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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计划2021年
建成该国首台量子计算机

输液动态监测

输液动态监控系统以医院信息系统（HIS）为支
撑平台，以输液监控器为硬件平台，以无线局域网为
网络平台，充分利用HIS的数据资源。医护人员利用
终端手持设备通过病区的无线网络完成在床旁的输
液信息采集，在无线输液监控系统中生成与床位相对
应的监控信息窗口，通过输液监控基站传输患者输液
的进度信息，并通过输液监控系统通信服务器同步显
示在护士站的输液监控系统监控屏上，帮助医护人员
及时、准确、高效地完成患者输液监管任务。

该系统采用自动扣重原理，应用现代物联网技
术，具有系统集成、高精度、稳定可靠、组网灵活、多项
预警、统一分配和管理等优势。护士在监控室内对整
个病区所有病房的详细输液信息了如指掌，从而能够
为患者提供及时有效护理，这也为医院智能化、网络
化、规范化地管理提供了极大的保障。

当前很多呼叫设备往往不能准确反映客观真实
的输液情况，患者呼叫时医护人员不能确定患者的具
体需求，造成护理人员来回奔波。输液监控管理系统
的应用消除了在患者输液过程中的护理盲区。多种
信息提示、输液结束预警、输液呼叫等功能可以明确
护理人员需要提供的帮助，使护理人员及时做好护理
前的准备工作，实现信息统一分配和管理，有效地拉
近了医护人员和患者之间的距离，使掌握情况更准
确、情况处理更及时、护理服务更到位。

护士随时能对输液速度、剩余时间等进行监控，一
旦出现异常，系统及时报警，特别是当输液时间剩余到
一分钟以内时，电脑终端会发出红色报警信号，提醒护
士及时处理，同时监测仪发出声音报警，提醒患者和家
属换液。输液监测网络系统采用低功率无线接收发送
技术，功耗非常小，抗干扰能力好，稳定可靠。

移动医护工作站

移动医护工作站为医护人员的诊疗工作提供高

效的工具，辅助医护人员诊断治疗。医护人员可通过
移动工作站在患者床边进行查房，也可使用移动设备
上的电子病历系统快速检索患者病情，分析患者健康
档案，评价药品疗效，预测疾病风险。

移动护理系统

基于物连网的移动护理系统，以物联网传感技术
精确识别患者信息，无线设备、生命体征采集仪与手
持终端等智能联动，将护士站移到患者床旁，通过精
细化安全护理，实现了护理“零差错”。系统在提高医
院运行效率的同时，有效预防和降低因人工“误操作”
引发的医护事故，为医院精细化、人性化管理提供了
创新性移动医护平台。

无线护士呼叫

通过每个病床配置的智慧床旁交互系统无线呼
叫按钮，需要寻求医护工作人员帮助时，可直接按下
呼叫按钮，服务端接收到呼叫请求后，系统在护士站
或走廊的信息指示牌直接显示床位信息，如果医院有
定位系统，还可以显示患者具体位置，从而能够及时
为患者提供服务和救助。

病房即时环境监测

环境质量直接影响着医患人员的身心健康。采
用物联网技术，通过分布在建筑中的光照、温度、湿
度、噪声等各类环境监测传感器，实时传输建筑室内
的环境参数信息，使管理人员及时掌握建筑室内的环
境质量状况。同时，通过联动空调系统对环境质量进
行调节。

病房患者通过患者唯一专属服务终端——智慧
床旁交互系统可对光照、湿度、窗帘等进行调节，智能
物理空间，为患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真正实现智慧
病房。

7 月 13 日，记者
从三峡集团了解到，
国内首台 10 兆瓦海
上风电机组日前在三
峡集团福建福清兴化
湾二期海上风电场成
功并网发电，这是目
前我国自主研发的单
机容量亚太地区最
大、全球第二大的海
上风电机组，刷新了
我国海上风电单机容
量新纪录。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新华社柏林电（记者 张毅荣）德国联邦教
研部长安雅·卡利切克日前对媒体表示，德国计
划在2021年建成该国首台量子计算机。

卡利切克表示，量子计算机可以解决以今天
的计算能力需要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才能解决的
问题，该技术不仅可用于化工、制药等领域，还具
有重大地缘战略意义。卡利切克说，由于建造成
本太高，单一欧洲国家难以独自承担，德国希望
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将相关议题纳入未
来欧盟的科研框架。

卡利切克强调，必须加强对量子芯片及其他
必要软件的开发。另外，人才培养也不容忽视，
德国政府将在今年秋季为希望进入量子技术领
域工作的年轻人提供相关教育培训。

以色列研究发现
蝙蝠借助“认知地图”导航

新华社耶路撒冷电（记者 陈文仙 尚昊）
蝙蝠具有超强导航能力，它们是如何在几小时
内飞行几十公里觅食、然后又准确回到起点
呢？以色列研究人员发现，蝙蝠具有与人类相
似的空间记忆能力，能利用标志物对周围空间
建立“认知地图”并以此导航。

蝙蝠可利用声波分辨近处物体的能力已广
为人知，而它们前往远处觅食时如何在更大的
地理尺度上导航，吸引了两个以色列团队进行
研究。在特拉维夫大学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追
踪了22只果蝠，并专门为此开发了一种小型全
球定位系统装置，以追踪这些果蝠从幼小到成
年等不同阶段在特拉维夫市区觅食的情况。研
究人员表示，这项结果为野生动物脑中存在“认
知地图”提供了迄今最全面的证据。

科学家利用纳米技术
创造出“变色龙”巧克力

日前，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开
发了一种使巧克力具有色彩光泽的方法，而不
需任何着色剂或其他添加剂。据介绍，该项目
涉及科学家所谓的“结构色”。研究人员表示，
他们以类似于变色龙的方式来创建颜色，即用
其皮肤的结构来散射特定波长的光。目前，研
究人员尚未公布具体的技术细节。值得关注的
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研究人员希望将他们为
巧克力着色的技术从实验室转移到大众市场。就
像MEMS产品开发公司AM Fitzgerald的创始人
奥里萨·菲茨杰拉德说：“巧克力只是‘结构色’的开
始，这项技术能让食物、纺织品、纸和塑料焕发新
光彩，纳米技术将带来令人兴奋的新产品，可以或
改善现有产品的性能。” （本报综合）

南工大给铜基吸附剂“穿雨衣”
破解易氧化难题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 陈席元）一价铜基吸
附剂具有良好的工业前景，但在空气中容易被
氧化。记者从南京工业大学了解到，该校科研
人员通过调节吸附剂的微环境，给一价铜“穿雨
衣”，将其保存时间从2周延长到6个月。

据论文通讯作者、南京工业大学吸附分离技
术研究所孙林兵教授介绍，在石油化工领域，吸
附剂可以去除燃油中的含硫杂质，减少含硫气体
排放，保护环境，并且不会降低燃油的辛烷值。

孙林兵告诉记者，目前催化加氢是去除杂
质的主要方法，缺点是需要高温高压等严苛条
件，而一价铜吸附能力强，价格便宜，还能在常
温常压下工作，应用前景广阔。

为此，研究人员通过大量实验，剖析一价铜
氧化的机理。研究发现，只有氧气和水同时存在
的条件下，一价铜才能在常温下发生氧化反应。

智慧病房
让医疗更便捷

■ 野 草

智慧医疗是指利用最先进的物联网技
术，实现患者与医务人员、医疗机构、医疗设
备之间地互动，逐步达到信息化。医务人员
使用手持终端便捷地连接各种诊疗仪
器，使医务人员随时掌握每个病人的病
案信息和最新诊疗报告，随时随地快速
制订诊疗方案。在医院任何一个地方，
医护人员都可以登录距自己最近的系
统查询医学影像资料和医嘱。患者的
转诊信息及病历可以在任意一家医院
通过医疗联网方式调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