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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10月10日电（记者姜靖）全球知名

的信息技术研究和顾问公司高德纳（Gartner）最新预

测，无论在成熟抑或新兴的市场，联网汽车产量都在迅

速增长。这种新式汽车通过嵌入式通讯模块或是移动

装置连接线实现数据互联功能，产量预计到 2016 年将

达 1240万辆，到 2020年将达到 6100万辆。

高德纳将联网汽车定义为一种能借助外部网络实

现双向无线通讯的汽车，目的在于使其提供数字内容

和服务，从车中传出遥测数据，以及实现远程监控或管

理车内系统。

“互联汽车给汽车行业和许多其他垂直行业带来

了机会，但也形成了威胁。”高德纳研发总监詹姆斯·汉

尼斯表示，“联网汽车将继续呈现产品和服务方面的创

新，催生新的公司，推动形成新的价值取向和业务模

式，同时也将开创智能移动的新时代，汽车行业的重心

将从汽车的个人所有转向更以服务为中心的个人移

动。”

联网汽车技术将为汽车制造商创造更多机会，使

其可通过附加服务和特色增加销量实现更多利润，也

可通过更加个性化的客户体验提升品牌忠诚度。该技

术还有助实现汽车保险、租赁、共享和电动车充电等业

务的创新。

高德纳预计，从 2016 年到 2020 年，未来联网汽车

应用将推动情景信息服务（图像检测和地理定位等）的

需求增长 150%。汉尼斯表示：“汽车越来越自动化，也

将配备更多的传感技术，比如摄像头和雷达系统等。

许多汽车将利用图像检测来识别附近物体并对其进行

分类，以便实现更加复杂的反应甚至更自主的控制。”

为了使汽车变得更自动化并更清洁，2016 年至

2020 年间将需要逐年在汽车内增加 5%的嵌入式处理

功能器件。为实现自适应巡航控制、防撞和车道偏移

指示系统等自动化驾驶功能，有必要引入摄像头和传

感器数据实时处理和模式识别功能；而为了提高燃料

效能、减少尾气排放，则有必要引入精密的引擎和传动

控制系统。

借助外部网络实现双向无线通讯

“联网”汽车未来五年将纷纷“上路”

科技日报北京 10 月 10
日电 （记者董映璧）近年来，

无线充电技术的研发得到了

世 界 上 许 多 高 技 术 公 司 的

青睐，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不

断见诸媒体，但真正技术上

的突破还未能实现。据《今

日 俄 罗 斯》国 际 新 闻 社 报

道，俄罗斯火箭宇航“能源”

公 司 的 科 研 人 员 ，在 1.5 公

里 的 距 离 上 利 用 激 光 束 成

功实现了为手机无线充电，

在远距离无线输电技术上取

得巨大进展。

俄“能源”公司的科研人

员介绍说，在上述实验中，激

光装置被放置在莫斯科郊外

一幢楼的六层，在另外一幢

楼的顶部安装了直径 10厘米

的激光接收器，该接收器借

助一特殊设备将激光能量转

化为电能，这一特殊设备与

手机充电器连接。实验中，

无线充电的距离达到了 1.5

公里，而无线充电的效率正

在计算中。

研究人员还介绍说，该实

验的最终目的不是为手机充

电，而是实现在太空中为各类

航天器进行无线充电，比如，

在国际空间站上为俄罗斯“进

步”号货运飞船充电，而它们

之间的距离在 1000 米至 2000

米之间。下一步，研究人员将

在小型无人飞行器上进行测

试，一年后再到国际空间站上

进行实验。

研究人员指出，上述无

线充电技术还可用来为太空

轨道上的卫星充电，用以延长卫星的使用寿命。目前

的光电转换器效率已经达到 60%，因此，利用激光装置

从 一 个 航 天 器 向 另 外 一 个 航 天 器 传 递 电 能 非 常 有

效。现在，微型卫星技术发展很快，市场也在急剧增

长，远距离无线充电技术将能开辟太空研究的新方

向。另外，未来不仅小功率电器，常见的家用电器设

备、医疗设备、电动工具、办公室电器、厨房电器等均

可以实现无线充电。

远
距
离
无
线
输
电
技
术
获
新
突
破

可
在
一
点
五
公
里
之
外
为
手
机
无
线
充
电

癌症可谓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

剑，如何治愈癌症是目前科学领域最重要的议题之

一，也引发了很多科学家的关注，从来都是时代“弄潮

儿”的技术巨头们当然也不例外。

尽管微软、谷歌、IBM 等公司因为软件、计算机或

手机等声名大噪，但现在，他们开始投入到了抗癌这

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各出奇招，希望能尽快治愈癌

症。微软公司甚至表示，其研发的最新方法或能在 10

年内铲除癌症。

微软：以细胞编程抗击癌症

微软研究实验室位于英国剑桥大学，该实验室吸

纳了多位全球最好的生物学家、程序员以及工程师，

这 150 名专业人士正在进行多个项目，作为“生物计

算”单元的一部分，他们的终极目标就是对付癌症。

据英国《每日邮报》近日报道，该实验室的科学家

将癌症看成是计算机系统中的大漏洞,他们希望 10 年

内将细胞制成活体计算机，通过对这些细胞编程以及

重新编程，从而治疗包括癌症在内的疾病。

该实验室负责人克里斯·毕夏普接受《快捷公司

（Fast Company）》杂志采访时说：“生物和计算领域看

起来风牛马不相及；但其实，发生在细胞内的复杂过

程与发生在计算机系统内的过程非常类似。”

微软负责研究实验室的全球资深副总裁周以真

（音译）解释称，微软解决癌症，基于两个基本方法：其

一，癌症和其他生物过程都是信息处理系统，剑桥大

学的实验室目前正基于这一想法进行研究；其二，研

究人员能将机器学习等技术应用到生物数据上。因

此，“生物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之间的通力协作至关

重要”。

201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首次制作出一

种有机物完整的计算机模型，该“生殖支原体（Myco-

plasma genitalium）”细菌模型基于 900 篇科学论文提

炼的数据，其表现与真实细菌几乎一模一样。从此，

计算生物学领域开始发展。

“模拟”生命使科学家能进行更复杂的实验。目

前，微软的编程团队已经研发出软件，能模拟一个细

胞的健康行为。接下来，科学家们将着手编写代码，

如此一来，健康细胞能与患病细胞进行比较，从而获

悉问题出在何处以及如何解决。

从短期来说，微软科学家研制出的计算模型能辅

助制药公司研发新药。该研究团队负责人安德鲁·菲

利普称：“从长期来说，5 到 10 年内提出一个能探测疾

病的智能分子系统，从技术上来说是可行的。”

微软高级研究人员、剑桥大学副教授詹思敏·费

什接受《每日电讯报》采访时表示：“如果我们能控制

和管理癌症，那么，它很可能变得和慢性病类似，这样

问题就解决了。我认为，未来 10 年内，我们将能彻底

根除癌症。”

IBM：利用人工智能对付癌症

与微软将癌细胞看成是计算机系统内的漏洞不

同，IBM 公司对抗癌症的法宝是其“沃森”人工智能系

统。

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IBM 和东京大学医

学科学研究所将携手开发利用“沃森”治疗癌症的方

法。IBM 将把日本国内外论文和药物的效能等最新

数据输入“沃森”；研究所的科学家将输入从日本癌症

患者的血液和组织中提取的基因数据等。“沃森”将根

据数据库，最短 10分钟左右，就能提出副作用少、疗效

更好的药物等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

据悉，他们正是利用此方法，判断出一名 60 岁女

性患有罕见的白血病，并向研究人员提出了治疗方

案，为这名女性的康复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实，“沃森”早已进军癌症治疗领域。去年 5 月

份，IBM 宣布，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 14 家肿瘤中心将

部署“沃森”计算机系统，根据患者的肿瘤基因选择适

当的治疗方案。

据麻省理工学院（MIT）《技术评论》杂志报道，

“沃森”目前已学习了 60 万份医疗证据报告和 150 个

病人的病例及临床试验报告，可帮助医生为病人设计

出更精准的癌症治疗方案。

谷歌：利用智能算法精准抗癌

谷歌则另辟蹊径，研制算法来对付癌症。

MIT《技术评论》杂志报道称，谷歌机器学习分部

“深度思维（DeepMind）”公司计划利用人工智能算法，

将复杂的癌症放疗方案流程化，希望能缩短治疗时

间，从而大大减轻医生负担和病人痛苦。

“深度思维”公司将与伦敦大学学院医院合作，分

析 700 名曾患头颈癌的病人的扫描图像，创建一种算

法，学习医生在放疗过程中是如何决策的，最终实现

自动“分割”扫描，为医生减轻负担。“分割”是指医生

给癌症患者做放疗时，需要人工绘出放疗区域，找准

射线扫描部位杀死肿瘤细胞，尽量减少对周围健康组

织伤害的过程。

不过，该公司解释，最终是否减少放疗程序仍由

临床医生决定，但他们希望能将“分割”过程从 4 小时

缩减到 1 小时左右。此外，这种算法还能用于其他癌

症的治疗。

尽管上述公司方法各异，但殊途同归，最终目标

都是为了拔除人类文明史上的“毒瘤”——癌症。

（科技日报北京10月10日电）

细胞编程、人工智能、智能算法

科技巨头“跨界”出招抗击癌症
本报记者 刘 霞

■创新连线·俄罗斯

科技日报巴黎10月 9日电 （记者李宏策）首届中

医与癌症高峰论坛日前在欧洲最大的公立医院法国比

提耶·萨尔贝提耶尔医院举行。与会专家介绍了利用

中医和西医双视角来分析目前肿瘤治疗的最新进展及

未来发展方向。

本次论坛是中医和西医首次在肿瘤治疗领域的高

水平交流和对话。论坛发起人之一、世界中医药学会

联合会副主席和高级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朱勉生教授指

出，这说明经过中医界多年的不懈努力，西方医学界开

始意识到和思考中医在解决疑难疾病方面的巨大潜

力，是中医全球化迈出的重要一步。另一方面，该论坛

搭建了中西医在治疗癌症方面相互了解和实质性合作

的交流平台，并将为引领全球中西医合作发挥重要的

示范作用。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科技处孙玉明公参在致辞中指

出，西医素以精准著称于世，新概念、新理论层出不穷，

技术突破频频涌现；中医药学则以系统论而享誉天下，

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与疾病斗争的实践经验总结。近

年来，西方医学发展趋势也更加注重预防、自我保健

和环境的协调统一，更加注重系统化治疗和个体化

治疗，这与中国传统医学千百年来坚持的“上工治未

病”“天人合一”理念相吻合，与其整体观和辩证施治

的本质特征相一致。他相信，该论坛不但提供了中

西医学专家聚焦癌症治疗新难点的对话机会，也可

为推进中西医融合在研究和临床治疗方面启迪新思

路，提供新方法。

据悉，北京中医药大学今年与欧洲系统生物医

学研究院、欧洲医学精准平台、法国 HLA 医学 Dausset

诺奖实验室签署了中西医结合共同促进人类健康的

合作协议，并将着手成立中法肿瘤研究中心，搭建中

西医结合治疗癌症等重大健康问题的临床及试验研

究平台。

从 中 西 医 双 视 角 分 析

首届中医与癌症峰会“会诊”肿瘤治疗

日前，俄罗斯国立核能大学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

（MEPhI）科学家研制出独一无二的飓风μ介子辐射

计和μ介子诊断法。μ介子是由宇宙粒子发生一系

列变化转换而出现在地球大气层的基本粒子。新型

辐射计可远距离察看飓风内部，预测气旋的形成和运

行轨迹，以及风力的大小。

飓风是一种巨大气旋，中心气压低，气流速度

快，是地球上危险且毁灭性很强的现象之一。温

带气旋是由于相邻气团的温度和压力差别大而产

生的；热带气旋则在海平面上方形成，由潮湿空气

层蒸汽凝结而成，能量巨大。中级飓风一小时释

放的能量，相当于约 30 兆瓦核爆炸的威力，这股力

量在海上移动，最终能席卷岸边。据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NASA）数据，全球约一亿人生活在飓风

危险区。

考虑到飓风的破坏力，非常有必要对其进行准

确预测。在人造地球卫星出现之前，飓风的唯一监

测设备就是飞机。但即使是今天，卫星也不能提供

全面信息，如确定飓风内部气压或准确风速。此

外，浓密云层还可能妨碍其对气旋的观察。因此，

尽管有卫星系统、传感器和雷达，飞机仍在预测飓

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部分现代化的“飓风猎人”

是 内 部 配 有 监 测 设 备 的 无 人 机 。 早 在 2010 年 ，

NASA 就开始使用“全球鹰”（Global Hawk）组成的

小型无人机编队。

目前，用现代的计算机技术可以建立相当准确

的大气模型，这样一来，科学家可以通过分析各种

来源的数据，预测气旋的进一步活动，一般气旋的

平均“寿命”可达 9 至 12 天。尽管近年来，在飓风运

行轨迹建模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但预测飓风的能力

提高得并不多。预测不准确会导致不必要的人员

伤亡和设施损毁，而无根据的悲观预测，则会让工

厂白白停产，学校白白停课，还要中止采矿，撤离群

众，花费大量财力。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MEPhI 科研人员提出自己

的科研思路：大气变化是飓风产生和进一步活动的主

要原因，因此，可以通过监测这些变化来观察气旋，预

测它的各种进程。

该学院 NEVOD 科研中心教授伊戈尔·亚申表

示：“飓风μ介子辐射计能够实时记录和分析由大

气圈、磁层和大气层各方面引发的地球表面次级

宇宙射线流的变换。我们研制的辐射计的独特之

处在于，它可以实时恢复每个μ介子的径迹，进行

μ介子射线成像（类似于 X 射线成像）。分析μ介

子射线成像法，有助对太阳圈大片区域进行实时

监测，控制海平面以上 15 公里至 20 公里以内的大

气状态。”

科研人员还表示，新型辐射计可为准确预测

飓风提供保障。监控俄罗斯（领土面积 1710 万平

方公里）上空大气，需要 4 台飓风辐射计，而世界

第二大洋大西洋的面积是 9166 万平方公里，约为

俄罗斯面积的 5 倍。考虑到飓风不会出现在所有

海平面上空，绝大多数热带气旋形成于南北纬 10

度至 30 度之间，监测这一区域所需的辐射计无需

太多。

亚申表示，飓风辐射计不仅易于维护，也便于携

带，可置于卡车内，必要时可以进行转移。但与会飞

的“飓风猎人”不同，辐射计没有必要频繁转移，因为

它能够远距离监测和分析气旋。

此前，μ介子检测器已经用于透视埃及金字塔。

此外，它还将被用于查获核走私和监测火山活动的项

目。MEPhI 科学家希望，μ介子诊断法可为研究飓

风作出应有贡献，帮助提高预测飓风威力的准确率，

而这反过来将有助避免多余花费，在飓风发作的危险

区甚至可以减少人员伤亡。

据介绍，该辐射计还能够预测太阳活动引起的

太阳圈潜在危险现象、磁暴和其他自然灾害的活动

变化。 （稿件来源：“卫星”新闻通讯社）

远距离察看气旋内部 可预知其轨迹与风力

新型辐射计预测飓风准确率更高

中国旅美科技协会大纽约分会2016年年会10月9日在纽约曼哈顿举行。会议以“科技·金融·创新创业”为主题，就相关领域问题进行了研讨。图为会议演讲者
和听众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交流。 本报驻美国记者 王心见摄

人工智能已被用于抗击癌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