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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系统2018年率先服务“一带一路”国家
本报上海 5月 23日讯（记者彭科峰、黄辛）今天

上午，第八届中国卫星导航学术年会在上海召开。作
为国际三大卫星导航学术会议之一，本届年会以“定
位，万物互联”为主题，吸引国内外卫星导航系统主管
部门领导、卫星导航领域专家学者、卫星导航应用企
业代表 3000 余人参会。

目前，我国已全面启动北斗系统第三步建设———
北斗三号系统。中国卫星导航系统委员会主席王力介
绍，计划今年下半年发射 6 至 8 颗全球组网卫星，2018
年前后完成 18 颗卫星发射，通过优化卫星发射计划，率
先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基本服务；2020 年将形
成全球服务能力，建成世界一流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其介
绍，北斗三号系统在北斗二号系统基础上，增加了性

能更优、与其他系统信号兼容互操作程度更高、用户
体验更优的服务信号，实现了更高精度的星载原子钟
和星间链路技术，高精度时空信息服务能力将会得到
大幅提升，为加快构建国家综合定位导航授时体系提
供强劲动力。“目前，北斗基础产品已经实现自主可
控，技术已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随着我国首个
自主研制的‘米级快速定位北斗芯片’的推出，北斗系
统应用正式进入米级定位时代。”

另据统计，2010 年至 2016 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
置服务产业产值持续增长，2016 年底已达 2100 亿元，
北斗贡献率超过 30%，已成为助推我国经济发展的强
劲引擎。截至 2017 年 4 月，北斗导航芯片模块销量已
经突破 3000 万片，并输出到 70 余个国家和地区，其
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已经达到 30 余个。

本报北京 5 月 23 日讯（记者丁佳）今天下
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中国科学院在
京签署协议，宣布共同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卫星科学研究联
合基金”。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杨卫出席签
约仪式并讲话。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和基金委
副主任高瑞平代表双方签署了合作协议。

该联合基金旨在进一步加强中科院和基金
委的合作，共同支持全国范围的科研队伍，充
分利用中科院空间先导专项支持的首批 4 颗
空间科学卫星平台，即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
实践十号返回式科学实验卫星、量子科学实
验卫星和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开展前沿
科学和综合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以最大程度
发挥空间科学卫星的效能，促进重大原始创新
成果的产出。

白春礼指出，基金委是中国基础研究和科学
前沿的主要资助渠道之一，中科院和基金委在学
科发展、人才培养、推动科技发展等方面的合作硕
果累累，尤其是已运行多年的“大科学装置科
学研究联合基金”和“天文联合基金”，是双方
合作的成功范例。两个联合基金面向全国，分
别支持了 100 来个科研单位的研究工作，其中
中科院外单位（主要是国内高校）占比高达 70%，
是科教融合的大平台。

白春礼表示，中科院的空间科学先导专项是
“率先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支持了我国首批四
颗卫星的工程研制，受到了国内外科技界和国家
领导人的高度关注。空间科学卫星联合基金的设
立非常及时，是中科院和基金委加强合作的又
一重要举措，成为双方合作的新里程碑。他希望
联合基金能够科学地、高标准地选题，支持瞄准
国际科技前沿的高水平研究，着力加强学科交
叉与联合攻关，加强开放共享，吸引和培养人才
队伍，促进重大原始创新成果的产出，为探索宇
宙、认识自然等前沿交叉研究开辟新的天地，成
为又一个有影响力的“品牌基金”。

杨卫表示，中科院是国家最高的学术机构
和科技咨询机构，一直是承担科学基金项目的
一支主力军，与基金委有着全面和深度的合作。
双方共同设立的“天文联合基金”和“大科学装
置科学研究联合基金”两个联合基金自实施以
来，有效提高了中科院所属观测和实验设备的
利用率，培养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科研人才，推动
了国内科研人员利用中科院承建的国家大科学
装置研究平台开展学科前沿研究、多学科和综
合交叉领域研究，促进了重大成果的产出。

杨卫指出，此次双方基于中科院所属的空
间观测和实验设备再次设立联合基金，是贯彻
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响应习总书记在 2016
年科技三会上关于“必须推动空间科学、空间技
术、空间应用全面发展”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
希望通过双方共同努力，吸引和汇聚全国相关
领域优秀科研人才，利用中科院的四颗空间科
学卫星开展前沿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研
究，推动我国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

性科研成果，加快中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步伐。
根据协议内容，该联合基金首批将投入经费 1.6 亿元，双方各出资二分

之一，执行期为 2017 年至 2020 年。联合基金将面向全国，主要依托由中科院
空间科学先导专项支持的首批四颗空间科学卫星，开展暗物质粒子探测、微
重力科学和空间生命科学实验、星地量子通信实验、黑洞和中子星等致密天
体观测等前沿与交叉科学研究。

签约仪式由中科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局长高鸿钧主持。中科院、基金委
相关同志参加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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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月 23日讯（记
者潘希）为迎接我国首个“全国
科技工作者日”，中国科协今天
在京举办了中国科协青年人才
托举工作交流会。中国科协党
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
一书记尚勇出席会议并讲话，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党组
书记、主任杨卫，中国工程院副
院长赵宪庚，中国科学院副秘
书长邓勇，中央组织部人才工
作局巡视员、副局长李志刚，空
军首席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福泽等出席会议。

尚勇在讲话中指出，要实
现我国科技发展从跟跑向并
跑、领跑转变，真正实现科技创
新发展的“三步走”目标，建成
世界科技强国，根本的希望在
于青年科技人才。青年科技工
作者要勇攀高峰、敢为人先，求
真务实、潜心探索，诚信淡泊、
修德立身，精忠报国、拼搏奉
献，担当起时代的责任和历史
使命。

尚勇呼吁，有关部门和单
位应该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的
支持，为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
成才创造条件提供支撑。他希
望老一辈科学家甘当伯乐，把
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青年科技人
才培养工作中，托举扶持青年
科技工作者早担重任。

据介绍，青年人才托举工
程（以下简称“青托”）于 2015
年正式启动，旨在引导、支持中
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协会、研
究会探索创新青年科技人才选
拔培养机制，发现和扶持有望
成为未来科技领军人物的优秀
青年人才脱颖而出。评选是通
过全国学会选拔一批 32 岁左
右的青年科技工作者进行连续
3 年的稳定资助培养。资助经
费标准为每人每年 15 万元。

“青托”至今已开展两期遴选工
作，共资助培养被托举人 388
人。从 2017 年开始，“青托”将
每期资助名额由 200 人扩大至
300~400 人。

本次交流会邀请中国青年科学家论坛往届主席代表杨
卫、薛其坤、高德利等 3 位院士和“青托”导师代表韩杰才院
士，结合各自成长经历和科研实践，对青年科技工作者给予
指导、提出希望，并与“青托”入选者代表进行互动。

杨卫表示，“尊老托青”是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它体现
了传承和创新。青年人才的成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互相提
携和竞争。对于年轻人来说，成长最大的压力是“同行”之间
的压力。同龄人，尤其是同行之间的竞争和提携，在人的一
生中都会非常重要。

来自理、工、农、医四个领域的 4 位“青托”入选者代表
讲述了自己在科研道路上的追求与期望，并就在科学研究
方面的问题和困惑与 4 位院士交流。

本次会议由中国科协主办，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
中国科协培训和人才服务中心、中国科技新闻学会、新华
网承办。

本报讯（记者陆琦）记者从“向阳红 09”船获悉，
当地时间 5 月 23 日下午 15 时 59 分，“蛟龙”号载人
潜水器成功完成中国大洋 38 航次第三航段的首次下
潜。本潜次调查区域位于马里亚纳海沟北侧，最大下
潜深度 4811 米，在水下停留近 9 小时，海底作业时间
3 小时 11 分钟。

据了解，“蛟龙”号的此次下潜为工程下潜，在下
潜和作业过程中，下潜团队对潜水器的航行控制、均
衡调节、水声通信与定位、机械手及作业工具等进行
了全面测试，完成了潜水器技术状态确认，结果表明

载人潜水器技术状态良好。
本潜次沿测线开展了近底观察和取样，完成

了环境参数测量；获取了玄武岩样品 26.3 公斤、近
底海水 16 升、海参 1 只、海绵 1 只、蛇尾 1 只、海星
2 只；拍摄了大量海底高清视像资料。本航段首席
科学家陈新华表示，此次“蛟龙”号下潜作业获取
的玄武岩样品对研究马里亚纳海沟的成因以及其
构造演化具有重要意义；采集的生物样品对于促
进深水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生物地理学等研究
具有重要价值。

图为“蛟龙”号在马里亚纳海沟北侧首次下潜遇到的“深海居民”。 中国海洋局供图

“蛟龙”马里亚纳海沟首潜告捷

■本报记者 李晨阳

初夏的试验地里，一株株、一行行大豆植株生机
盎然，分枝的、主茎的、圆叶的、长叶的……各色品种
应有尽有。

一位短发齐耳、面颊通红、身穿白大褂的女性行
走其间，细心地管理着这些绿色的生命。乍一看，她像
个地道的农民，但很多人都知道，她就是中科院东北
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大豆育种专家李艳华。

成果转化“转”出一位研究员

李艳华从事大豆常规育种已有 20 多年，迄今，她
培育的十余个“东生”系列大豆品种已全部市场转化，
获得品种转让资金 2000 多万元，这些品种在黑龙江
省累计推广面积超过 5000 万亩，增产大豆超过 20 亿
斤，为农民增加效益达 40 亿元。

“东生”系列大豆品种以高产、高质、易栽培著称。
目前的“东生 1 号”至“东生 10 号”中，有 6 个为黑龙
江省审定品种，4 个通过了国家品种审定。

依托“东生”系列大豆品种育种研究，李艳华多次
承担并主持国家、省、市级科研项目。2014 年，她主持
的“东生号大豆品种选育及节本增效关键技术推广”
项目获得了黑龙江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目前还有
几个新品系正在参加省试验。

有同行评价：“李老师培育出的品种，适应能力
强、加工品质好，在积温较低的黑龙江省第三积温带
独占鳌头！”

李艳华更看重老百姓的评价。黑龙江各色大豆
品种不胜枚举，但农民们都知道，“东生”系列大豆卖
得更好、价钱更高；粮商愿意收“东生”大豆，转手卖给
食品加工商，这样的大豆颜色亮黄，不需要添加任何
色素，总能在食品安全检查中顺利过关；甚至有几个
品种的大豆不需要脱皮就能使用。

近年来，黑龙江省政府将“东生 1 号”“东生 7 号”
大豆品种列为该省第三积温带主推品种。作为全国
粮食主产区，黑龙江省 2017 年把种植结构调整作为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规划增加优质食用大
豆种植面积。对李艳华而言，这是机遇，也是对她多
年耕耘成果的认可。

鉴于李艳华出色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2015 年，
东北地理所破格晋升李艳华为研究员。在 2017 年中
科院人才工作会议上，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对此给予了
充分肯定。

“我没有吃不了的苦”

育种工作既有创造的喜悦，也有寂寞艰辛的探

索。从杂交到决选、直至通过品种审定，培育一个大豆
品种大约需要 12 个生长季，是一项不折不扣的披沙
拣金的工作。

自 1990 年参加工作以来，李艳华每年都有四分
之三的时间在田间地头或实验室内度过，劳动强度甚
至超过了一般农民。

给大豆做人工杂交很困难。它的花朵很小，需要
用放大镜察看；前期花朵的着位点又低，开头那几天
甚至要匍匐着操作；再加上花粉量少、成活率低，这项
工作挑战重重。即便如此，李艳华仍坚持每年做 200
个左右的杂交组合。

在夏天的东北，李艳华每天清晨三四点钟就蹚着
露水在田间授粉；大中午，她顶着烈日在地里调查；傍
晚忍着蚊虫叮咬在地里去雄。“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脚
泥”成了她多年来最精准的画像。

李艳华是个出身农家的女儿，读的又是农业大
学。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和学习经历，让她对农村和
农业有着一种深深的情怀。她说：“我没有吃不了的
苦。”

在被问及工作中最艰难的是什么时，李艳华似乎
并没有把别人眼里的辛苦放在心上，反而说：“最大的
困难就是不管你多着急，大豆每年都只长一季，成果
也就出得慢。”

为了突破这一瓶颈，加快育种进程，从 2003 年开
始，李艳华每年冬季都要到海南加代繁殖大豆。早先
只加一代，近几年加到了两代。她在从黑龙江到海南
4000 多公里的路程上，不知跑了多少回。为了把有限
的科研经费用在刀刃上，她还常常坐着两天两夜的硬
座火车南下。

松嫩平原上的“金豆娘娘”

每年，李艳华都会接到成千上万个农民和企业的
咨询电话，还有人拎着自己种植的大豆植株上门讨
教。只要是力所能及的，她都一一解答。

一次，一位农民种的 40 多公顷大豆出了问题。他
打电话给李艳华，希望她能亲自到地里做个技术鉴
定。

李艳华先是坐了 3 个多小时的汽车到达红星
农场三分场，又改坐四轮拖拉机颠簸了 20 多公里
的路。到达目的地后，她不顾疲惫，立刻开始了三个
多小时的现场调查。情况明了后，原来是除草剂的
药害导致出苗不齐不壮。得到帮助后，那位农民激
动地说：“李老师，你不愧是我们农户的‘金豆娘
娘’！”

李艳华说：“帮这些小忙也不涉及任何费用。但
农户们对我的信任和依靠带给我一份无形的动力，激
励我把这件事一直做下去！”

中科院东北地理所大豆育种专家李艳华：

在绿色田野耕耘金色梦想

当前，我们身处信息化飞速发展的数
字化时代，数据已成为各类业务的具体表
现形式，也成为业务流程的具体载体。同
时，医疗大数据也随着医疗资源的数字化
进程突飞猛进。

当前，医院信息化程度日趋成熟，医
院信息系统、电子病历系统、影像采集与
传输系统、实验室检查信息系统、病理系
统等，甚至包括手术管理系统、耗材及物
流管理系统等，每日产生大量的数据，多
源异构的数据类型汇聚在一起，传统的计
算分析方式已经很难处理快速增长的海

量数据，即大数据。
因此，医疗大数据需要不断引入新技

术、新概念，提升对运行数据的分级管理和
分析能力，为管理者和临床医务人员做出
准确的工作决策提供依据。

基于大数据技术对医疗中多源异构数
据的汇聚，通过云计算超强的计算能力和数
据价值挖掘能力，最后将医疗大数据应用于
人工智能指导或辅助人进行决策———大数
据的重要价值体现，构成了健康医疗大数据
汇聚、处理、应用的发展之路。

当前，大数据和云计算为我们的管理、
医疗、科研、教育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契机。也正因为这些优势，政府和产业界都
认识到了大数据的潜在价值，国务院相继
印发了《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
要的通知》《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
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这些文件
对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属性和发展战略提出
了具体的要求，也为医疗行业以健康医疗
大数据为抓手、正确有效地推进医改进程
指出了路线和方向。

因此，开展健康医疗大数据的研究，尽
快实现数据集成、管理、分析、共享和价值
呈现，已经成为我们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

开发转化大数据的内在价值，通过互联网
合理共享，也成为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医学智慧辐射到基层，助推分级诊疗实现
新业态的重要任务。

“互联网 + 健康医疗”已成为大数据应
用实践的具体措施。利用互联网通信的优
势，可以开展健康惠民，推行远程医疗，开
展互联网继续医学教育和技术培训，带动
健康医疗相关产业发展。

那么，如何更好地推动医疗大数据的
发展呢？我认为，首先要注重数据的来源和
采集的质量。数据的质量建立在源头的规
范上，因此，如果要对数据做分析，来源必
须可靠。此外，对数据的采集方法也要有讲
究，要建立标准化、规范化的原则。

其次，要注重大数据处理的质量。数
据分析是大数据的核心问题。在此之前，
要经历数据处理、数据清洗、标准化、结构
化和存储等环节才能达到可分析的程度。
健康医疗大数据是系统性科学，需要多学
科的对接和成果转化才能做到。同时，我
们还要将健康医疗大数据融入医疗现实
工作，实现医疗全过程与信息技术的需求
对接，建立临床病历与科研病历一体化数
据库等。 （本报记者彭科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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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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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大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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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价值呈现，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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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眉睫的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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