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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团队破解中医药发展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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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清晨，47岁的黄新霆都会通过“科学大道”，进入
“∞”形态标志性建筑群。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的
办公楼，就坐落在这处“科学谷”里。

过去20多年，黄新霆都生活在北京，没想到会与重庆
结缘。直到2021年初该院成立，他选择与周晓华教授团
队一道，从北京来到了重庆这座年轻的城市，开启了自己
不惑之年的创新创业之旅。

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是在重庆市人民政府指
导下，由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北京大学
共同成立。黄新霆是该院工会主席、智慧中西医研究中心
副主任，他的团队里，70%以上是硕博科技型人才。

“依托北京大学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
室的科研力量，通过多年积累的海量中医药大数据，我们
在重庆完成了第一项任务——推出智慧中医药一体化服
务平台。”黄新霆介绍说，该平台包括了中西医结合知识
库、中医辨证论治智能辅助诊疗系统、名老中医经验数智
化传承系统以及中医证候诊断与疗效评价平台等产品。

《“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中提到，要做实基层中医
药服务网络，力争实现全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

院设置中医馆、配备中医医师，100%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
80%以上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

对此，黄新霆提到，“为了实现该目标，全国需配备上
百万的中医医师，但基层中医师普遍存在学习慢、记不住、
理不清等问题。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中医药行业的
应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中医师能力提升的问题。”

以中医辨证论治智能辅助诊疗系统为例，首先解决的
是中医诊断的过程标准化、证候诊断的定量化难题，通过
对上千种常见疾病进行智能辅助证候诊断和处方，使基层
中医快速掌握辨证论治技能；其次，通过集纳从古至今的
中西医知识内容和数千名老中医经验，可以构建出一个全
面详细的中西医结合知识库。它可以将中西医疾病、中医
证候、方剂、医学文献摘要等海量数据集纳在一起，从而让
中医师一键即可查询古今中医药知识。再结合名老中医
医案数据和专家模型，解决疑难病诊疗痛点问题。“这样一
来，70%的标准化诊断加上30%的好经验加持，行业人才
培养和传承就有了新途径。”黄新霆说。

目前，该院已与重庆20多家中医医院、医疗机构建立
了广泛合作。 重庆晚报-厢遇记者 李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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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三口入住菁英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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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永波的生活很简单，去学校、回家，出门、去学校，两
点一线几乎成了常态。但他并不觉得乏味枯燥，反而觉得
这样的生活很舒适，“因为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所以更加
有干劲。”

作为电子科技大学的副教授，廖永波现在不仅要带3
名研究生，还担任了四川省电子学会副秘书长、四川省科
技厅评审专家、重庆市科技厅评审专家等多个职位。

去年，家在四川成都的廖永波来到电子科技大学重庆
微电子产业技术研究院（简称“重研院”）办公。一家三口
入住西永微电园的菁英公寓，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为他
们配置了两室一厅双卫的户型。“直接拎包入住。”廖永波
说，这配套太贴心了。

吃住行的问题解决了，廖永波便一头扎进重研院的超
净间实验室开展科研。每天早上9点，他准时出现在办公
室，设计电路、备课上课、和学生讨论课题研究……一天排
得满满当当。

“从事这个行业，就得耐得住性子，持续性投入精力。”
廖永波提到，一个产品从设计到量产需经历多次迭代。“例
如，第一次新的芯片设计需要6至9个月的时间，正式生产

需3个月，流片后封装测试2个月。因为存在工艺不稳定，
参数差异等因素，优化流片很可能需要花上一年半的时间
……”廖永波说，真正达到量产标准至少要2年左右，“重
庆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后劲十足，未来5至10年可能会有新
的发展突破。”

目前，重研院作为电子科技大学在重庆市的科技创新
和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开展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成果转
化、产业孵化、智库合作五位一体的科研产业工作，已经取
得了不小的成果。如该院张波教授领衔的毫米波技术与
系统应用团队，研发出80Gbps太赫兹超高速实时无线通
信系统，实现了超高清视频公里级的无线传输，有效解决
了传统光纤传输的限制；如唐鹤教授领衔的模数混合及
SoC设计中心重点研究高性能ADC芯片，该团队部分芯
片应用于北斗导航系统……

廖永波还告诉重庆晚报记者，重研院未来将形成一批
有影响力的教授级专家团队，汇集400余名微电子领域专
业人才，致力于建成国内一流的特色集成电路公共技术平
台。

重庆晚报-厢遇记者 柏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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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景一体的“未来之城”这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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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重庆科学城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总工程师熊康波像往常一样，带队来到金凤城市中心
一期建筑工地调研施工进度。

据悉，金凤城市中心一期贯彻“生态、自然、科技、人
文”规划理念，打造绿脉绵延、浅丘起伏、山水共融、城景一
体的山水未来之城，整体预计2025年4月全面完工交付。

透过现场一派繁忙的建设景象，熊康波想到再过几个
月后的金凤城市中心一期——将为科学家们提供山水共
融的城市环境、多元复合的城市功能、弹性立体的交通网
络、丰富宜人的城市形象、智慧高新的设施配套。

熊康波介绍，金凤城市中心一期四标段建筑面积超
30万平方米，包括五栋5A级甲级写字楼、一栋文化活动
中心及市民活动公园。金凤城市中心作为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核心承载区，将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
区科技创新生态链提供支撑服务，为重庆建设西部国际中
心聚势蓄能。

熊康波告诉重庆晚报记者，金凤城市中心一期作为金
凤城市中心先行示范区，四个标段建设各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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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金凤城市中心一期西南部，南临凤鸣湖，西连金凤中
央公园，设计主题是“科学之源，科学之钥”，兼具城市规
划、路演发布、商务交流等功能。

一标段建设对外合作交流中心

主要打造科技金融区和花园办公区，共8栋高品质智能化
办公建筑，主要面向金融、科技、银行等大中型企业，其中
创投中心设计以“科学之丘”为主题。

二标段位于金凤城市中心一期南部

三标段位于金凤城市中心一期SOHO办公片区

定位为“科创之源”，以“山城梯台”为设计理念，共建设有
5栋高品质智能化办公楼，主要面向小微企业及青年创客
群体，着力于助推创业孵化及高科技产业发展。

四标段位于金凤城市中心一期北侧

紧邻金凤实验室，设计以城市设计的角度切入设计，提出
“保山留绿”及“公园上的商务综合体”的规划理念，建立
新的城市文脉。 重庆晚报-厢遇首席记者 王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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