的艺术效果；第五审美习惯的改变，传统

的剪纸在艺术语言上和观众是有距离的，而新写实剪纸艺术语言的使用

大大的消除了和观众的陌生感，强调“近距离接触”，加强作品与观众的

相互交流，以作品的真情赢得观众。

李闽：
多层剪纸让民间剪纸“活”起来

■另一只眼

发生反应的时间是 10-24秒，产生的数据量却

可以动用全世界的硬盘……

为了解开宇宙的奥秘，高能物理学家们在混

沌中摸索前行。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

似乎是朝着不同的方向渐行渐远，远到听不懂对

方的语言。这时，“翻译”出现了，他们就是对撞

机唯象学家。

日前，记者走进曹庆宏位于北大物理学院的

办公室，两个学生正在墙上板书，满眼公式在记

者看来与天书无异。

桌角挂满了一排美国各地的汽车牌照，那是

他美国留学的见证：2000 年在美国密歇根州立

大学获得理论粒子物理博士学位，而后又在加州

大学河滨分校、阿贡国家实验室和芝加哥大学做

过两次博后,直到 2011 年 9 月，曹庆宏才回至燕

园任教。

“对撞机唯象学一词经英文翻译而来，其实

英文名词也是造出来的，主要研究和预测标准模

型和各种新物理模型在各种对撞机上的信号，从

而为实验物理学家寻找新物理信号提供重要的

理论参考。通俗地说，我是给理论物理学家和实

验物理学家当‘翻译’。”曹庆宏告诉记者，这一学

科出现的原因为，做理论的人纯粹做理论探索，

根本不了解实验信号是什么，甚至连电信号光信

号是什么都不知道，而实验物理学家则对理论方

面知之甚少。

因此，曹庆宏既要告诉做实验的人去如何验

证各种理论模型，还要提醒构造理论模型的人该

关注什么样的实验信号。

这一学科的尴尬可能是理论研究人员会说

“模型是我构造的”，而实验学家会说“数据是我

收集的”。高能物理就是这般奇妙，甚至可说是

虚无缥缈，同样在一层楼里坐着，曹庆宏和坐在

对面办公室里的教授，并不完全理解对方在研究

什么。他们研究的是在比一刹那还要微小无数

倍的时间段里，我们能描述出的最小的粒子之间

的关系，而这个几乎忽略不计的瞬间，也许是他

们一生也参不透的玄机。

81 岁的比利时物理学家弗朗索瓦·恩格勒

和 84 岁的英国物理学家彼得·希格斯获得了

2013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原因是他们成功预测

了希格斯粒子，也就是“上帝粒子”存在。那时距

离他们提出这一理论已过去几乎半个世纪，诺贝

尔奖委员会也在颁奖公告中说，诺贝尔奖得主可

能不会想到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其理论得到证实。

这也得益于来自全球的实验物理学家和对

撞机唯象学家的不懈努力。2007 年 11 月，世界

最大的粒子加速器 LHC 建设完成。LHC 全名

叫做大型强子对撞机（The Large Hadron Col-

lider）。LHC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寻找超出标准模

型之外的新物理信号，这正是当前高能粒子物理

的核心任务，也是曹庆宏的主要研究方向，他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高能对撞机上收集的实验数

据进行理论解释以及探讨各种可被 LHC 检验的

新物理信号。

对撞机的发生反应的时间是 10-24秒，产生的

数据量却可以动用全世界的硬盘。

“实验人员从这一步开始进行进一步筛选，

之后他们还要弄成图像，然后这些图像送达到我

这块儿，才真正到我们分析了。”曹庆宏说。

在曹庆宏的描述里，他所看到的都是些类似

于股票指数一样的曲线，然后通过猜测其后的物

理规律才判断其是否合理来进一步过滤筛选，在

浩如烟海的各种“踪迹”中如果发现了“合理范围

内的不合理”，而他又解释不了的，就会送到理论

学家那里，由他们建立新模型。

2013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颁布让曹庆宏的

伙伴们很兴奋，但面对未知空间的庞大，近乎茫

然的物理学家们有时也会反思自己的研究，甚至

担忧学科的未来。但面对无涯的探究，曹庆宏就

像经历过无数次主动与被动的“筛选”后留了下

来，而且还要坚持下去。

曹庆宏：寻踪“对撞机唯象学”

海外引进人才回国工作，不少会遇到“水土

不服”的问题。

“一棵树，长得再高，抵抗风沙的能力也是有

限的。一片树林，才能发挥作用，抵御风沙。科

研工作，团队非常重要。”杨旸说。

这次南水北调的信息化监控项目，创新团队

由来自上海科技大学、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

术研究所、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中科院微电子

研究所的12位年富力强的优秀学术带头人组成，

科研领域包括新型传感器、低功耗芯片、数据压缩、

无线通信、协议优化、核心网、智能信息处理、云计

算、物联网、软件工程、监控系统优化等交叉学科。

杨旸介绍自己的团队说，他们长期工作在科

研一线、思维敏锐、具有国际视野、注重产学研合

作，科研成果涉及基础理论研究、技术创新发明

和应用开发实践等多个重要阶段，科研团队和依

托研究所在上述各个领域的科研水平、支撑条件

和综合实力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每个科研人员在最初都是有自己的追求。

回国后，项目会多些，但不能‘为项目而追求项目’，

不要忘掉自己的初心。只要安安心心做事情，总

会有自己的成果。”杨旸说。

搞科研也应“不忘初心”

人的一生，会很多次面临选择。回首往事，

真正重要的，其实就那么寥寥几个。

对于杨旸来说，第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选

择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2003 年，杨旸从香港中文大学信息工程系

获博士学位。之后，留在香港中文大学信息工程

系担任助理教授。这个时候，他面临着一个选

择：去哪里工作？

“当时可供选择的机会有几个，但是我最后

还是选择了去英国。”杨旸回忆说，之前他从来

没有去过英国，甚至工作的面试也因为当时

SARS 疫情的原因，只能通过视频在线面试。

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工作，免不了有些忐

忑。但他更希望通过这份工作，在学术上能够

更进一步。

2003 年 8 月，杨旸和他的妻子带上行李，远

赴英伦。到英国布鲁奈尔大学的电子与计算机

工程系担任讲师。2005年 3月，他获得英国伦敦

大学学院电子与电气工程系的教职。

这份教职，是杨旸在学术生涯中一个不小的

成就。伦敦大学学院在国内的名气并不太大，但

属于世界顶尖名校。

伦敦大学学院的校友中，共有 32 位诺贝尔

奖获得者和 3位菲尔兹奖获得者，此外还不乏政

治、科学、文化以及娱乐等多个领域的名人。其

中包括“光纤之父”高锟。2014 年，REF 英国大

学科研实力排名中，伦敦大学学院高居全英第二

位，仅次于牛津大学。

在伦敦大学学院工作期间，杨旸与英国电

信、空中客车和罗尔斯·罗伊斯等公司开展产学

研合作，在国际上率先将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应

用于“飞机动态气流控制和磨擦阻力消减”和“喷

气式飞机发动机中采集测试数据”等前沿课题，

取得重要科研成果。

其中“飞机动态气流控制和磨擦阻力消减”

研究课题，是由英国战略技术委员会（TSB）择优

资助，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专家担任工业负责

人，杨旸担任学术负责人。这些工作经历，让杨

旸对科学和工程的结合有了更深的体会，也让他

更加明确了今后学术研究的重点。

锤炼于世界顶尖名校

高速、动态、实时，这是杨旸学术经历中的高

频词汇。在海外工作时，他的一项主要研究就是

高速运转的飞机发动机的信息监测。与上述研

究特点恰成鲜明对照的是，杨旸本人给人的印象

是宁静，他长相斯文，语速平缓，显得颇为淡定。

“我最喜欢莫奈的作品，会用很长时间来看他的

画，心情非常平静。”杨旸对科技日报记者说。每年的

毕业季节，他给学生们绘制纪念T恤。他担任主任的

上海无线通信研究中心，其徽标也是杨旸亲手设计。

莫奈是印象派绘画的代表人物，特别擅长于

展现特定光影、环境下特定时刻的场景，他曾经

画过一组睡莲，描摹其在不同季节、不同光线下

细致入微的变化。

从某种意义上，从事无线传输的杨旸也像莫

奈一样，都在竭力捕捉特定时刻的丰富信息，在

一个个时间片段里勾画玄微。或许基于此，一个

“理工男”才能在凝视两百年前的绘画大师杰作

时，体会到一种心灵相通的“知音”之感觉。

在英国的工作，不仅仅给杨旸带来了学术的

进步，也在很多方面改变了他的生活。对绘画的

热爱，是其中之一。

伦敦大学学院被称为世界上最昂贵的大学之

一，因为其主校区就坐落在寸土寸金的伦敦市中心。

“我的办公室距离大英博物馆就是300米的距离。

当时我住的地方就在海德公园的边上。”杨旸说。闲暇

时间，他常常到大英博物馆去，“不管是抢来的，还是买

来的，那里保留了人类最优秀的文化遗产”。

现在，在上海工作的杨旸，在很多方面还保

留着那段经历留给他的印迹。周末节假日，他会

和家人一起到上海的老城区走走，在咖啡店小

憩，乐享生活。为此，他在买房时还特意选择了

毗邻老城区的一个住宅。

“那是一段非常惬意的时光。这段经历丰富

了我的生活，让生活更有乐趣。”杨旸回忆说。

周末会去老城走走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杨旸在伦敦大学学院获

得了终生教职。对于大多数人，这顺理成章地意味

着工作生活将进入稳定状态，“终于安顿下来了”。

杨旸并没有这样想。他觉得这个时候自己

面临第二次重大选择：是这样“进入轨道”、稳步

发展？还是再次做一个改变？

“我拿到终生教职的时候，我妻子也正好拿

到博士学位。因为第一次选择，也就是来英国是

我的决定，所以这次我让她来做决定。”杨旸说。

他们最后决定回到家乡，回到家人的身边。

2008年，受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资助，杨旸回

国加入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任研

究员。

2012 年，南水北调工程采用信息化监控的

项目开始启动。“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的‘工程

安全、供水安全、人身安全’三个安全保障需求面

临着监控环境复杂多变、传感器类型繁多且数据

类型复杂、安全可靠性要求极高等诸多挑战。”杨

旸说。

核心技术难题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如何及

时、准确、高效率地融合和处理结构化和非结构

化的海量感知数据；其次，如何设计和规划一个

兼容性强、扩展性好的异构通信网络协作传输架

构，能够因地制宜地利用不同制式的有线/无线

通信网络，确保海量数据和监控信息的高效实时

传输；第三，如何利用网络化平台实现运营环境

综合监控和统一指挥调度。

杨旸和创新团队对全线 1400 多千米的施工

现场进行了实地考察和工程调研，完成了“三个安

全”综合保障系统的总体方案设计和关键技术研

究报告，创新团队一直致力于“宽带无线传感网”

关键技术研发，针对上述技术难题与挑战，着重强

化了安全保障方案的设计与论证，以理论研究指

导实践创新，通过学科交叉形成优势互补，从芯

片、设备、系统三个层面加大关键技术攻关力度，

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实现自主研发和自主创新，为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的“三个安全”保障工作提

供了全面有力的支撑。

牵头南水北调全线信息化监控

杨旸，中科院上海微系统

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和学

术委员会副主任，上海无线通

信研究中心主任。2012年获中

科院推荐，成为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

信网”总体组专家，主要研究领

域 是 无 线 传 感 器 网 络（物 联

网）、宽带无线通信网（4G/5G/

WiFi）及无线新技术测试验证

平台。在国际核心期刊和会议

上发表了 100 多篇科研论文，

编著了学术专著一部，申请了

国 家 发 明 专 利 28 项 和 国 际

PCT专利 5项。

一对小学没毕业的农民父子，历经 11年、上

千次实验，发明集精细分拣、回收再造于一体的

垃圾处理设备，每天可分拣处理垃圾 500 多吨，

受到国内外数十家企业青睐。

堆成小山的约 40 吨生活垃圾，在全套占地

1500多平方米的垃圾处理装置运作下，仅 1个多

小时，就被尽数分拣出来：金属、渣土、玻璃、塑

料、织物……其中一些垃圾，如塑料，则被处理成

压缩颗粒回收利用。记者来到位于河北保定市

清苑区刘指挥村，见到了刘子光、刘志孟这对父

子和他们的发明。

小学没毕业的刘子光今年 58 岁，年轻时

在 乡 办 企 业 积 累 了 不 少 机 械 加 工 经 验 。

2001 年，村子附近的小塑料加工厂开始多起

来，有次去天津出差，发现路边、树上等处都

有 塑 料 垃 圾 袋 ，非 常 影 响 环 境 。 于 是 ，如 何

在垃圾中分拣并回收塑料袋，使之能够再利

用，成了刘子光带领儿子刘志孟研发垃圾处

理设备的初衷。

2008 年，经过多次实验，刘子光发明了他

的首代垃圾分拣机，日处理垃圾量为 50 吨，分

拣率仅达 50％。父子俩没有止步，继续将一

车车垃圾拉回家进行改装设备实验，破解一个

个难题，并终于研发出圆形格栅式滚筒筛选

机、生活垃圾破袋粗选机等 6 项技术，获得国

家专利。

2013 年 2 月，尝试加入塑料水洗造粒机系

统的第二代垃圾处理设备正式诞生，不但能进

行重物分选、震动筛分、风选，还能破袋、清洗、

回收，能够节省 90％的人力，分选精确率提高

到 70％。紧接着，2014 年底，第三代数控系统

垃圾处理设备应运而生，能分拣 11 类垃圾，分

拣率达 97％。按照 8 小时工作日来算，每天可

分拣处理垃圾 500 吨。至此，刘子光父子真正

实现了环保梦。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位置的资源。”

刘子光说，经过精确分拣后的垃圾更便于回收，

织物可制成压缩燃料或大棚用的棉被，废旧塑料

可制成环保再生颗粒、燃料油、防水材料或者压

缩燃料发电，金属直接回收再利用。仅以造粒为

例，按每吨市场价 3500元计算，每年可创造价值

383万—1916万元。

目前，国内已有多个省市客户前来考察，

一些设备已在北京、陕西等地运行。今年以

来 ，先 后 有 俄 罗 斯 、印 度 、越 南 、哈 萨 克 斯 坦

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前来咨询，洽谈

合作。

（新华社）

庄稼地里走出“环保达人”
文·王 昆

■资讯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日前，2015 北京软件名人论坛在京

召开。

据了解，由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指导、北京软件和信

息服务业协会主办的北京软件名人论坛，至今已举办三届。工信

部软件服务业司司长陈伟认为，“中国制造 2025”和“互联网+”是

当前最大的热点，而本次论坛的主题“软件支撑产业互联”实际上

是“互联网+”的具体表现。

北京市经信委主任张伯旭认为，当前的软件技术和互联网

技术相结合，已全面覆盖、全面支撑和全面融合到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对各个传统产业链条进行革命性的重构，

不断演进出新的组织形态，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强有力的驱

动力量。

用友网络高级副总裁郑雨林分享了传统软件企业的转型决

心 ：更 名 用 友 网 络 ，从 传 统 软 件 到 互 联 网 +软 件、互 联 网 +企 业

运营和互联网金融；百度技术委员会理事长陈尚义认为互联网

较 于 传 统 企 业 有 快 速 迭 代 满 足 用 户 需 求 和 关 注 用 户 体 验 两 大

方面优势。

2015北京软件名人论坛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