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22 日，各大门户登了一则和吃货有关的新闻。俄罗斯冰冷浆果公

司透露，2018 年将再向中国出口 500 吨冰激凌，这个数据今年是 250 吨。

不少网友讨论说，这还是从一家公司的进口量，原来我们这么能吃冰激凌。

是的，吃货真不少，咱这里特别多。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冰激凌市场发

展速度排在全球之首，产量在十年间增长 16 倍，一年消耗的冰激凌有几百

万吨。

不光俄罗斯厂家盯着中国的冰激凌消费市场，还有一则来自日本的新

闻刷新了中国吃货的认知——不融化的冰激凌来了。

冰激凌夏天吃最“爽”，但天气太热，冰激凌拿出来就化——这是亘古不

变的“矛盾”。一到夏天，解渴解馋吃着冰激凌，却糊得满嘴都是、衣服上脏

兮兮的贪吃娃随处可见。现在，你居然告诉我冰激凌在太阳底下暴晒都不

会融化？

是的，日本金泽生物疗法发展研究中心研发出一种 100%纯天然的方

法，来解决冰激凌夏天容易融化的问题——通过使用草莓中提取出的多元

酚，让冰激凌在热天中放上几个小时也不会融化。

这种“不化冰激凌”是一项偶然发现的技术。当时，研究者们在研究如

何使用草莓中的多元酚来制作甜食时，在实验中往牛奶冰激凌里加入了多

元酚后，发现冰激凌瞬间就固化了。

参与实验的金泽大学太田富久（Tomihisa Ota）称：“多元酚液体能够让

油脂和水的分离变得困难。所以，如果把多元酚加入冰激凌中，就能让其更

好地维持奶油的形状，不易融化。”

这种名为 KANAZAWA ICE不化的冰激凌推出后，不仅让消费者见识

了冰激凌的“不化之身”，还能让消费者随意制造形状，自行创作。

起初 KANAZAWA ICE只在发源地金泽开设了第一家店铺，然而不到

一个月，它就立马成了新晋“网红”，在 ins 上每日更新 400 多帖，席卷全球。

东京、大阪都迫不及待地开起了分店，排队的人把隔壁几家的店门口都堵得

水泄不通。

其实在防止冰激凌过快融化方面，研究人员曾经做过许多努力，过几年

就会“爆个大新闻”，但唯有这次日本的不化冰激凌成功吸引了大家的目

光。究其原因，是因为过去想的办法都是从食品添加剂方向努力，而这一次

打出了纯天然、无添加的牌。

传统加工业中，食品添加剂对解决冰激凌融化的问题确实功不可没。

人们常见的冰激凌，配料表中都会显示添加了乳化剂、增稠剂、稳定剂等成

分，这些成分大多都与增加抗融性有关。其中，乳化剂能提高原料的均匀性

和稳定性，它保证冰激凌在凝冻的时候不会形成不均一的冰碴。同时，它还

能保持住原料中的脂肪小颗粒，锁住微小的气泡，让冰激凌吃起来更加柔软

细腻。而增稠剂则能让原料变得更加黏稠，常用的增稠剂包括黄原胶、卡拉

胶、瓜尔胶等，这些胶可以在凝冻的过程中改变水的结晶形态，让溶化的冰

淇淋仍然黏附在表面，不会滴得到处都是。而且大多数的乳化剂、增稠剂也

有稳定剂的作用。这些添加剂联合使用不仅可以让冰激凌口感更好，还能

增强它的抗融性，防止太快融化、滴落。

但不断增加的添加剂让消费者们“不开心”，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

喜欢的食品是健康的、绿色的、有特色的、好玩的，所以商家不仅要研究水平

跟上，还要“脑洞开得够大”。

“我早年自己开厂生产果冻，但是产品与常规产品差别不大，也没有提出

新的健康概念，所以惨遭失败，最后重金采购的机器也成了废铁。”长期从事

化工产品研究的张腾9月25日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他是化学博士，毕业后在

大企业工作，后来想着用自己的技术创业，创办了食品加工厂，主力产品是果

冻，不曾想并不被市场认可。后来，他不得不变卖设备，重回大公司上班。

时至今日，人们对食品的喜爱和追求早就不是“吃”这么简单，就好像冰激

凌不仅是为了防暑降温，休闲、娱乐、趣味都是其中重要的元素，绿色、健康、无

添加是消费者眼中的亮点，只有拥有这些特质才能在市场上“一炮而红”。

打造爆款 看你脑洞够不够大

不融化的冰激凌新晋成“网红”

专家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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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网络）

世界之窗

本报记者 李 艳

作为国内较
早从事医疗信息
化的企业，北大
医 信 通 过 20 余
年 的 积 累 与 实
践，打造了行之
有效的分级诊疗
解决方案，开发
了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系统、云医
院 管 理 信 息 系
统、集团医院管
理信息系统等三
大系统，以及人
口健康信息平台
和健康医疗大数
据 平 台 两 大 平
台，让患者看病
不再“痛苦”。

以北大医信
为代表的企业，
正通过从院内、
到区域再到互联
网的整体信息化
布局，来帮助形
成以个人为单位
的全生命周期数
据，从而逐步产
生以往某一类或
者某一个维度的
数据不能突破的
新的研究和应用
体系。

北京大学健
康医疗大数据研
究中心主任

李全政

记者从 9月 19日至 21日在银川召开的第三

届全球（银川）TMF 智慧城市峰会上获悉，银川

市政府正与北大医信合作，逐步开展分级诊疗

和家庭医生服务，并对医疗大数据进行整合、分

析和共享。目前，大数据在银川是医院的“超级

专家”。

9 月 25 日，北京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

中心主任李全政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近年来，在医疗信息化的基础上布局大数据

的企业越来越多，在积累了大量数据形成“数据

仓库”的基础上，可以产生以个人为单位的时序

性的全数据，这些数据对政府、医院管理层、临

床专家，甚至是研究机构都具有极大的价值。

而对于患者而言，不需要拿着病例到处跑、甚至

足不出户就能把病看了的快捷便利，渐行渐近。

——系统工程——
信息化辅助业务开展

国家卫计委牵头起草的《关于促进和规范

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17 年底，基本形成跨部门健康医疗数据资源

共享共用格局。而国家卫计委规划司副司长张

锋曾这样描述未来中国的就医蓝图：百姓就医

的数字医学足迹能够很完整准确地记录下来。

百姓看病，可以随时在社区就诊，一般病症在就

近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疑难重症则可通过远

程方式解决，以此实现分级诊疗。

分级诊疗如何实现？在北大医信 CEO 陈

中阳看来，“它是一项‘因地制宜’的系统化工

程，不能靠一个或几个信息系统完成，需要用信

息化手段辅助实现。”

医疗行业是数据密集型行业。IDC 预测，

截至 2020 年，医疗数据量将达 40 万亿 GB，是

2010年的 30倍。同时数据生成和共享的速度迅

速增加，数据积累加剧。IT 技术、生物检测技术

的进步，可穿戴智能设备的普及，以及大规模、

实时、持续收集患者数据，使医疗大数据存储、

分析、应用成为可能。

“医疗大数据未来一定是一个方向。这里

面我们能做什么？IT 公司现在分成两类，一类

是数据的整理、收集和脱敏，一类是数据分析，

北大医信首先会把第一类做好。”9 月 25 日，陈

中阳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分析利用——
汇聚全生命周期数据

国家卫计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副

主任、中华医学会医学信息学会主任委员代涛

指出，“健康医疗大数据既关系到医疗，也关系

到民生，涉及健康医疗服务的数据、卫生政策决

策的数据，还有科学研究的数据，如精准医学、

个性化治疗、个性化预防都需要健康医疗大数

据的支持。”

作为一家根植于北京大学和方正集团的医

疗信息化服务公司，北大医信认识到，医疗大数

据的形成需要顶层设计整体布局，围绕医院紧

靠医生，汇聚以患者为中心的全生命周期数

据。简单来说，就是从一个人尚在母亲肚子里

到出生，从儿童保健到少年保健、成年保健、老

年保健乃至于到临终关怀等健康数据，都能进

行个性化收集和管理。

陈中阳介绍，北大医信正在推进“3+1”数

据布局发展战略。“3”即指院内业务、区卫业务

和“医疗+互联网”业务，“1”即对数据的分析利

用，以此实现院内连接、区域连接和院内外连

接 的 效 果 ，从 而 建 立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互 联 共

享”，形成真正的以个人为中心的健康医疗大

数据资源。

“但这只是数据来源的基础，互联的目的是

数据的挖掘分析和深度利用，让这些研究成果

真正成为医护人员、卫生管理者、患者，甚至保

险公司和药厂，改进诊疗流程、就医体验、政策

制定及就医保障的可信依据。”陈中阳说。

——深度挖掘——
探索智能化服务落地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贺林

指出，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含义是把同类的或者

相关的数据整合在一起后，得到一个相关网络

的位点，也就是能从相关性的数据中挖掘出有

价值的内容为人类服务，“比如平均温度提高 2

摄氏度，会带来哪些健康问题等。”

据了解，相较于其他行业来讲，医疗行业的

特殊性使得数据分析难度非常高，持续深入的

探究成为大数据分析工作的首要条件。

陈中阳表示，北大医信通过医疗数据半自

动化清洗流畅、医学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临床因

素关联分析等专项技术研发，试图解决“数据如

何处理”的问题；这些技术也正在逐步融入应用

场景之中，探索智慧医院管理、临床辅助决策、

临床科研应用等智能化数据服务落地，解决“数

据怎么应用”的问题。

——拓展研究——
首个疾病星系图问世

2014 年，北大医信积极拓展医疗大数据领

域研究，首次发布医疗大数据分析工具——“疾

病星系图”。

通过对海量医疗大数据的挖掘分析，形成

疾病、症状、科室、药品等信息之间的知识图谱，

称为“疾病星系图”。通过“疾病星系图”可以直

观、量化地发现看似不相关的数据之间的关联

关系，为医生诊疗、个人自查提供帮助。

例如很多人都知道老年人经常同时患有高

血压和糖尿病，两种疾病关联性很强，但是到底

有多强呢？利用基于医疗大数据的疾病星系图

可以给出量化的参考，有超过 60%的糖尿病患者

同时患有高血压。

目前，疾病星系图已嵌入北大医信的临床

科研支撑产品体系，并在贵州临床科研管理平

台中得以应用。

——打造平台——
实现运营模式的创新

今年 4月，由北大医信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安贞医院、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局等单位联合

打造的“北京心血管病防控数据平台”入选工信

部“大数据优秀产业、服务和应用解决方案”案

例集。“‘北京心血管病防控数据平台’在技术上

突破了多源异构医疗数据互联互通的难点，同

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大数据运营模式创新。”评

审专家表示。除此之外，北大医信还与贵州省

打造了电子病历共享平台。这也是全国首家落

地应用的省级电子病历共享平台。

未来，北大医信将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大数

据与医疗的进一步结合，“通过数据的联通让医

疗资源该集中的集中，该分散的分散，医疗鉴

定、阅片、诊断等都可以集中进行，基本检验手

段可以下放，不浪费医疗资源，尤其是影像上通

过 AI阅片。”陈中阳说。

布局大数据 让医疗资源互联共享
本报记者 姜 靖

■聚 焦

9月 20日，北京国家会议中心，2017年中

国航空科技大会“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与航

空产品创新发展”分会场，一位高大帅气的中

年人正以摩拜单车和 ofo小黄车为例，讲述正

向设计理念，进而畅谈了 MBSE（基于模型的

系统工程）与航空产品创新研发之道。全新

的思维、深入浅出的讲述，给与会者留下了深

刻印象。这位中年人正是航空工业第一飞机

设计研究院总设计师段卓毅。此前一天，他

刚刚获得第四届“冯如奖”。

思考的支点面向未来
作为一飞院这样一个大中型军民用飞机

设计研发基地的总设计师，段卓毅思考的支

点既在当下，更在未来。他不止一次表示：

“衡量一个单位的核心能力，不是看他干过

多少型号，而是看用什么样的方法，以怎样

的进度、质量和花费干出来的。换个角度

说，不在于能干出多少台‘奥拓’，而是在于

能否干出‘奥迪’。”

由此，如何做到航空装备研制“快、省、

好”，履行好“航空报国”使命？如何在满足客

户需求的基础上，成功跨越到引领客户需

求？如何在完成任务的同时实现研发能力的

螺旋上升，持续行业引领？这些问题，一直缠

绕在段卓毅心中，直到接触到 MBSE，他才突

然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段卓毅解释道，MBSE 的根本特征是以

需求引领设计、用模型驱动研发、靠仿真减少

试验，不仅可确保信息传递的准确性，而且能

实现全专业的联合建模仿真，有效避免过设

计和欠设计。因此，MBSE 是目前国际航空

界正在努力探索的一套解决大型复杂航空装

备设计研发问题的科学方法。

正是预见到 MBSE 会 给 飞 机 研 制 模 式

带来革命性变革，所以段卓毅从一开始接

触 MBSE，便成为其坚定的推动者。他不仅

利用多个场合，不厌其烦地给各个层面的

人 员 宣 贯 MBSE 的 思 想 ，而 且 构 建 了 横 向

覆盖多系统多专业，纵向从用户需求延伸

至配套成品单位的应用框架，大力推动其在

型号上的应用。

推进的过程并不顺利。这套理论并没有

现成的模板，需要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而最

大的难题则是如何在多型号任务齐力攻坚的

背景下，完成设计人员固有思维模式的转

变。对此，段卓毅用了将近两个月时间，在一

飞院各研究所进行巡回演讲。他问大家：“当

一种全新的方法论到来之时，我们是抱定镰

刀，继续靠挥汗如雨、挑灯夜战来追赶世界先

进水平，还是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以更高效

的联合收割机来取代镰刀？”短暂的沉默过

后，他坚定地表示：“答案是肯定的，最终的成

功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决心和定力。”

在他的力主下，目前一飞院在需求分析、

功能与架构设计、多领域建模与联合仿真等

领域试点应用已取得显著成效。2016 年，

IBM 资深专家对一飞院 MBSE 推进工作给予

高度评价，打出了 8 分的高分，这是迄今为止

专家为航空工业内部 MBSE 试点单位打出的

最高分。

行动的起点永在脚下
只要认定正确的事，段卓毅就会不惜一

切代价去做。

多年来，他在钻研技术的同时，以一种外

人看来超乎想象的热情投入到英语学习中，

直至可以自如地用英语与国际同行进行技术

交流。因为出色的技术和英语实力，段卓毅

曾被工信部选拔作为代表中国航空工业的六

名评审专家之一，赴比利时参加中国欧盟联

合申请航空预研课题的评审，获得同行高度

评价。此后，他作为“欧盟框架协议中欧减阻

降噪联合工作组组长”，用英语主持中欧专家

专题研讨。深厚的专业基础、流利的英语表

达，得体的礼仪举止，段卓毅在国际学术交流

中展现了航空人良好的形象。

工作十年后，原本学习发动机专业的段

卓毅报考了空气动力专业研究生。三十多

岁的他，克服着来自工作、家庭等方面的种

种不便，带着工作中产生的无数个问号、像

海绵一样孜孜不倦地汲取新的知识，一路从

硕士读到了博士，实现了自身理论研究能力

的一次次飞跃。并以此为新的起点，一步步

成长为飞机总体、空气动力设计和 CFD 数

值模拟的研究等方面的知名专家，在运 20

研制中带领团队实现高效增升装置气动布

局设计等方面的重大突破，打破了国外长期

以来的技术封锁。

作为总设计师，段卓毅的工作方法是“俯

下去，跳出来”。俯下去就是要筹谋全局、关

注重点，“跳出来”则要依托团队、充分放权。

近年来，他带领团队在国内率先探索高指标、

强约束条件下的涡桨飞机正向设计方法，攻

克了一系列关键技术，为型号顺利推进奠定

了基础，此举也使得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世

界上第二个拥有该类飞机研制能力的国家。

今天的段卓毅尽管拥有“中国航空学会

常务理事”“航空工业特级专家”“工信部民机

“十三五”规划飞行器组副组长”等多个头衔，

但他一如既往坚持“三不”原则：不怠于思，不

惰于学，不耻于问。近年来发表论文 50 余

篇，出版了多部专著。他说：知识的圆越大，

未知的领域就越大。

既是前瞻者，也是行动派
——记航空工业一飞院总设计师段卓毅

王莉芳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