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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与大数据国家重点研发专项专题

编者按
当前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空间急速扩张, 其信息量已经远远超过人类所能接受的能力, 如何

通过更为自然、智能的方式提升人类对海量信息的理解能力和利用效率已经成为当前信息领域必须

解决的关键问题.云计算和大数据是推动信息技术普惠服务和数据资源充分利用的信息科技与产业新

兴方向,是人类社会信息化和智能化发展的重大变革和必然趋势. “云计算和大数据”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云计算和大数据基础理论、技术方法、应用示范, 培育我国云计算和大数

据的技术链、产业链、价值链,抢占国际信息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对于提升我国科技和产业竞争力意义

重大.

作为我国首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 “云计算与大数据” 于 2016 年启动. 该重点专项汇聚

了国内学术界和工业界在云计算和大数据领域的顶尖研究力量, 按照全链条创新设计、一体化组织实

施的总体思路, 对照专项总体目标, 分成 3 个层次完成研究部署: 基础研究、关键共性技术研究、集成

平台与示范应用. 基础研究构建原创性理论体系与计算模型, 重点围绕信息感知融合与理解、智能决

策原理; 复杂推理与计算中的心理逻辑模型和问题求解模型; 软件定义统一理论和方法; 多源异构大

数据的表示、存储、度量、语义理解和基于认知的分析方法等基础科学问题开展研究, 为建立云计算

与大数据的科学体系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包括软件定义的云计算支撑平台技术; 云计算

核心软件开发和装备研制; 数据采集、交换、传输、存储与计算技术; 大数据分析与无障碍呈现技术;

智能基础软件技术; 云端融合的感知认知和自然交互计算技术; 类人计算与理解技术等核心技术. 集

成平台与示范应用构建数据共享、交换和开放云平台,实现大数据交换和分析,开展面向社会治理、国

家安全、教育、环境、健康、金融证券等领域的云计算与大数据集成平台与应用服务.研制安全可控的

开源项目支撑系统, 支持企业主导创建开源软硬件项目并建设相应的生态系统.

为反映我国在云计算与大数据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中国科学: 信息科学》组织了云计算与大数

据国家重点研发专项专题, 旨在展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的最新研究成果. 经过严格的同行评

议, 专题共收录了 4 篇论文. 这 4 篇论文各代表了一个独立的亮点成果, 内容详实, 逻辑清晰, 有较强

的系统性和概括性.

前两篇论文主要论述软件定义的云计算基础理论和方法. “面向云际计算的自主对等协作环境”

针对在云际计算中实现云服务交易的关键难题,提出支持不同云交易参与者之间自主对等交易资源和

服务的支撑环境 —— 云际协作环境, 并从云服务消费者、提供者和代理 3 个视角出发, 提出了该协

作环境的消费服务模式、供给服务模式和磋商服务模式, 并阐述了环境中有关价值交换支撑服务的运

行机理. “低熵云计算系统” 针对当前的云计算系统难以同时满足用户体验和系统效率需求的关键难

题, 归纳了云计算系统中存在的 4 类无序现象, 提出了低熵云计算系统的学术概念, 刻画了其主要特

点, 比较了低熵云计算系统与虚拟化云和分区云在用户体验、开发效率、运行效率、资源适配方面的

区别, 并讨论了低熵云的新概念和新技术.

接下来的两篇论文主要论述了云端融合的自然人机交互关键技术. “云端融合的神经系统疾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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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辅助诊断研究”面向神经系统疾病辅助诊断与早期预警,针对传统疾病检测系统通道单一的问题,

提出了一种基于多通道的疾病辅助诊断方法, 进行不同通道交互信息的获取、分析和融合, 通过云端

融合框架对海量用户生理信息进行存储、分析和辅助诊断, 有效提升了方法的精确性与鲁棒性. “多模

态力触觉交互技术及应用” 针对虚拟现实中力触觉这一重要交互通道, 从虚拟对象和力触觉表达方式

的差异出发, 综述了力触觉建模技术和力触觉再现设备的研究现状, 分析了各种模态的力触觉交互技

术, 提出了基于云端的力触觉人机交互信息感知系统框架, 介绍了东南大学的研究进展和应用, 并进

行了展望.

由于篇幅所限, 除了上述成果之外, 本重点专项还有许多研究成果未能在本专题中予以发表, 包

括: 新型大数据存储技术与平台、基于数据流的大数据分析系统、面向云计算的网络化操作系统、面

向特定领域的大数据管理系统、基于大数据的软件智能开发方法和环境、大数据知识工程基础理论及

其应用研究、面向大范围场景透彻感知的视觉大数据智能分析关键技术、跨时空多源异构数据的融

合、开放共享技术与平台、人机交互自然性的计算原理、支持大数据理解的头戴式无障碍呈现技术等,

感兴趣的读者可继续关注本刊的后续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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