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虚拟仪器的诞生
、

发展与诺贝尔情怀

中国虚拟仪器的诞生
、

发展与诺贝尔情怀

应怀樵 刘进明 沈 松 应 明 杜 峰 李毅民

(北京东方振动和噪声技术研究所
,

北京
,

10 00 85 )

摘要
:
叙述 了中国虚拟仪器的诞生

、

发展历程和 or 大世界性难题技术的突破
,

指 出了

中国 V l 的发展方向与云智慧仪器
,

文中还提及了中国虚拟仪器的诺贝尔奖情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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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
.

1 中国虚拟仪器 ( V l) 的诞生

第一
,

应归功于
“

两弹一星
”

的战略决策与宏观管理
,

原子弹
、

氢弹核爆炸作用下地

下铁道振动
、

噪声和动力学测量分析的需要
,

萌生了中国 VI 的创新构思 ; 第二
,

应归功于

改革开放政策与宏观管理
,

允许民营科研的成立
,

使得中国 vi 高科技研究在民营科研所完

成 ; 第三
,

应归功于清华大学
、

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
、

中国科学院力学所与声学所
,

以及中

国铁道科学院的铁建所
、

机辆所等许多专家教授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 第四
,

应归功于北京

东方所整个团队和学生们从 19 8 3 至 20 11 年 28 年共同辛勤的工作与卓绝的努力 ; 第五
,

应

归功于东方所正确的管理
,

北京东方所的企业文化— 精神追求
、

道德情操
、

成功法则十八

条
:
第一部分

,

精神追求— 前九条成功法则 ; 第二部分
,

道德情操— 后九条思维管理法

则 ; 第三部分
,

六条幸福法则
。

到 目前为止
,

北京东方所已聚集了 40 多位研究员
、

教授以

及博士
、

硕士
。

1
.

2 中国 V l 发展背景

中国 V l 创始人— 应怀樵
,

19 41 年出生
,

19 59 年就读于浙江大学工程物理系理论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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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

崇敬爱因斯坦和玻尔 ; 1 962 年因国家需要调整专业至数学力学系应用力学专业
,

崇

敬冯
·

卡门和钱学森
。

应教授今年也刚好 70 周岁
,

从 1994 年 1 月 14 日脑出血
,

患过 3 次

中风
,

4 次心梗
, “

去过
” 7 次阎王殿

,

但他仍然坚持不懈搞研究
,

到 目前为止应教授已参

与完成 4 个大课题
:

( 1) 19 64 年浙江大学毕业
,

分配到中国铁道科学院从事
“

高速铁路列车风洞的研究
”

(搞了一年 )
,

同年到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流体力学专业学习风洞测试技术
。

( 2 01 1 年 7 月 8

日乘高铁从南京回北京
,

深感高兴
,

祖国伟大 ! )

( 2 ) 19 65 年参加国防课题核试验防核武器防护工程— 地下铁道核爆炸作用下振动
、

噪声与动力学分析的研究
,

涉及核爆炸和地下铁道
,

这项工作搞了 巧 年 ( 19 65 一 1980 年 )
。

其中
,

提出核效应工程设计参数 5 个振动公式
,

完成 C Z 一 S 拾振器和 C Z 一 F 测振放大器的

研究成果
,

填补了国内空白
,

1 9 7 8 年获 3 项全国科学大会奖
。

( 3) 19 80 一 19 8 3 年参加了我国抗地震技术的工程抗震研究
。

( 4 ) 从 1 9 8 3 年筹建中国振动技术咨询部
,

19 8 5 年成立北京东方所
,

并正式立题研究中

国虚拟仪器—
D A S P 虚拟仪器库和 NI V 移动试验室

,

提出 PC 卡泰 (卡泰仪器和东方科卡 )

及
“

把试验室拎着走
”

的目标
,

经过 28 年坚持不懈的努力
,

该目标现已完成
。

1
.

3 与 vi 相关论文资料和刊物

应教授撰写过专著 《振动测试与分析》 ( 19 79 年 )
、

《C z 测振仪器与测振技术》 ( 1 9 8 2

年 ) 与 《波形和频谱分析与随机数据处理》 ( 1 9 8 3 年 )
,

主编了 《现代振动与噪声技术》 文

集共 9 卷 ( 19 97 一2 0 11 年 ) 等 12 本书和
“

倒嫡谱
” 、 “

虚拟仪器
”

等 150 多篇论文与报告
。

很多报刊都曾经登载过关于中国 vi 的文章
。

ZOn 年 3 月 3 日 《中国信息报》 第 4 版

《热点追踪》
“

中国虚拟仪器库 D ASP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记中国虚拟仪器创始人和奠基

者应怀樵教授
” ; 3 月 15 日 《科学时报》 A 3 版 《人物》

“

让 NI V 系统走进每个试验室—
记中国虚拟仪器之父应怀樵教授

” ; 4 月 18 日 《香港文汇报》 4A 5 版 《特刊》
“

让 D AsP 虚

拟仪器库运行在每个试验台上— 访中国虚拟仪器之父应怀樵教授
” ; 2 01 1年 6 月 《科技成

果管理与研究》 第 6 期第 12
、

13 页
“

潜心研发虚拟仪器
、

服务中国技术创新— 虚拟仪器

之父应怀樵教授
” ; 7 月 1 日香港 《大公报》 2A 8 版

“

应怀樵
:
中国虚拟仪器之父的诺贝尔

情怀
”

等
。

《科学中国人》 2 01 1 年 8 月上期的创新之路
: “

科技创新造福社
,

阳光洒满冲诺

路— 访中国虚拟仪器之父应怀樵教授 ,’; 凤凰网
、

人民网
、

中国新闻网的 《中国名片》 栏

目
:
中国脊梁—

“

中国虚拟仪器之父的诺贝尔情怀— 应怀樵教授
” ; 凤凰网

、

央视网
、

中国新闻网
、

环球网
、

中国网的 《领航中国》 栏 目
:
领航会客厅—

“

中国虚拟仪器之父

应怀樵教授
”

等 4个报刊
、

两个杂志和 6大网站有关诺贝尔情怀的报道
。

2 中国虚拟仪器诞生与发展历程

中国虚拟仪器 ( vi ) 科学研究之中
,

北京东方所针对虚拟仪器的核心技术和其他技术

及一些国际性难点
、

拦路虎 (如
:
频率

、

幅值
、

相位
、

阻尼
、

传递 函数
、

倒嫡谱
、

F f , ’ /

D盯
、

双核灯 D 精度
、

自动化模态分析
、

声压声强声功率测试等重点难点 ) 自主创新 112

项新技术
,

其中有 20 多项达到国际领先
,

攻克 10 大世界性难题
,

并填补国内空白
,

特别是

对
“

传递函数的测试及实时控制和反演关键技术
”

的成功突破
,

为提高虚拟仪器测量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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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范围开辟了新途径
。

2
.

1中国虚拟仪器构想的萌生

1 %5 年
,

应教授参与我国核爆炸防护工程研究
,

遇到地铁道床的下沉残余位移 ( O H z
)

用硬件无法获得的难题
,

就萌生了虚拟仪器的大胆构想—
“

用数字算法和软件取代硬

件
” 。

应教授曾经用计算尺和手摇计算机进行试算
,

1970 一 19 72 年曾到中科院计算所进行光

电传输纸带穿孔输人的数字计算机用 B C Y 语言进行试算
,

但效果不太理想
。

2
.

2 中国虚拟仪器核心概念的提出

197 3 年
,

应教授尝试用当年 日本 自动化工业展览会时买来的小型 E C5C 55 可用键盘输人

的数字计算机及 F ORT RA N W语言编程的软件数字积分取代传统硬件模拟积分的方法
,

解决

了残余位移 (O zH ) 用硬件无法获得的难题
,

并于 19 79 年获得成功
,

成为虚拟仪器的最早

的成功范例
。

同年 11 月
,

国防科委在杭州召开的某会议上提出虚拟仪器的核心概念
“

软件

制造仪器
” 、 “

用软硬件结合取代传统仪器
”

获得主持会议的中科院力学所所长郑哲敏院士
、

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院士
、

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院士的赞扬和支持
,

比美国 M 提出
“

软件

是仪器
”

的概念早 7 年
。

2
.

3 中国虚拟仪器的研发历程

( 1) 1979 年 n 月
,

具有该领域应用成果的 国内首部专著 《振动测试和分析》 出版发

行
,

中国 V l 应用实例如图 1 所示 (注
:
此图为引自 《现代振动与噪声技术》 (第 8 卷 ) 几7

图 4
,

航空工业出版社 2 0 10 年 8 月
。

原图引 自 《振动测试和分析》 1 979 年版 3P 55 图 7 -

6 )
。

图中波形①为实测核爆炸下地铁道床加速度波形
,

②为数字积分计算获得的速度波形
,

③为两次数字积分 + 基线修正后得到的位移波形
。

运用数字算法 (现称为软件 ) 取代硬件

所得到的结果
,

即虚拟仪器早期的成功研究
。

虚拟仪器的核心是软件制造仪器
,

这是软件取

硬件系统实测得到
应变式加速度计 (下限 OH z)

20----24806040200
切è到侧瑙口只

A①

s

UI/
。à公

鳖
一 2石
--4 0

软件计算得到

数字积分
+
基线修正

位移波形

— 残余位移
软件计算得到
数字积分

+
基线修正

nùnó0nU004321--l

日日七禅划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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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京地铁道床核试验振动波形的实测 A V D 变换

( 19 73 一 19 79 年
,

用
“

软件制造仪器
”

的探索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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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硬件的早期研究的成功示例
。

192 8年
,

《 C z 测振仪与测振技术》 出版发行
。

19 8 3 年 5 月
,

具有中国虚拟仪器早期构思实例框图的 《波形和频谱分析与随机数

此图为引自 《波形和频谱

、、产刃、

,
了

2
内j

据处理》 出版
,

中国 VI 应用实例如图 2 计算方案框图所示 (注
:

分析与随机数据处理》 1 9 8 3 年版的 3P 07 图 6 一
27

,

同时可参考玛 04
一
玛 13 中图 6 一

28
,

图

6 一 2 9
,

图 6 一 3 0 以及表 6 一 1 1 )
。

加加速度波形形形 频谱分析析

(((长度坐标
` ,

y ))))) (傅里叶积分法 )))

离离散采样 (
x ` ,

yl ))))) 数值求积分分
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输入。。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标变换 (输入标标加加速度波形的离离离 定值和时标 )))))))))))))))))))))
散散数据` ,

乌乌乌乌乌 计算实部 R ( 。 )))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虚部1 ( 。 )))

数数值求积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应 。。。 对应 。。

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出出出 算出出
速速度波形的离散散散 速度波形形形 幅值值值 相角角
数数据 it

,

attttt (修正前 ))))) A i
(。 ))))) 功

`

(。 )))

加加速度修正量量量 基线修正
,

计算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 a ,,,

速度修正值值值 计算加速度频谱谱谱 幅度谱谱

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位谱谱

修修正后的加速度度度
.

计算修正后的加加加加加加加

数数据波形心
,

场场场 速度波形数据据

数数值求积分分分分分分分
幅幅幅幅幅幅幅幅幅幅幅幅幅度谱谱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算速度频谱谱谱谱

修修正后的速度度度 修正后的速度度度 相位谱谱

数数据波形乙
,

代代代 波形数据介
,

科科科科科科科

数数值求积分分

幅幅幅幅幅幅幅幅幅幅幅度谱谱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算位移频谱谱谱谱

位位移波形数据据据 位移波形数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
心心

,

试试试 右
,

动动动动动动动
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位谱谱

图 2 虚拟仪器的早期计算方案框图

引自 19 83 年 5 月发表的 《波形和频谱分析与随机数据处理》 3P 07 图 6 一
27

( 4 ) 19 8 3 年 1 月
,

应教授下决心研发中国 VI
一 PC 卡泰

,

创建北京东方所的前身— 中

国振动技术咨询部
,

并正式立题研究虚拟仪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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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1 9 8 5年
,

北京东方振动和噪声技术研究所正式成立
,

开始从事虚拟仪器库
、

移动

试验室的研究
,

并正式立题
“
D A SP 虚拟仪器库— 振动噪声

、

模态分析移动试验室技术
”

研究
,

提出 PC 卡泰
、

东方科卡和
“

把试验室拎着走
”

的 目标
。

( 6) 19 8 8 年 9 月 16 日中国虚拟仪器应用于火箭激振杭州钱塘江大桥模态试验圆满成功

( 9 月 17 日汉城奥运会开幕式当天的中央电视台新闻报道时
,

播出了这一试验成功新闻 )
。

( 7) 19 93 年 3 月
,

中国虚拟仪器参加北京新技术展览会
,

并远赴加拿大参展
,

获表扬

名单第一名
。

( 8) 19 95 年用于
“

长三捆
”

火箭全箭模态试验
。

( 9 ) 19 % 年用于神舟号载人飞船移动发射平台模态试验
。

( 10) 20 04 年用于航天员超重训练设备臂架系统模态分析
。

(川 20 07 年
,

在第二届全国虚拟仪器学术交流大会上
,

北京东方所的卓越贡献受到高

度评价
,

北京东方所的应怀樵教授被誉为
“

中国虚拟仪器之父
” 。

3 + 大国际领先水平的重大突破

3
.

1 基于平台式设计的虚拟仪器库技术

用软件制造仪器和用软硬件结合取代传统仪器 (传统仪器主要用硬件构造 ; 虚拟仪器

是由软硬件结合
,

主要是软件构造 )
,

这一具有里程碑式划时代意义的新路线对仪器制造业

和测试技术界产生巨大影响
,

北京东方所原创的虚拟仪器库 D A SP 软件平台系统和 NI V 移动

试验室
,

达到我国在 V l 研发方面的最高水平
。

3
.

2 变时基 ( V T B ) 传递函数 (导纳 ) 测量分析方法

此方法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

并已获国家发明专利
,

完成神舟飞船 75 0t 移动发射平台
、 “

长

三捆
”

大型运载火箭
、

航天员超重训练机的模态试验等数十项国家重点项 目
,

效果理想
。

3
.

3 高精度频率
、

幅值
、

相位和阻尼测量技术

北京东方所 ( COI N V ) 原创的高精度频率计和幅值计
,

克服了 F畔 频率步进制的限制

和泄漏的影响
,

软件本身的频率与幅值均可达到十进制 12 一 14 位数字测量精度
,

比国外常

规方法提高精度 10 0 万倍
,

这是 vi 的拦路虎
、

世界性难题
,

达到国际领先
,

具有重大国际

影响力
。

传统方法与 C OI NV 方法对比
:

表 1 软件误差

\\\

谙逃 \\\
传统方法 FFTTT C O I N V 方法法

幅幅值误差差 矩形窗
: 一

36
.

3% 一 000 小数点后十进制 12 到 14 位位

平平平顶窗
: l %

。

左右右右

频频率误差差 矩形窗
: 0

.

5叮
一 000 小数点后十进制 12 到 14 位位

平平平顶窗
: 0

.

5好
一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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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硬件误差

一一嚷爵一一之瞥一一
III N CO I N VVV

幅幅值误差差 C o lN V方法矫正前前1 %左右右1 %左右右

CCCCCO I N V方法矫正后后1 输
一 0

.

1 %
。

(提高1 0一1 00倍 ))) % l
。 一 0

.

1 知 (提高1 0一1 00倍 )))

频频率误差差 CO I N V方法矫正前前 十进制的 5一 6位位 十进制的 5一 6位位

CCCCCI oN V方法矫正后后 十进制的 7一 8 位 (提高1 00倍 ))) 十进制的 7一 8 位 (提高1 00倍 )))

3
.

4超低频信号快速测量技术

北京东方所原创的超低频信号快速测量技术
,

对于超低频信号 ( 0
.

1 一 0
.

0O0 01 H z
) 的

快速准确测定
,

这是世界性难题
,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

3
.

5 倒嫡谱分析方法

北京东方所原创倒嫡嫡
、

倒嫡富
、

倒富嫡等 3 种倒谱
,

达到倒谱分析的国际领先水平
。

3
.

6 F F T/ D F T 分析方法

北京东方所厉呛」的 F F I ’/ D FT 分析方法
,

是目前频谱细化的主要方法之尸
,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

3
.

7 振动全息 A V D (一入三出 ) 实时测试创新技术

北京东方所原创的全程微积分方法
,

实现 A V D
“

一人三出
”

振动全息实时动态连续测

量
,

这是世界性难题
,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

3
.

8 自动化模态分析方法

通过此技术方法
,

一般人员通过简单操作即可获得专家级的模态分析结果
。

3
.

9 双核 24 位变幅基灯D 高精度超量程 160 d B 数采仪技术

北京东方所原创的 24 位 (双核 ) 变幅基灯 D 高精度超量程 16 0 dB 数采仪技术
,

是国内

首创
,

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

3
.

10 传递函数的测试及实时控制和反演关键技术

北京东方所提出由软件构成的在数采过程中实时快速精确测试幅频和相频曲线
,

为提高仪

器测量精度和范围开辟了新途径
,

并通过 Y S L 专门技术实时实现传递函数的控制和反演
,

已

在 D A SP 软件中取得成功应用
,

使得虚拟仪器的核心关键技术得到重大改善
,

极大地提高了虚

拟仪器的性能
,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

这种技术是世界胜难题
,

是国内首创
,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

4 中国虚拟仪器的发展和展望

4
.

1 让 D A S P 运行在每个试验台

中国虚拟仪器 D A S P (达世普 ) 软件和 NI V 移动试验室系统是与美国 M 同步研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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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12 1项创新技术
,

其中 20 多项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 产品已累计销往 2 000 多家用户
,

经

济效益超过 1亿元 ; 根据我国 2 007 年仪器产值估算
,

前期阶段按软件取代硬件的 30 % -

50 %计算
,

将产生每年 600 多亿元到 100 0 多亿元的巨大价值
,

从长期预测看
,

软件能代替

硬件的 70 % 一
80 %

,

对促进技术变革和推动新兴产业形成与发展
,

以及造福国计民生有着

重大作用
。

4
.

2 “
云智慧仪器时代

”
的到来

随着
“
云计算

”

和
“

物联网
”

时代的来临
,

2 009 年
,

北京东方所在桂林召开的全国第

三次虚拟仪器学术大会上
,

提出我国应尽快开展
“

云智慧仪器实验室
”

与
“

云智慧故障诊

断中心
”

和
“

智慧仪器
”

相关方面的研究
,

让
“

智慧仪器
”

早 日到来 ; 并且北京东方所还

提出
: 云智慧仪器

=
vi + 互联网 + 物联网 + 网络式高性能数采仪 + 智能传感器 + 云计算 +

DA SP 各种软件包
。

5 中国虚拟仪器的现状和典型代表

— 中国 VI = D A S P V l 库 + I N V 移动试验室

5
.

1 中国 vi 发展阶段

中国 v l 经过多年发展走过了 p C 插卡式
、

P C 并口式
、

P C 13 9 4 口式
、

u SB 口式
、

C P C I

总线式和 PXI 总线式
、

LA N 以太网式
、

无线式
、

手持式
、

智慧仪器时代
。

5
.

2 IN V 系列硬件系统 (如图 3 所示 )

图 3 NI V 硬件展示图

( 1) NI V 3 0 2 0 C

—
C P CI 总线方式数采仪 (北京东方所改进具有时间同步功能

,

相当

于 XP I ) ;

( 2) NI V3 06 0

— LA N 以太网络式数采仪 (具有双核
、

IC P
、

内部闪存存储器
、

可达

16 x 10 2 4 通道级联 ) ;

( 3 ) IN V 30 80

— 手持嵌人式 C PU (具有 D SP
、

FPGA
、

A R M 三个嵌人式芯片 ) 数采仪

(双核 24 位 A D
,

触摸式液晶显示
,

32 BG 内存 ) ;

( 4 ) INV9 5 0 0

— 无线式数采仪 (可达 l 一 Zk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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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I N V 18 61

— 超薄
、

轻便
、

节能
、

高精
、

抗干扰应变仪
。

5
.

3目前最新软件

DA P s(达世普 )数据采集和信号处理软件 ( v i o版本 )主菜单界面如下
。

图 4 DA S P虚拟仪器库的主菜单

6追求诺贝尔奖的情怀

诺贝尔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

还是一位企业家
,

对科学及人类进步事业非常热爱
,

凭借巨额财富设计的诺贝尔奖
,

使他成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热爱科学与进步的杰出人物
。

中

国虚拟仪器 ( vi ) 是对人类社会有重大贡献的原创成果
,

可以问鼎诺贝尔奖
。

中国 VI 的意

义可与光纤之父诺贝尔得主高馄教授的
“

光纤通信
”

的成果相提并论
。

7 结语

综上所述
,

可以认为
:

( l) 中国虚拟仪器 ( vi ) D A S P 软件和 NI V 移动试验室是中华民族原创的
,

是自主知

识产权的高科技成果
。

( 2 ) 中国 V l 的研发成功是国内外最早
,

与美国 M 同步 (初期成功比美国 M 早 7 年 )
。

( 3 ) 中国 V l 的主要核心技术直到 目前是国内外最好的
,

我国攻克了 vi 关键技术中的

拦路虎 (频率
、

幅值
、

相位
、

阻尼等精度以及传递函数的实时测试和反演
、

实时 AV D
、

倒

嫡谱
、

F FW D叮 超低频高精度快速测量
、

双核 24 位 1 6 0 dB 数采仪
、

自动化模态
、

声强
、

声

压
、

声功率等 )
。

有 10 项世界难题的创新和 20 多项国际领先技术
。

( 4 ) Vl 的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非常重大
,

各种科学仪器与分析仪器主要由
: ①信号和

数据采集
,

②分析和处理
,

③显示存储和输出及传输等三大部分构成
,

其中除第①部分需要

必要的硬件构造外
,

后两大部分都可以用基于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的信号处理和分析及各种

应用软件如 D A SP
,

LA B vi EW 来构造完成
。

目前 P C 机与互联网已经普及并深人家庭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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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

vi 的应用前景极其广泛
。

VI 技术利用 目前高性能的模块化数采与调理硬件
,

结合 P C

技术的高效灵活的信号分析处理及各种应用软件来完成各种测试
、

测量和 自动化的应用
。

虚

拟仪器提供的各种功能满足我们多种测试分析项 目的需要
。

虚拟仪器的核心是
“

软件制造

仪器
” 、 “

软硬结合取代传统的仪器
” 。

软件可以积聚人类的各种智慧
。

若全面推广
,

将来发

展到智慧仪器
,

并成为机器人的核心技术
,

应用大量的软件和嵌入式芯片发展人脑工程
,

进

行信号和信息处理
,

是智慧机器人的基础
。

我国将产生大于 600
一 10 00 亿元 /年

,

全世界将

大于 10 0 0 0 亿元 / 年的经济效益 (按取代 30 %
一
50 % 计算

,

预计将来可取代 70 % 一
80 % )

。

vI 的产生使试验方法
、

试验技术有了重大革新
,

大大节省了试验时间
,

而且它的发展也改

变了科学仪器的构成
,

大大节省了材料
、

能源
、

运输
,

实现绿色环保
。

vi 的发展极大地推

动了生产力
,

促进新兴产业的形成和造福国计民生
。

Vl 的推广 目前正处在井喷的前夕
,

很

快将会进人快速发展期
。

( 5) 中国 V l 是贡献非常重大的科研成果
,

是中华民族继古代四大发明之后
,

对人类有

重大贡献和深远影响的现代发明之一
。

( 6 ) 因此
,

中国 vI 具备了问鼎诺贝尔物理奖的必要条件
。

这么好的一个成果不拿诺贝

尔奖太可惜了
。

我们所做这一切的 目标是为了让我国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科学仪器登上国际领奖台
,

并

改变国人使用外国仪器的习惯
,

是希望让中国 自主创新的信号处理与虚拟仪器技术走出国

门
,

达到世界普及
。

正如诺贝尔奖的创立者曾经践行的
,

科学精神与产业之路的生命熔铸将带给人类更加美

好的未来 ! 我们的虚拟仪器是中美两国同步创造
、

将有可能问鼎诺贝尔物理学奖
,

具有重大

和深远世界意义的原创科技成果
。

问鼎诺贝尔奖
,

中关村需要
、

北京需要
、

中国需要
、

中华

民族需要
、

世界需要
,

这是中华民族本土科学界近百年来的心愿
,

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吧 !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加油 ! 这不仅是一种崇高的荣誉
,

更是激励创新
,

造福人类的精神源

泉
,

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中国科学界理应在高科技领域取得原创的重大突破
,

向诺

贝尔物理学奖冲刺
,

这不仅是一个科学家的荣誉
,

更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代

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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