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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首个毫米级计算系统原型问世
传统计算机淡出人们视线或成可能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陈丹 发布时间：2011-02-24 【字号： 小  中  大 】 

据美国物理学家组织网2月22日报道，美国科学家研制出一种可供青光眼病人使用的植入式眼压监测器，据信这

是世界首个完整的毫米级计算系统原型。辅之以一套无需调谐便可找准频率的紧凑型无线电设备，多个毫米级计算

系统就能搭建成一个无线传感器网络。这两项进展是朝着毫米级计算进军征程上的重要里程碑，而毫米级计算被认

为是未来电子学研究领域的前沿。研究人员已在22日举行的国际晶体管电路研讨会上提交了相关论文。  

按照计算机发展的有效经验法则之一贝尔定律的描述，大约每过10年，技术进步就会促成一个全新的尺度更

小、成本更低的计算机平台的出现，从大型主机、个人电脑、笔记本直至智能手机，这一定律得到了充分印证。研

究人员表示，他们新开发的这种几乎微不可见的毫米级计算系统将会推动计算机工业的未来——普适计算（一种全

新的计算理念，强调把计算机嵌入到环境或日常工具中去，让计算机本身从人们视线中消失）的发展。 

该眼压监测器由密歇根大学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系教授丹尼斯·西尔维斯特和大卫·布洛乌以及助教大卫·

文茨洛夫负责研发，他们将一个超低功耗微处理器、一个压力传感器、存储器、一个薄膜电池、一块太阳能电池和

一个带有天线的紧凑型无线电设备整合在一起，整个系统大小不过一厘米见方。该系统每隔15分钟进行一次测量，

平均功耗为5.3纳瓦，暴露在室内光线下10个小时或者阳光直晒1.5个小时就可完成电池充电，并能够储存一周之内

的测量信息。研究小组称，该装置有望在未来几年内投放市场。 

这套新系统虽然是专门针对医用人体传感器网络而开发的，但其在追踪环境污染、监测结构的完整性等方面也

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不过，这一毫米级计算系统虽然很完整，但所携带的无线电设备还无法让它和类似的其他系统进行“交谈”，

而这种节点对节点通信是一个无线传感器网络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为此，研究人员正在研制一种带有集成片上天

线（on-chip antenna）的无线电设备。他们采用先进的互补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MOS）工艺来控制天线的形状和

尺寸，由此可控制天线对电子信号的反应，从而避免使用目前两个孤立的设备之间“通话”时必须依赖的粗重的外

置平衡线，大大缩减了无线电系统的尺寸。 

研究人员现正在研究如何降低该无线电设备的功耗，以使其与毫米级电池兼容。他们同时也希望为这些看上去

微小但意义重大的进展申请专利，并寻找商业伙伴将这些技术推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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