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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 LOCAL

8 月的红都瑞金，明晃晃的阳光布满大
街小巷，在东北角的叶坪乡敬老院里，有着不
同寻常的热闹景象。

“上海的专家说我这不是癌，只是普通的
脂肪瘤！”72 岁的朱发达心上的石头落了地。
此前，脖子上生出的巨大肿块让他忧心不已。

朱发达指的“上海的专家”，是中国工程
院院士、上海瑞金医院副院长宁光。日前，宁光
参加了 MMC 代谢中心“重走长征路”活动。

宁光短短一番话，让朱发达吃了颗定心
丸，心情顿时放松了许多。但前来慰问义诊的
专家的心情却不那么轻松。

在义诊过程中，大家的一个共识是：有
不少得了冠心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老人，
按照现在的医疗水平，原本不需要忍受这么
大的痛苦，但由于缺乏对疾病的认识等原因，

往往得不到合理的治疗。
6 月，宁光同上海市医药卫生发展基金

会、国家标准化代谢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上
海市内分泌代谢病研究所共同发起 MMC
代谢中心“重走长征路”活动。

这项活动在长征路沿线有重要历史贡

献的地区，首批挑选 30 家县区级医院，捐赠
30 个全套仪器设备和远程会诊系统，帮扶这
些革命老区建立 MMC 分中心，促进代谢性
疾病标准化诊疗、管理落地。

图为宁光为老红军和当地患者义诊。
本报通讯员李东记者黄辛摄影报道

发现·进展

简讯

如何用好地球大数据？

本报讯（记者陆琦）记者从自然资源部
获悉，当地时间 8 月 6 日，中国大洋 50 航次
科考队在东太平洋海山区成功布放一套全
水柱长时间序列锚系潜标，试图揭示深海环
境的“冰山一角”。

深海潜标是一种自海底至海面的锚系观

测系统，海底处由重力锚固定，海底至海面由
缆绳贯穿。此次布放的锚系潜标长约 2500 米，
缆绳上悬挂了海流计、浊度计、浮游植物采样
器、时间序列采水器、释放器及浮球等设备，计
划在海底工作 1 年以上，将重点开展海山立
体、长期环境观测，获取海山多学科数据。

据了解，此次调查的海山位于克拉里
昂—克里珀顿断裂区西部边缘，毗邻中国五矿
多金属结核合同区。锚系潜标的成功布放为获
取海山区海洋水文、海洋生物和海洋化学等长
时间序列观测提供了技术支撑，从而弥补了船
舶调查获取资料在时间尺度上的不足。

我国在东太平洋海山布“眼线”

姻本报记者甘晓

“全球遥感卫星的数量超过 1000 颗，全
球遥感数据存档量达到 10 亿 GB 量级，各种
陆基海基观测网络达上千个，互联网上各种
地球系统模式产生的数据达到 2 亿至 4 亿
GB 之多。”

近日，以“地球大数据”为主题的第 628
次香山科学会议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作
为执行主席的中科院院士徐冠华在会议报告
上分享上述数据时，会场内发出阵阵惊叹。即
使是从事大数据研究的专家，也难以想象如
此天文数据。与会专家认为，如何用好地球大
数据，准确理解、预测复杂的科学问题，推动
地球系统科学的进步，成为当前地球系统科
学的热点。

新科学范式

据统计，自人类有记载的文明开始至
2003 年，人类共创造 5TB 数据，而到 2019 年
人类产生的数据预计将达到 40ZB。短短十
几年来，人类创造了从前 8 万亿倍的数据量。

有别于实验、推理和传统计算科学，基于
大数据的科学研究已形成一种新的科学范
式。徐冠华指出，基于大数据的分析带来了

科学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大数据时代研究
过程直接将总体作为研究对象，不再进行抽
样，避免了抽样质量对结果的影响。这让大数
据在更大规模上提高了精确度，提升了预测
的准确性。同时，大数据分析从因果分析转向
了相关分析，实现了数据分析的实用性。”

而作为科学大数据重要组成部分的地球
大数据，正在成为地球科学的重要前沿领域。

“地球大数据具有空间属性，一方面具有海
量、多源、多时相、异构、多尺度、非平稳等大
数据的一般性质，同时具有很强的时空关联
和物理关联。”会议执行主席、中科院遥感与
数字地球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郭华东
指出。

今年，中科院正式设立了“地球大数据科
学工程”A 类先导专项，旨在建成国际地球大
数据科学中心。科学家期待，它在驱动地球学
科发展、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重
大意义。

“星星之火”涌现

地球大数据究竟可以用来做什么，成为
与会专家共同关注的话题。目前，科学界和产
业界已经开始尝试从不同角度利用地球大数
据解决实际问题。

徐冠华表示：“大数据研究有助于提升地
球系统行为的预报能力。”例如，近年来，中国
学者基于 24 年的观测和再分析材料，建立了
机器学习框架，实现了长达 2 天的台风预报，
台风 48 小时预报准确率超过 85%。在海冰预
报上，我国学者基于北纬 30 度以北 36 年全
部观测数据，利用大数据时空网络分析方法，
获得了北极海冰覆盖范围的 6 种显著时空影
响要素。

不仅如此，遥感大数据也被应用于经济
活动方面预测。多家企业利用遥感大数据对
矿石户外堆放情况及储油罐在不同太阳高度
角阴影的观测，追踪、预测大型矿产和原油的
供需变化，最终预测其价格波动。

与会专家认为，当前，地球系统科学仍处
在大数据的萌芽期，上述成功案例将成为这
一领域的“星星之火”，意味着未来巨大的应
用潜力。

亟待良性生态系统

在与会专家看来，地球大数据方法论的建
立、大数据的应用需要多学科交叉，建立良性
的生态系统。会议上，徐冠华提出，要完善云计
算基础设施，实现以机器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
能与大数据深度融合，制定以企业为主体、市

场为导向的大数据发展政策，以数据共享为基
础推动地球大数据产业健康发展。

郭华东指出，地球大数据还需要为全球
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服务。

会议执行主席、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
研究所研究员吴炳方指出，深度学习在计算
机视觉领域上的高速发展给数据集成与分析
提供了新方法，地理众源大数据的普及则加
速了深度学习在科学数据上的应用。

例如，总部位于美国芝加哥的 Remote
Sensing Metrics 公司基于对全美 45 家大型商
场与连锁餐馆的超过 10 万个停车场的车流
量变化数据分析，预测企业经营状况，为华尔
街对冲基金提供工具。“这就是将计算机视
觉、机器学习等技术应用于云端海量高分影
像分析的成功案例，云计算、机器学习技术是
主导其成功的技术。”徐冠华说。

同时，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大数
据发展政策也是形成大数据良好生态的重要
保障。专家建议，鉴于我国地学大数据大多来
自大学和研究所，尚需出台良好政策引导企业
发挥其在大数据科学发展和应用中的作用。

此外，打破行业、部门间的壁垒，实现最
大程度的数据共享，也是专家们普遍关注的

“老”问题。他们认为，只有保障数据充分流
动，才能有效推动地球大数据产业健康发展。

中关村示范区为创新创业主体
提供优质政策服务

本报讯 8 月 8 日，中关村示范区系列政
策宣讲启动会暨海淀园政策宣讲会召开。相
关负责同志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优化人才服务促进科技创新推动高精
尖产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提高企业开办效
率等政策进行了详细解读。

据悉，为进一步推动政策措施在中关村
示范区落地实施，帮助中关村各分园管委会、
中介机构和平台组织、各类创新主体准确了
解政策、享受政策，发挥政策效应，中关村管
委会会同北京市相关委办局组成政策宣讲
团，于今年 8 月至 9 月在中关村示范区各分
园开展集中宣讲活动，同时针对不同的创新
创业主体举办专题宣讲会。 （郑金武）

校企携手推进煤炭工业转型发展

本报讯 8 月 7 日，安徽理工大学和国家
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煤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淮南东辰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校企将加强协作协同，聚焦煤
炭绿色智能精准开采、废弃矿井资源勘查开
发与利用、煤系固废物综合利用与采煤沉陷
区综合治理等煤炭科技前沿和未来长远发
展，搭建开放共享的创新平台，合作开展基础
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
程技术、颠覆性技术的攻关创新，为我国煤炭
工业安全发展、绿色发展、智能发展转型提供
科技支撑。 （陆琦）

太原市选拔高端创新型人才

本报讯 记者 8 月 8 日从山西省太原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该市 2018 年高
端创新型人才选拔推荐工作，日前正式启动。

据了解，此次共选拔 30 名高端创新型人
才，选拔对象为该市企事业单位及非公有制
经济和新社会组织中在职的专业技术人才和
高技能人才，重点领域包括现代高载能产业、
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电子信息产业、节
能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绿色食品产业、现
代服务业和都市现代农业以及教育、卫生、哲
学、社会科学、宣传文化等。 （程春生邰丰）

青岛市 12 人（单位）入选
2017 年创新人才推进计划

本报讯 记者 8 月 8 日从青岛市科技局
获悉，日前，2017 年度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公
示结束，青岛市共有 12 人（单位）入选，其中，
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5 人、科技创新创
业人才 5 人、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2 个，入
选总数占山东省的 38.7%。

据悉，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由科技部会同人
社部、财政部等 8 部委共同组织实施，包括科学
家工作室、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科技创新
创业人才、重点领域创新团队、创新人才培养示
范基地等 5 类计划，旨在通过创新体制机制、优
化政策环境、强化保障措施，不断加强高层次科
技人才队伍建设。 （廖洋薛小康）

上海科技馆与巴斯夫合作
推动青少年科普教育

本报讯 8 月 8 日，上海科技馆与巴斯夫
（中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意向书，
旨在为广大青少年打造前沿的化学互动体
验，共同推动中国青少年科普教育。

据悉，巴斯夫将在上海科技馆的材料展区
里设计一整套针对 12~18 岁青少年的科技实
验活动，让青少年有机会体验国际化的科技教
育项目，增进对化学的认知与了解。 （黄辛）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等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等

金属纳米团簇研究
获新进展

本报讯（记者刘万生通讯员周琴）近日，中科院大连化物
所杨学明、马志博团队与厦门大学郑南峰团队及芬兰于韦斯
屈莱大学 Hannu Hakkinen 团队合作，通过低温超高真空扫描
隧道显微镜（STM）研究原子结构精确已知的 Ag374 纳米团簇
的表面配体，获得亚分子水平超高分辨，结合 DFT 理论计算
与模板识别算法，实现对表面配体形貌和结构以及团簇取向
的识别。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通讯》上。

纳米颗粒的实空间成像对于理解颗粒尺寸、形状、组装、
结构以及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些
基本特性决定了团簇颗粒在诸多应用如催化、药物传递、生
物感应以及医疗诊断上的功能。

研究团队以 Ag374 纳米团簇作为研究对象，利用 STM 分
别在 LHe 及 LN2 温度下获得了单个团簇亚分子高分辨率的
拓扑图像。结合 LN2 温度下单个叔丁基苯硫酚（TBBT）分子
在 Au (111) 表面的高分辨 STM 图像以及 Ag374 的 DFT 理论
STM 图，证明 Ag374 的高分辨 STM 图中呈现出了单个 TBBT
的形貌，并且可分辨出单个甲基基团。随后，借助“图像识别”
原理，通过 STM 模拟图像数据库以模板识别方法找到了高
度匹配的团簇取向。

此工作为将来基于应用设计功能性的纳米团簇提供了
指导与帮助。
相关论文信息：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发明“富活素”
缓解化肥副作用

据新华社电 玉米秸秆、养殖畜禽粪便、厨余垃圾……投
入大机器，只需要 1 个小时，又黑又亮、形似酱油的“富活素”
被提取出来。经过 20 余年的潜心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
授刘存寿及团队研发的“植物碳基营养原理与天然有机物高
效利用技术”目前已在陕西省铜川市进入中试生产环节。

“这几年通过在全国 20 万亩土地上进行试验，使用‘富
活素’的土地，农民平均每亩种植农作物的成本降低 20%至
30%，农作物平均亩产量增产 15%以上。”刘存寿说，“通过该
项技术能有效解决农村有机废弃物处置、土地改良问题，还
能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希望自己能为乡村振兴战略出一
份力。”

刘存寿带领研究团队进行了植物碳基营养肥料的生产
研究和示范推广。团队采取人工模拟微生物降解的方法，利
用简单的设备，将畜禽粪便、作物秸秆、污水、污泥等废弃物
快速转化为全水溶、有机全营养肥料———植物碳基营养物。

通过不断调整酶的配方，模拟微生物降解的过程现在已
经缩短到 1 个小时。刘存寿说，在陕西、甘肃、山西等省大面
积推广示范表明，这种肥料在高产优质、培肥土壤、促进植物
根系生长、激活微生物等方面表现出显著优势。

（姚友明、郭强）

中科院昆明植物所中科院昆明植物所

发现两种植物
含天然甜味分子

据新华社电 我国科学家发现两种可食用或药用的甜味
植物———翅果藤、毛果鱼藤，从中分离出的化合物甜度为蔗
糖的数十倍以上。该系列成果近期相继发表在国际期刊《农
业与食物化学杂志》上。

当今人群高发的某些疾病，如糖尿病、肥胖、龋齿等与过
量摄入蔗糖有关，因此寻找安全、低热量、非营养性天然甜味
剂成为各国科学家研究的领域。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通过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特色
食用、药用植物的野外调查，结合味觉感官评价，发现了多种
甜味植物，并对其中两种甜味植物———翅果藤和毛果鱼藤的
甜味成分进行了深入研究。

研究者通过对翅果藤的味觉活性追踪分离，发现其果皮
中含 10 个新的甜味甾体糖苷类化合物，甜度为蔗糖的 50 倍
至 400 倍不等；而其根部发现的 7 个新的甜味化合物甜度为
蔗糖的 25 倍至 400 倍不等。

而在毛果鱼藤中，研究者发现了 4 个新的甜味三萜皂苷
类成分，其中有 2 个化合物甜度是蔗糖的 150 倍和 80 倍。研
究人员通过动物急性毒性实验，发现在所测试浓度下这 2 个
化合物未显示毒性, 从甜味觉的角度证实了毛果鱼藤在民间
被用作甘草替代物的合理性。

研究者表示，这些甜味植物及其高效甜味分子的发现为
天然甜味剂的开发提供了更广泛的选择。 （岳冉冉）

本报讯（见习记者辛雨）你身边是否有这样
的人？他们表面上心怀天下、乐于助人，但是一旦
涉及到自己的利益，就开始表里不一，表现出自
我中心性。人格心理学家称这种性格特质为 C

（communal）型自恋。
日前，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蔡华俭

研究组考查了 C 型自恋者在社会决策中的反应。
他们在线发表于《人格研究杂志》的论文，揭示了
C 型自恋者在社会决策中内在反应和外在表现
之间的冲突。

之前研究发现，自恋的人常认为自己具有无可
匹敌的能力、权威和领导力。这种自恋称为 A（a-
gentic）型自恋。2012 年，欧洲科学家从理论层面首
次提出，除了 A 型自恋，还存在另一种 C 型自恋。C
型自恋者认为自己最仁慈、最乐善好施。

简单地说，A 型自恋者眼中的自己就是超级
英雄，C 型自恋者则自视为圣人。

那么，当 C 型自恋者在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
间取舍时，一方面，如果真如自己所宣称的那般
乐于助人，他们应当优先保证他人利益，甚至不

惜牺牲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的本质是自
恋，依旧是以自我为中心，那么他们将会首要考
虑自我利益而非他人利益。

基于这两种冲突的假设，研究组考查了 C 型
自恋者在社会决策中的反应。

结果发现，在自我报告水平上，相比于低 C
型自恋者，高 C 型自恋者认为自己表现得更加利
他，并且认为公平是更重要的价值观，对世界上
的不平等表现出更强的愤怒，这些结果符合他们
所称的利他性。

但在行为水平上，高 C 型自恋者并没有比低
C 型自恋者提出更多公平方案，也没有拒绝更多
不公平方案。可见，他们的行为与自我报告不符。

在此基础上，研究组还采用脑电实验，进一
步探究高 C 型自恋者对不公平方案的大脑反应，
结果发现，他们会对损害自我利益的不公平行为
产生更强的神经生理反应。

论文共同通讯作者之一、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副
研究员罗宇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此次研究通
过探究 C 型自恋者在社会决策中的自我报告、行
为表现以及神经反应，发现尽管他们声称自己更利
他、更公平，但并未充分表现出这些特性。相反，他
们体现了自恋者的自我中心性。”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C 型自恋者在社会决策中口是心非

本报讯（记者丁佳）第 24 届国际模式
识别大会将于 8 月 20~24 日在北京召开，
这是其创办 40 多年来首次在中国内地召
开。本次大会是由国际模式识别联合会、
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
所主办，届时模式识别、机器学习、计算机
视觉等相关领域海内外知名专家将共聚
一堂，交流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发
展趋势。

本届会议分为 6 个主题，包括模式识别
和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语音图像视频和

多媒体、生物识别技术和人机交互、文档分
析和识别以及生物医学成像和生物信息学，
除了口头报告和海报展示，大会还邀请到 6
位该领域的顶尖学者做主题演讲，展示该领
域最新研究成果。

国际模式识别大会起始于 1972 年，是
国际模式识别联合会组织的模式识别领域
的旗舰学术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主办国
家或地区由国际模式识别联合会的理事会
提前 4 年经无记名投票决定。在 2014 年国
际模式识别大会的理事会全体会议上，中国

和澳大利亚围绕 2018 年国际模式识别大会
举办权展开了角逐。中科院自动化所模式识
别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中科院
院士谭铁牛和实验室主任刘成林代表中国
作申办报告并回答了理事会的质询，最终赢
得理事会青睐。

模式识别作为人类一项基本智能，是指
对表征事物或现象的各种形式的信息进行
分析和识别，是信息科学和认知科学等学科
领域的交叉前沿研究方向，目前已成为人工
智能领域一个重要的分支。

第 24届国际模式识别大会将在中国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