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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大附院信息中心沈主任介绍，医院目前所设计的物
联网一期工程功能都是依照病人与医院的实际需求所搭建
的，这也是院方上马物联网应用的初衷。

“医院人流密集、病人又多，我们要利用新技术将突
发事故扼杀在摇篮中。”他介绍，“医院住院部经常有病患
或护工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很难靠人工管控；通过物联
网项目，我们可以实时感知用电异常部位，并通过规则自
动将其进行单独断电处理。另外，医院也存在部分用电线
路老化情况，在物联网可视化平台也能进行预警。”

如今量化的空气数据就可以指导医院更好地为病患营
造良好的室内空气条件。当二氧化碳、温湿度或者其他空
气指标到达一定程度，可以自动打开新风系统或者进行除
湿等操作，不仅能让人体的体感更舒适，更能有效使降低
一些呼吸道或者心脑血管病人的负担。

沈主任介绍，当量化数据不断上传积累，通过分析，
院方或许还能为临床治疗营造一些好的气象条件。“比方，
一般我们做手术最好的季节是在秋高气爽的时候，细菌滋
生慢、感染风险小，患者手术康复快；但病不等人，有了
量化的数据体系，我们就能得出一套模式，营造良好的治
疗环境，为患者服务。”

再比如压缩空气机房，这是医院特有的设备机房，如
患者吸氧、吸痰，就需要此类管道气体支持；如果使用中
管道气压不足，就会影响患者救治。因此对类似设备压强
更加细化的量化与监测关乎着病人的生命安全。

医院里还有大量的医疗设备，以往都要靠人力巡检；如今
可以利用物联网设备时刻感知设备的运行状态和所处位置，能
够更好地保障设备安全运行和资产管理。

如今这一系列数据都形成了实时更新的可视化图表，
医院管理者可以看到原本隐藏在医院各个角落的变化。

“10年前，智能手机、滴滴打车、微信
还没出现，现在我们已经离不开它们了。”本
周吴晓波做客宁波时道：“未来的事情，你要
加倍使出全部力量往前冲，这样才能看到原
本看不到的东西。”

确实，数字经济带来的改变如此迅速，领
域如此辽阔，让人始料未及，无论你是否情
愿，改变正在发生。

就像前几天，记者接到了东南商报创业分
享会分享嘉宾郑元杰的电话，他告诉记者，小
盒科技在宁波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以下简称
宁大附院）所做的物联网项目已经交付，宁波
第一家物联网医院诞生了。

记者开玩笑地问道：“要把物联网放医
院，总共分几步？”

郑元杰会心一笑：“三步，把医院门打开；
把AI大脑放进去；把医院门关上。”

改变是否真像他说的这么简单？记者来到
宁大附院一探究竟。

尽管这种物联网应用听上去有各种好处，而且还有无
限延展的应用，但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刘慈欣的短篇科
幻小说《中国太阳》中的主人公水娃，在驾驶中国太阳飞
向外太空时曾说过“人类已经停止了探索太空的脚步，因
为在这个经济利益主导的社会中，任何的行为都是以利益
为导向，而像探索太空这样耗资巨大而回报渺茫的工程，
已经没有人会去干了。”

那么，物联网智慧楼宇是不是一门好生意呢？怎么赢
利呢？

答案是节能，当所有数据被量化，AI就能通过学
习，除了可以提升人员管理效率、建筑管理品质；就节能
这块，计算出在保障需求情况下，能耗的最低标准，通过
控制各类电器，省下数以十万元甚至百万元的电费。而一
两年的电费或许就能收回投资成本了。

如果我们像吴晓波老师说的，再跑快一点，我们还能
看到什么呢？就是资产虚拟化管理。

当所有的设备运行被监测、运行数据被实时标注。
AI就能模拟未来几年设备的老化、折旧情况，预知未来。

这有点像海尔总裁张瑞敏口中的物联网冰箱，冰箱会
通过冰箱里鸡蛋、禽肉、水果的使用量与存量，计算出补
充食材的时间，提供采购、维修服务。如同电视里的广
告，血糖仪白送，赚的是卖试纸的钱。

数字经济大潮来袭，AI、IOT （物联网）、边缘计
算、云计算、大数据这些原本只是名词的事物正在迅速突
变，有机结合，创造着一个又一个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

“硬科幻”。
前方也许才是郑元杰们拼命奔跑所想看见的未来。

能够完成如此多的应用场景，并把所有数据量化且实
时更新，依靠的不仅是多如牛毛、隐藏在各个位置的传感
器，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小盒物联提供的人工智能大
脑“NAYOTA”。

郑元杰介绍，2016年以前，物联网的应用，首先是
连接，把每个设备关联起来，形成的应用称为“反射弧”
应用，比如家里的天然气泄漏，空气传感器监测到后会报
警、打开窗户、拨打天然气公司的抢修电话。

“这种反应，被我称为反射弧，它是定式逻辑，且没
有量化数据与计算，只是狗听见铃铛响流口水，事实上狗
并不会识别铃声，只是知道流口水之后有骨头吃，是人为
安排的逻辑。”他介绍，“而当物联网遇上AI后，这些逻
辑的确立再也不是人为灌输的，而是人工智能通过数据计
算结果并自主学习后得出的。首先AI量化了天然气泄漏
的空气浓度，什么浓度需要开窗、什么浓度需要报警、什
么浓度需要抢修，是根据人日常的行为逻辑进行学习得出
的。AI甚至可以量化到什么浓度的泄漏开多大的窗。”

拿应用到宁大附院的室外公共区域照明举例，原本开
关灯是定时的，比如冬天5点半开、夏天6点半开，现在
是根据自然光的照度自动开关。比如虽然是夏天，但是雷

雨多发，天黑早，就早点开。同时这种计算不是根据一次
计算结果，而是多次多点计算，避免了乌云遮住太阳形成
短时黑暗的误判。

而当AI结合人脸识别等工具后，会变得更加聪明。
“比如今天某个行政科室主任到住院部参加医疗查

房，办公室的照明或空调没关，AI检测到办公室没有人
后它不会快速做出反应，将电器关闭，而是进行推断。当
AI在住院部楼层捕捉到这位主任的人脸后，就开始学习
这位主任查房的行为习惯，综合15天以上的学习，它会
得出结果。当这位主任在每周二、四、六上午时前往住院
部的平均时间为1个小时，AI就会短暂关闭空调，一小时
后再开启。而当这位主任从停车场开车出门，AI会跟踪
判断是否关闭办公室内的电器。”

这么多场景、这么多逻辑，需要多大的带宽与成本才
能实现呢？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黑科技——“边缘计算”。
以往更多的概念是云计算，所有的数据上传到云端进行计
算，不仅成本高，而且延迟大。而通过局域网组网的物联
网，需要及时处理一些简单的操作，比如水箱水位过高关
闭进水阀门等，就要通过本地近距离的边缘计算，大大提
高了响应速度。

AI会学习、会思考、会推理？

物联网智慧楼宇怎么赢利？

医院为什么要搞物联网？

宁波第一家
物联网医院诞生记

记者 乐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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