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把降雨预报精确到分钟？”在前不久的全

国双创周上，一家寥寥数人的小企业引人注目：

其开发的彩云天气 APP，借助对国家气象数据的

计算，大幅度提高了天气预报精准度。

这家企业是北京彩彻区明科技有限公司，创

始人兼 CEO 叫袁行远。在北京五道口华清嘉

园，朋友自愿借给他们的一套带地下室的住宅是

这家公司办公室兼员工宿舍。

1987 年出生的袁行远曾是阿里巴巴的算法

工程师，在淘宝设计程序从 100万件裙子中挑出

客户最喜欢的 10 件。他很早就是气象爱好者，

自主创业前可以看气象雷达图预报天气。2013

年从阿里辞职后，他一边参加公益组织的一些活

动，一边谋划着自己的未来。

2013 年 8 月的一天，他约了 4 个伙伴去奥林

匹克公园讨论他关注的人工智能，却被一场大雨

浇得落荒而逃。袁行远有了个想法：动员大家利

用业余时间，解决精准的短时降水预报在大众服

务方面的空白。

他们设想，通过把一张气象图叠到一张地图

上，设计程序让通常天气预报中的“今天局部地区

有雨”精准到“你所在的街道未来几点几分有雨”。

“我们年轻人就应该做一些别人想不到、做

不到的事儿。”袁行远说。

团队的三个人中，袁行远是专职，拉来自己

的女友业余参与，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的肖达兼

职做神经网络构架。

2014年2月，经过几个月的奋斗，第一版程序

网页做出来了。调试两个月，在 4月 7日上线时，

他们发帖宣布：“精确到分钟的天气预报来了！”

袁行远记得，一位粉丝正在厦门，专门告诉

他们预报晚了 5分钟；有位温馨的粉丝因为他们

预测雨停的时间准确，专门发来一张彩虹图片表

示感谢……

首次上线的彩云天气 V1.0，把降水预报的

范围缩小到每条街道，1 小时内降水预报准确率

提高到 80%，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几个月中超过

10万次下载。

很多户外作业和活动的人希望尽快出手机

版，可以更便捷使用。这时，在四川的高中校友

给了 10万块钱，袁行远边学边做，一个月时间做

出了彩云天气的手机 APP。“很快，产品成为苹果

应用平台上天气类精品推荐第一名。”他说。

2015年4月，彩云天气联合中国气象局新媒体

中心发布了分钟级预报数据开放平台，让有需求的

行业用户更方便地使用精准降水预测服务。彩云

天气与中国气象局合作，把共同研发的产品数据提

供给气象局旗下单位和第三方机构。彩云天气也

以路演第一名的成绩从36Kr创业孵化园毕业。

这时，已有 5位核心员工决定辞去原来的工

作，专职进入彩云天气。

“初始团队如果没有精神纽带，很难在资源

有限的情况下高效运转下去。”袁行远说，目前的

专职团队，差不多都是来自于他业余时间参加的

两个组织：一个是为流动儿童讲课的一家志愿机

构，另一个是为科普讲座和科学爱好者提供交流

平台的俱乐部。

在俱乐部，袁行远和肖达曾举办一次关于人

工预报天气原理的讲座，俱乐部粉丝、四川来京

旅游的张健源听罢讲座就决定留下来、跟他们一

起创业。

而在开源领域赫赫有名的苑明理加入彩云

天气，是因为他和袁行远都参加那个俱乐部活

动，也关注着袁行远的创业。有一天，苑明理在

济南按照彩云天气预报的提示安排行程，验证了

预报的精准，并发现这项技术确实可以帮助普通

老百姓。于是，这个果壳网的架构师、维基百科

中文版的创始人主动降薪加入了团队。

今年 6月，彩云天气 V2.0上线。完善了基础

功能，界面交互友好度大幅度提升，日访问量超

过上一版本 4倍，开放平台数据调取次数超过 10

亿次。 （据新华社）

袁行远的彩云追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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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铿不是发明这台机器的人，他是“加”出这

台机器的人。

在近日举行的全国双创周上，一台四川成都

高新区推荐参展的3D生物血管打印机引发关注。

“配合‘生物砖’技术，依靠云平台的数据模型

支撑，我们借助3D生物血管打印机成功的实现了

血管再生。我们在实现器官再造的路上迈出了坚

实一步……”几天后，国际再生医学研究应用与规

范联盟主席、“千人计划”专家康裕建，在成都发布

会现场介绍着这台全球首创的 3D生物血管打印

机，而留着板寸发型的杨铿安静地坐在台下。

当更多人好奇何时才能打印器官时，杨铿想

的却是如何让科技成果转化得更顺畅，让科学家

发挥更大的创造力。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号角声里，杨铿一直在打磨“核心技术+资本”与

“科学家+企业家”的模式。

杨铿的3D生物打印“+”

■周三有约
文·常志鹏

苹 果 公 司 CEO

蒂姆·库克近日在接

受采访时称，不会推

出 Macbook和 iPad混

合型产品。

很长一段时间以

来，市场一直有传闻

称苹果最终会推出一

款 iPad 和 MacBook

混合型产品。但库克

彻底打破这一传闻，

称如果推出这样一款

产品，势必要在许多

方面做出妥协。

库克在接受采访时称，无论是对于 iPad还是 Mac用户，苹果始终

致力于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好的使用体验。而目前，苹果还没有开发

这样“能满足所有需求的单一产品”的计划。

库克说：“我十分确信，消费者并不需要这样一款 Mac 和 iPad 混

合型产品。如果推出这样一款产品，我们担心的事情就会发生，那就

是用户体验达不到消费者的预期。”

“因此，我们还是想继续生产世界上最好的平板电脑，世界上最

好的 Mac计算机。将两者合二为一根本得不到任何东西，在许多方

面都要做出妥协。”

有分析人士称，库克对于结合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只会带来

不完美的用户体验的说法也是有道理的。

库克：
不推 Macbook和 iPad混合型产品

马化腾接受《哈

佛商业评论》中文版

采访，他将企业成功

最关键因素归于集体

的战略智慧、执行力

以及自发的危机感。

马化腾表示如何

及时、准确地把握用

户需求并融入技术创

新，是我们的工作，也

是腾讯目前最重要的

挑战。我的风格是：

要务实和专注，永葆

激情，求知若渴；要快速思考，坚定执行；要关注战略、速度与细节，亲

力亲为。要像“小白”用户那样思考，并每天高频使用产品，不断发现

不足，一天发现一个，解决一个，就会引发口碑效应。好产品不需要

所谓特别厉害的设计，因为自我感觉特别好的人就会故意搞一些体

现自己厉害，但用户完全不需要的东西，这往往是舍本逐末了。资源

只是加法，产品力才是王道。10 个都弱不如 1 个很强。否则一堆做

不起来的产品，只能减分、分散精力。

马化腾：
做产品要像小白用户那样思考

杨铿说有大健康产业的情结。他曾被成都

大医院的人山人海震撼过，当然他更知道个性化

医疗领域面临上千亿美元的市场。

3D 打印是解决健康产业个性化需求和规模

化制造矛盾的方案之一，被置于制造业的塔尖，

其定制性对于个性化治疗是个福音。《中国制造

2025》明确指出，要实现生物 3D 打印，诱导多能

干细胞等新技术的突破和应用。作为上市公司

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杨铿认为房地

产仍是企业和社会经济发展倚重之所在，而大健

康产业则是驱动发展的新引擎。

“3D 生物打印血管的突破性意义在于，我们

利用干细胞为核心的 3D生物打印技术体系已经

完备。其中包括医疗影像云平台、生物墨汁、3D

生物打印机和打印后处理系统四大核心技术体

系。”杨铿告诉记者，有了这套技术体系，器官再

造在未来成为可能。一年多前，由蓝光英诺研发

的 3D 生物打印血管项目入围国家 863 计划，科

研时间为期三年，但仅仅花费一年半的时间就提

前实现重大技术突破。

杨铿与美国华尔街的投资家罗杰斯是老朋友，

后者曾与索罗斯一起创办了著名的量子基金。罗杰

斯说在美国看过多家3D打印公司，但大都没有实质

性进展，甚至他都不太确立什么是“判断其成功的标

准”。他说在西方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在创新领域“擅

长于复制”。杨铿对他说，去我那里看看吧。

当罗杰斯看到猪装上 3D打印出的心脏还能

存活，以及从机器里打印出的具有生命活性的血

管后，就成为了杨铿的义务宣传员，逢人便说，你

应该去看看。

3D生物打印血管的突破性意义

杨铿今年走了不少地方，遍访英国、美国、加

拿大的知名医学院后，他发现 3D生物打印方面，

大家都在起步阶段。杨铿打算与国际上医学院

为背景的医院加强合作，并希望课题注重转化。

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黄文华这样

评价杨铿，他虽然不懂技术，但是知道怎么把

科技转化成生产力。杨铿在成都某国企技术开

发部当过多年主任，他长期都被一个现象所困

惑，很多研究机构和大学的专家，心思都放在

“写文章、评职称”上，结果就是科技成果的转

化率不高。

对此，经过多年思索与总结，杨铿说，“我有

一个理念，那就是怎么样让科学技术与资本进行

结合，让企业家和科学家结合”。而他也确实是

这么做的。

“康教授私下叫我老弟，我叫他老兄，这就是

缘分。”杨铿回忆道，认识康裕建是在政府举办的

招商引资、投资洽谈活动上，康裕建作为首批“千

人计划”专家在华西医院作客聘教授。在共同的

平台上，两人有了多次交流。

康裕建早已在猪身上实现了世界首例 3D打

印人工心脏全新置换手术的成功，提出了“干细

胞+3D打印=3D”生物打印的概念，研发了“生物

砖（Biosynsphere）”技术，用于复制胚胎发育时期

的各种微环境，其将使干细胞在体外得到精确的

定向分化控制，让器官打印成为可能，是器官再

造的“钥匙”。

康裕建当时也在为自己的科研找寻突破机

会，其研究也急需资本推动。因为有了“生物砖”

这个构建器官的生物材料后，实现器官再造还需

要两件关键性的工具：云计算大数据平台和 3D

生物打印机。前者为 3D生物打印提供了精准的

数字模型，让组织、器官打印有了数据基础；后者

则能让细胞实现精准排列分布。如何建立云平

台？如何研发、生产 3D 生物打印机？这显然就

不再是再生医学、干细胞研究领域的事情。

杨铿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推动 3D 生物打

印这个项目。除了资本的力量，这一项目需要跨

多学科合作，另一名“千人计划”专家周惠兴教授

加入，主研 3D生物打印机开发。

其实，“核心技术+资本，企业家+科学家”的

“加号”本质上就是通过一个商业模式来整合资

源，这个商业模式里面的核心要有股份分享计

划。杨铿说，“市场化对接的程度越高，科研人员

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就会发挥得越好。今天，核心

科学家都是我们的股东，现代企业如果没有一流

的、最好的激励机制，你就不能称之为现代企业。

持股计划不但要做，而且要一轮一轮地做。”

据了解，康裕建占蓝光英诺30%的股权，英诺的

管理团队占股5%，其所属蓝光发展则持股65%。资

“核心技术+资本，企业家+科学家”

杨铿的另一个“加号”是我们所熟知的那

个。“我理解的‘互联网+’更在于‘+’的延伸、拓

展，即和其他行业、技术的结合、嫁接等。”“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并不是小微企业的专利，涉

足全新的 3D 生物打印，发展合作模式的创新，

对于杨铿本身就是一次创业。因此不久前蓝光

英诺被四川成都高新区推荐参加全国“双创

周”展览。

“不只是创业模式的革新，从技术层面而言，

蓝光英诺 3D生物打印也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形势

下‘互联网+’模式的典型代表。”杨铿说，“从蓝

光英诺 3D 生物打印的应用市场看，能提高诊断

正确率、提高手术成功率和手术极限的 3D 看片

系统；基于大数据健康云平台的智慧医疗等领域

都需要广泛使用互联网技术。”

杨铿表示，未来他们计划在世界范围内投

资、收购、引进和 3D生物打印、生物医药、再生医

学等相关的人才、技术、实验室等，正是出于这种

“+”的理念。

“这台打印机只是一个载体，我们已掌握了

核心技术。”杨铿希望形成系统化的 3D生物打印

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平台，并向社会提供完整

的医学解决方案，包括医疗影像云平台、生物墨

汁、生物打印机以及打印后处理系统。这就相当

于铺设了一条技术大道，让所有医学研究机构共

享合作，共同发展。

铺设一条技术大道

《Fast Company》

杂 志 最 近 深 入 解 读

了 社 交 网 络 Face-

book 的 未 来 发 展 计

划 ，包 括 其 人 工 智

能、虚拟现实以及无

人机等项目。Face-

book 一 名 员 工 提 供

了一个有趣的话题，

即其 CEO 马克扎克

伯 格 如 何 挑 选 坐 在

其身边的人的方法。

通俗来说，他将

负责新创意或进军新领域的团队安置在其办公桌旁边，以便于他能

了解更多项目进展。

纽约大学终身教授、Facebook 人工智能实验室研究主管燕乐存

称，扎克伯格实际上已经调整了办公室座次顺序，以便于工作在主园

区的人工智能研究员直接坐在其旁边。他解释称：“当我们搬到新的

办公楼时，我们距离扎克伯格的办公桌约有 10米远。不过那似乎太

远了，现在离得更近。”

这并非扎克伯格首次将其重用的人才安排坐在其身边。当

Facebook2011 年准备推出 Timeline 功能时，他曾要求 Instagram 联合

创始人凯文·斯特罗姆和其他重要设计人才坐在距离其办公桌一臂

之远的地方。

扎克伯格：
这样挑选坐在身边的人

科技日报讯（记者马爱平）记者近日获悉，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常州

印刷电子产业研究院院长张霞昌独家研发出拥有全球唯一标识码的新型 RFID

高频温度标签。

据张霞昌介绍，这款产品是基于柔性纸电池、RFID温度传感技术以及云系统

来进行数据存储和管理的。既可适用于冷链物流过程中的温度管理，也可适用于

产品仓储信息化管理。与传统的温度记录仪相比，该标签具有柔性、超薄、可黏

贴、温度采集记录一体化、读取方便、可追溯性强等优点。这种温度标签已被几家

生物制药类公司投入使用，一些食品类公司也瞄准其的商用价值，积极寻求合作。

张霞昌是芬兰籍华人科学家，被称为“柔性电池之父”。他发明的纸电池具

有轻薄、成本低廉、材料环保等突出优势，是一种新型环保电池。它不仅能够为

许多新型电子产品提供能源，例如可穿戴电子产品和智能包装等，而且有望成为

推动物联网领域创新的重要部件，因此，被世人誉为“未来新型电池”。张霞昌因

此获得“2006影响世界华人大奖”，并与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同台领奖。

近两年来，在张霞昌的引领和带动下，在地方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常州印

刷电子产业研究院发展势头良好，已经取得了不俗的发展成绩。此次新型

RFID 高频温度标签就是在柔性纸电池技术基础上，结合传统温度标签制作技

术研发成功的。

新型 RFID 高频温度标签是近年来印刷电子产业中最具应用价值的产品之

一，整个产业还有巨大的创新空间。尽管印刷电子技术在全球兴起不过短短数

十年，然而作为未来电子产业发展的一个革命性解决方案，以及发展高附加值的

高端制造业的驱动力量，其发展前景无比广阔。

张霞昌研发出新型RFID温度标签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大庆）由央视和中科院共同发起

的“中央电视台 2015 年度科技创新人物”评选的正式候选

名单近日出炉。推选委员会从 82 名有效候选人（包括团

队，下同）中评选出 20名候选人以便进入下一轮评审。

这20名候选人包括：裴端卿、陈薇、屠呦呦、新一代北斗

导航卫星首发星研制团队、新一代运载火箭液氧煤油发动机

研制团队、邢继、吴希明、外尔（Weyl）半金属研究团队、刘静、

刘慈欣、大疆创新研发团队、周涛、袁亮、常进、阎锡蕴、林鸣、

历军、大型运输机研制团队、包信和、渤海粮仓研究团队。

“科技盛典——中央电视台年度科技创新人物”推选活

动由央视和中科院共同发起，联合科技部、教育部、工程院、

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防科工局共同举办，聚

焦年度中国科技领域的重大创新成果，评选出最具影响力

的“年度十大科技创新人物”。其评选标准为在科技创新活

动中取得重大成果并在科学道德和精神方面具有典型意义

的个人或团队，他们的创新成果在当年的科学、技术和工程

领域中创新性地解决了重大科学问题，突破了关键核心技

术，产生了重大社会经济效益。

“央视2015年度科技创新人物”正式候选名单出炉

科技日报讯（记者赵英淑）11月12日，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第五批“企业院士专家工作站”授牌仪式举行，又有三家

企业得到院士的智力支持。至此，北京市已建成 90家院士

工作站，143名院士直接进入企业一线参与“协同创新”。

据介绍，此次挂牌建站的三家企业分别是北京天广实

生物技术公司、北京航天易联科技公司和北京华德液压工

业集团。三位进站院士分别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姚建铨、中

国工程院院士沈倍奋、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华勇。

姚建铨是我国著名激光与非线性光学专家。他发展了

高功率倍频激光理论，发明的双轴晶体最佳相位匹配的精

确计算理论，被国际学术界称为“姚技术”“姚方法”，并广泛

应用。沈倍奋是我国免疫生物化学专家，曾获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两项。杨华勇是我国流体传动与控制领域专家，

长期从事电液控制基础理论、基础元件和系统以及盾构和

电梯装备关键技术开发和工程应用方面的系列研究。

目前，北京市已建立 10 家院士专家服务中心，90 家院

士专家工作站，进站院士 143位，专家 367位，开展合作项目

271项。

三位院士进站助力企业创新

本和技术，企业家和科学家就此走到一起。

10 月 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

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决定正式实

施，该修订强化了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主体

作用，也完善了对科技人员的奖励制度。杨铿所

做的尝试也恰恰契合了这一法律的修订。

对贡献最大的、最需要的人才，杨铿有十二

个字“共同创造 勇于担当 勇于分享”。

杨铿杨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