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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预测中的大数据
姻本报记者胡珉琦

“手机挂胸前导致心脏病和内
分泌紊乱，放裤袋会杀精，常用手机
的人患上眼癌的机会比其他人多出
三倍”“微波炉加热后的水浇花花
死，泡豆子不发芽，对人体有危害”

“口服风油精可以防中暑、根治狐
臭、治便秘”……刚刚过去的 7 月，

“科学”流言榜上又添许多五花八门
的“科普贴士”，这些一本正经的“关
心”借科普之名，在微信朋友圈、微
博等平台上畅行无阻。

其实又何止一两个伪科学的帖
子，一些在科学上存在严重纰漏的

“科普图书”通过正规出版社出版后
大行其道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尤以
涉猎养生保健、外星探秘居多，其为
吸引眼球博取利益而无视科学的行
径，如同在光天化日之下实施诈骗。

中科院院士周忠和在与笔者交
流时认为，科普既需要国家有关部
门来做，也离不开民间的参与，但民
间科普的鱼龙混杂，也需要规范。

科普乱象层出不穷，究其原因
在于，在我国当前的制度和文化氛
围下，“生产”伪科学的成本太低，而
揭发检举的代价太高。除此之外，相
应的赏罚机制不健全也是乱象迭起
的重要原因。

套用传播学者克罗斯的谣言公
式“谣言 =（事件的）重要性×（事件
的）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可以
知道，只要一件事足够重要（如关乎
健康、生死），再配以似是而非的说
辞，在我国现有的公众批判能力下，

哪怕很拙劣的伪科学都能像病毒一样迅速蔓延。
而反观当前的制度环境和文化氛围，对伪科学的
监管、打假的力度都不够。譬如，出版社出版一本
书，其科学性如何，鲜有专业机构或行业协会的鉴
定或评判；一条流传甚广的谣言，基本没人去追究
它的源头，更遑论追责了。

其实这种文化现象也存在于严肃的学术圈。
一项发表在 Nature、Science 上的成果一经公布，马
上被冠以“很牛”的光环，往往是赞美之词一浪高
过一浪，国内的媒体甚至相关科研领域都难见比
较客观的评判，更不必说是公开的质疑声或者泼
冷水。这其实说明了国人还不习惯质疑的态度、整
体文化氛围还产生不了批判的土壤。

我国的科普教育正所处的这种尴尬阶段并非
不可理解，毕竟现代科学进入中国才不过百余年，
何况这期间还有战争和各式各样的“运动”。然而
时至今日，国民科学素养正待全面提高，如不加大
力度规范科普市场，科技发展的脚步也势难加速。

书评和文评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图书的可
读性以及科学性具有一定的监管功能。然而发表
书评等多为民间自发行为，并不能完成对读物彻
底地客观评价，更不能覆盖所有读物。鉴于此，政
府、科研机构和行业协会要真正履行其应有的职
责，组织相应的监管机构和队伍，将科学性纳入一
般读物的评价体系，作为其准入市场的一个指标。

此外，在相应的制度建设上，政府应采取措
施，降低“打假”的风险和代价，鼓励专业人士抵制
伪科学。尽管这涉及文化土壤的改良，但如果制度
健全、落实得力，在若干年内营造出踊跃打假的风
气也并非不可期。

目前一些民间机构参与科普行动，建设科普
场馆，这顺应了市场需求。但民间机构组织的青少
年科普活动要讲究科学专业，更要寓教于乐。

任何市场都不是彻底的自由市场，既需要按
市场规律办事，也需要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包括
消费者）的监督，科普同样如此。要让市场规律更
好地发挥作用，就需要相关部门主动积极地干预
和管控，激浊扬清，让好的科普机构、活动、读物享
有市场红利，粗制滥造者，就让它们被市场淘汰。

治
理
科
普
乱
象
须
多
管
齐
下

姻
赵
鲁

微言

看图

日本三重县鸟羽市水族馆最初获赠的
30 只透明蝌蚪中，有 25 只已经长成了青蛙。
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这些青蛙的体长约
为 1.5 厘米，由于隐性遗传和突变导致色素
异常。它们在蝌蚪时期身体呈透明，长大后皮
肤开始泛白，但仍可以看见微黑的内脏。这种
颜色的青蛙非常少见。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朱香）

极客酷品

人造绿叶
在太空零重力环境下，植物很难生长，不过

为了利用绿叶生产氧气，可以将提取出来的叶绿
素重新“包装”到丝蛋白质内，制成人工绿叶，在
有水有光的情况下就会产生氧气。它们可以附着
在大楼外侧，形成人工绿色植被。

2009 年，谷歌曾因成功预测冬季流感的传
播，从而刮起了一阵大数据变革公共卫生的浪
潮。近来，谷歌公布消息，Google X 最新孵化了
一个名为 Baseline 的医疗健康项目，用大数据来
预防癌症。该项目被认为可能是谷歌有史以来
最具野心，也是最困难的项目。

收集健康数据预防疾病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谷歌认为，多数
已经发现的生物标签都与晚期疾病有关，因为
这种研究普遍集中于病人。但是，利用现有数据
尽早判断疾病的效果不佳。而 Baseline 旨在帮助
研究人员更早地发现心脏病和癌症的各种迹

象，进而推广预防措施，并不仅仅把精力放在治
疗上。

为了完成这一项目，谷歌将从 175 人那里匿
名搜集基因和分子信息，之后还会再搜集数千
人的相关数据。目的在于全面描绘健康人的身
体究竟应该是何模样。

收集的内容包括尿液、血液、唾液和眼泪等
体液，数据将包括参与者的整个基因组、父母的
遗传史信息，以及他们如何代谢食物、营养和药
物，在压力之下他们心跳速度，化学反应如何改
变他们的基因行为。这项研究还将创建一个参
与者组织样本的知识库。

之后，谷歌便会利用其庞大的计算能力来
寻找这些信息中隐藏的“生物标记”，从而帮助
医疗研究人员提前发现疾病。

例如，该研究可能会发现一些能够帮助人
们分解高脂肪食物的生物标记。拥有这些生物
标记的人，可以将患上高胆固醇和心脏病的时
间延后，而没有这类生物标记的人则可能更早
患上心脏病。一旦 Baseline 发现了这一标记后，
研究人员便可通过检查了解哪些人缺乏这类标
记，并帮助他们纠正习惯，或者开发出新的治疗
方法，帮助其更好地分解高脂肪食物。

如何定义“健康”

在医疗领域，主流的科学研究旨在精确定
位与某种疾病相对应的生物标记，从而作为疾
病预测、诊断的依据。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
研究所副研究员聂凌虎看来，Baseline 放弃了传
统医学精确“打击”的思路，而是利用海量储存
和计算能力对人体内所有的基因和分子信息进
行轰炸式搜索。依据数据统计，得到健康人群的
人体结构数据，进而找出比对个体所有分子层
面的异常。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与已知疾病相
关的生物标记只是异常中的一小部分，如果将
关注的异常参数范围扩大，或许就可以找到病
灶出现前的蛛丝马迹。

“过去，医学往往关注的是疾病患者为什么
患病，而谷歌想做的是，搞清楚健康人群究竟是
如何保持健康的，并想方设法让那些非健康状
态的人群（不一定是疾病患者）调整到健康状
态。”

聂凌虎认为，谷歌有全球最大的计算机和
数据中心，可以迅速提供搜索结果、运行大量数
据的服务，庞大的数据网络有能力用于存储和

计算医疗信息，可以为该项目运行提供支持。
目前，Baseline 项目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但

它首先面临如何定义“健康”的问题。
“一个唐氏综合征患儿的母亲可能认为她

的孩子是健康的，一个人致残后可能会适应生
活并重新定义健康。Baseline 定义健康也会面
临同样的问题。目前与 Baseline 相关的报道尚
没有足够信息显示谷歌是如何定义健康的。”
芝加哥大学卫生促进研究中心博士后、卫生经
济学者陈茁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另一个问题是数据的代表性和不同人群
的差异。”陈茁说道，“几千个参试个体难以代表
所有人群，特别是不同人群对环境、气候有着不
同的生理上的适应反应。比如藏区原住民携带
EPAS1 基因的一种变异从而能够应对相对低氧
的环境；镰刀型红血球疾病的出现在某种程度
上是人群对疟疾的应对。”

此外，他还表示，基因、分子层面的缺陷只
是疾病发生的一部分，行为和环境因素对健康
的影响也相当重要。当下人体各项参数正常，并
不代表未来一定不会得病，反之亦然。因此，当
前，疾病预测、预防还无法做到准确可靠。

“谷歌流感趋势”缺陷

事实上，谷歌在医疗大数据预测方面的尝
试早在 2009 年就开始了，“谷歌流感趋势”项目
准确预测了 2009 年的流感流行，反响巨大。但
人们有所不知的是，“谷歌流感趋势”之后的表
现并不尽如人意。在 2011 年至 2013 年间，该项
目多数高估了类流感发病率。陈茁曾撰文分析
了其中的原因。

该项目背后的原理似乎很简单：如果某地
流感开始流行，那么相关疾病的谷歌搜索就会
增多。但现实远比原理复杂。

陈茁解释，谷歌搜索的结果和使用者人群
“自我估计”的流感发病率相关。但在现实中，普
通感冒在不同个体身上的严重程度上会有差
别，有些患者因为担心，便搜索了相关信息。这
些搜索构成了类流感“自我估计”中的“噪声”。
如果只用“谷歌流感趋势”预测流感发病率就会
存在问题。

他认为“谷歌流感趋势”项目失误的另外一
个原因是在数据分析方面存在欠缺。哈佛大学
GaryKing 和搭档的研究就指出了谷歌项目在分
析上的不足。首先，这个项目没有尽可能利用传

统的统计分析手段来剔除系统误差，比如残差
的自相关性和季节性；其次，“谷歌流感趋势”忽
略了其他数据的作用。如果结合美国疾控中心
的数据，谷歌的预测其实有可能被大大改善。

隐私安全风险

尽管这些项目还存在缺陷，陈茁认为这并
不足以否定大数据对国民健康的潜在贡献。美
国 卡 罗 来 那 医 疗 系 统 （Carolinas Healthcare
System)已经尝试用信用卡数据辅助其他数据预
测急诊使用概率，以及用临床数据预测再入院
率。“只是，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大数据预测功能在医疗上的价值想要达到人们
理想中的要求恐怕还需假以时日。”

但也有观点指出，目前国内医疗问题还没
有解决，谈健康显得有点“奢侈”，还是应该把焦
点放在医疗上。

聂凌虎并不这么认为。“医疗与健康应该放
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事实上，疾病防治关口前
移，能大大节省对医疗资源的消耗。”聂凌虎说，

“数据分析有助于对老百姓进行健康教育，提升
疾病预防效果。”

陈茁也表示，虽然在医疗领域国内还处于
数据原始积累阶段，但尝试着用数据挖掘开发
项目和产品来占领先机也未尝不可，当然，具体
项目需要具体评估。不仅如此，他还提到，政府
和行业组织在标准化方面应该先行一步，吸收
国外的经验和教训，以免将来面临多个数据标
准互不兼容的问题。

此外，陈茁强调，在医疗大数据领域需要格
外注意隐私及附带的数据安全问题。

谷歌掌握上千人的身体结构，小到细胞内
部的分子，未来，这些数据对于保险公司而言非
常宝贵，它们可以利用这些数据降低风险。

对此，谷歌表示，Baseline 采用的是匿名方
式，搜集的数据也仅限于医疗目的。这些数据不
会与保险公司分享。Baseline 还将由机构审查委
员会进行监测，监督所有涉及人类的医学研究
行为。一旦开启全面研究，委员会将由杜克大学
和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组成，监控如何使用这些
信息。

“即便如谷歌所言，项目参与人群的社会安
全号和其他可能确定个人身份的信息不会被传
送到谷歌，Baseline 测量的大量的生物标记也使
确定个人身份成为可能。”在陈茁看来，为保证
个人身份安全，对数据安全也将提出更高要求。

无线充电的电动自行车
这辆无线充电的自行车配置线圈与电磁转

换器，当骑着它通过铺设有发射电磁的线圈道
路时，磁场会被激活，进而产生电流被自行车所
使用与储存，因此可以大幅减少电动自行车的
体积与重量。

家用热力发电壶
热力发电水壶可将热水产生的热能转换为电

能，在家里停电或野外露营时为手机、平板等电子
设备提供持续的能量。它的电池单次可存储 10 瓦
电力，应急之用还是很合适的。

便捷过滤嘴
这款安装在标准 PET 塑料瓶口的便捷过滤

器，其制造简单，成本低廉，使用方便，对杂质、细
菌的过滤效果很明显，可在外出时随身携带，以备
不时之需。

翻折花盆
这款翻折花盆可像翻袖子口一样从低矮的小

花盆变成宽口的大号花盆，如此一来便不必担心
因重新栽培而弄伤植物，也减少了额外花销。

咖啡机闹钟
与内置提示器的自动式咖啡机不同，它可以

释放缭绕的香气与舒缓的声音来唤醒主人。整套
设备采用了感应加热，在水煮沸之后左边的不锈
钢球便会互相碰撞发出声音，与此同时，右侧的滴
滤系统也会准备好一杯香气宜人的咖啡。

透明青蛙初成长

医疗与健康应该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事实上，疾病防治关口前移，能大大节
省对医疗资源的消耗。数据分析有助于对老百姓进行健康教育，提升疾病预防效
果。尽管在医疗领域，国内还处于数据原始积累阶段，但尝试着用数据挖掘开发项
目和产品来占领先机也未尝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