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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进展

让大数据成为反腐利器
新算法体系精准发现疑似问题线索
姻本报记者陆琦

如何从碎片化、结构化的电子政务大数
据中发现疑似问题线索？中科院计算所的研
究团队经过长期研究找到了答案。

“在不同电子政务系统产生的偶然数据中
蕴含着具体人、具体事的必然章法和趋势。”在
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方金云看来，大数据具有
使小恶小善振荡放大的力量，有助于从电子政
务数据中精准发现疑似问题线索。

将权力装进数据的笼子

自 2009 年起，方金云团队在国家“863”
计划“基于先进计算架构的高性能空间分析
中间件”等相关项目的支持下，进行了信息技
术、空间信息技术和纪检监察业务交叉研究。
他们将数据治理技术对接电子政务业务系
统，利用数据比对、叠加和交叉验证等方式，
解决了电子政务数据中存在的信息语歧、过
载和缺失等问题，在确保汇集数据“全、准、
新”的前提下，建立了从电子政务数据中发现
疑似问题线索的方法和算法体系。

监督的触角覆盖到哪里，数据的探针就

感知到哪里。这套方法被中国工程院院士廖
湘科等专家鉴定为国内领先水平，可用于电
子政务大数据的深度挖掘分析，分析地方经
济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从 2013 年开始，我们选择了贫困县修
水、百强县宁乡、中等城市怀化和副省级城市
沈阳等地进行试点验证。”方金云告诉《中国
科学报》，他们主动融入纪检业务，以纪检骨
干为师，调阅分析大量案件档案，持续改进和
完善疑似问题发现方法，并形成了具有可复
制性的分析模型、算法和工具。

对民生资金使用有效监督

对权力的监督，首先要看好钱袋子。
针对国库支付中存在的“监管真空”和

“监管缺位”问题，以及审计中的“数据藩篱”
和“业务黑盒”等问题，他们建立了国库资金
的分析规则和规则分析方法，可有效发现民
生资金中存在的腐败问题线索。

以城市低保为例，方金云介绍说，如社区
干部与城市低保是互斥关系，城市低保领用

名单的集合与社区干部名单集合求交结果应
为空。若实际非空，非空集合就是涉嫌违规领
取低保的社区干部疑似问题线索。用这种方
法，还可以同时分析出应纳入而未纳入的低
保户。

“民生资金有没有改善民生？大数据看得
清。”修水县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陈小平
说，“民生资金项目大数据监察平台，对加强
民生资金特别是扶贫资金的监管，效果非常
好。”

行为轨迹分析堵住监督漏洞

政务数据是各级干部日常工作中形成的
直接或间接的真实记录。如何从这些琐碎、公
开的数据中发现行为痕迹，特别是疑似问题
的行为痕迹具有挑战性。

“我们采用网络分析法，建立人—事为节
点的异构网络模型，并根据权力清单对事—
权进行空间分割形成超维曲面，攻克了行为
痕迹并行搜索方法。”方金云以工程项目为例
介绍道，通过系统的行为轨迹分析，可以发现

在工程建设中，哪些单位或部门问题比较多，
哪些工程项目问题比较多，哪些环节问题多，
从而可以发现工程建设中存在的普遍性问
题，通过制定制度堵住漏洞。

中共沈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来函反馈：
通过中科院计算所的相关技术，系统初步自
动发现疑似问题线索 31367 条，涉及人员
3003 人，涉及金额 2950 万元。另外，系统还发
现了工程建设领域许多问题，相关问题已入
库转交给区县纪委及纪检组去核实，并实现
全程留痕，从而较好地解决了“钱从哪里来，
花到哪里去，干了什么事，效果怎么样，有没
有问题”。

方金云对《中国科学报》表示，中科院计
算所将与沈阳市纪委监委联合成立大数据监
督技术研究中心，以沈阳市正风肃纪监督，营
商环境优化为试验田，继续推进大数据、人工
智能、区块链等契合时代发展的信息技术在
纪检监察领域的深入应用，为我国社会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计算所智
慧”，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提供落地的技
术方案。

“海上丝路”海洋预报系统试运行

本报讯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
开发的“海上丝绸之路”海洋环境预报保障系统投入业务
化试运行。届时，通过中国海洋预报网“海上丝绸之路”专
题频道发布的海洋环境、海洋预警报产品，将为南海、阿
拉伯海和孟加拉湾等海域的海上运输、海上护航、灾害防
御等提供服务。

该系统采用“7+2”架构建设，即海浪、海面风、风暴
潮、海啸、搜救、溢油和海洋温盐流等 7 个预报分系统，还
包括海上航行安全保障服务平台和中国海洋预报网“海
上丝绸之路”专题频道。该系统目前涵盖“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 102 个主要城市（包括 67 个重要港口），预报产品分
辨率优于 10 公里。 （陆琦）

国际沉积学家协会设立“孙枢奖”

本报讯 近日，为纪念已故中国著名沉积学家孙枢的
杰出贡献，国际沉积学家协会正式设立以其名字命名的国
际沉积学家奖项———“孙枢奖”。这也是该协会首次以中国
科学家名字命名的国际沉积学家奖。

首届孙枢奖将于 2020 年评选，每 4 年在国际沉积学
大会上向前两届的获奖者颁发奖项。国际沉积学家协会
副主席、中科院院士王成善说：“孙枢奖的设立标志着中
国沉积学正在快速发展，这对推动我国沉积学事业的进
一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此外，中国地质学会沉积地质专业委员会、中国矿物
岩石地球化学学会沉积学专业委员会取得了第 21 届国
际沉积学大会的主办权，这将是中国首次承办国际沉积
学大会，会议将于 2022 年 8 月在北京召开。 （高雅丽）

本报讯（记者丁佳）1 月 13 日，《中国能源报告（2018）：
能源密集型部门绿色转型研究》在北京发布。该报告由北京
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完成，聚焦电力、钢铁、
水泥、化工、建筑和交通等能源密集型部门，围绕其绿色转
型过程中的相关重大问题开展了系统性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魏一鸣介
绍，《中国能源报告（2018）》评估了能源密集型部门绿色发
展水平，探讨了能源密集型部门绿色转型的潜力及发展路
径，预见了能源供应、加工转换及储运、能源使用和末端治
理等过程的技术发展前沿，并模拟了中国能源密集型部门
绿色转型的政策。

报告研究发现，未来电力需求增长空间大但增速放缓，
在社会经济转型情景下有望于 2041 年达峰至 12.0 万亿
千瓦时，电力行业二氧化碳排放将有望于 2023 年达峰，
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则在 2020 年左右达峰。钢铁
行业需求有望于 2020 年前达峰，后期随着建筑存量和钢
材退役等因素的变动情况而波动，淘汰落后产能、发展短
流程炼钢、节能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等可促使钢铁行业排
放尽快达峰。

水泥产量与二氧化碳排放在 2016 年已达峰，但后期将
伴有短期震荡，其中先进技术改造、燃料替代和原料替代将
推进绿色转型。而化工行业中，电石、烧碱等传统化工产品

增长潜力有限，烯烃和芳烃等高附加值产品产量将持续增
长，高端聚烯烃塑料和特种橡胶等化工新材料将得到发展，
以乙烯为代表的大宗基础化学原料的二氧化碳和污染物排
放将有望于 2041 年左右达峰。

此外，随着高效车辆技术进一步发展、客运结构不断优
化以及清洁燃料进一步推广，未来城市客运交通的能耗与
二氧化碳排放将在 2020 年左右达峰，而城际客运交通将有
望于 2035 年至 2045 年达峰。对于建筑部门，研究发现，建
筑能耗将有望于 2040 年前达峰。

基于上述发现，报告还形成了相关政策建议，如加快创
新绿色能源技术，抢占技术制高点。电力行业绿色转型以发
展清洁能源为主，提高能源转化效率并推动制度建设与市
场机制建设。钢铁行业绿色转型的关键在于发展节能技术，
并应持续推进行业供给侧改革、加强污染物的综合治理。水
泥行业绿色转型应推动先进技术改造，长期发展应推行燃
料替代和原料替代。化工行业绿色转型要着重于转变生产
方式、改善原料结构并辅以改进生产工艺，实现长远发展则
应引入突破性技术。

报告还建议，客运交通绿色转型要优化交通运输结构，
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潜力，并大力建设城市公共交通。
建筑部门绿色转型亟须构建节能技术体系，优化建筑集中
供热供冷方式，提升建筑设备能源利用效率。

北理工发布《中国能源报告（2018）》

本报讯（记者黄辛）东华大学纺织科技创新中心俞建勇
院士、丁彬研究员带领纳米纤维研究团队，在吸湿快干功能
纺织品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美国化学
学会—纳米》。

近年来，市场对具有单向导湿功能的吸湿快干纺织材
料的需求日益增加。单向导湿面料能将汗液和水汽从身体
输送到外部环境中，从而达到快速干燥效果，为人体提供舒
适的微环境。现有单向导湿织物的制备工艺比较复杂，同
时，由于传统纤维比表面积较小，导出的水分不能快速蒸发
导致穿着舒适性变差。

研究团队通过静电纺丝技术构筑树状分叉网络及表面
能梯度制备了仿生多孔 Murray 单向导湿纤维膜。其中，仿
生树状多级分叉网络集成了大孔—微米孔—亚微米孔的多

级连通孔道，具有类似于植物蒸腾效应的多级分叉结构，遵
循 Murray 定律最大化物质输运原则。所得仿生多孔 Murray
膜兼具自驱动可逆重力定向导水、快速吸放湿以及优异的
内层速干性能。

研究人员提出的构筑仿生多级孔道以及表面能梯度结
构的策略，为吸湿快干微纳米纤维膜材料的设计和性能提
升提供了新思路，有望取代现有商业化吸湿快干面料，实现
其在高档功能服装，及医卫材料等领域的广泛应用。

研究人员表示，将进一步优化微纳米纤维膜材料的多
级润湿结构，揭示水分在纤维膜孔道中的定向输运机制，拓
展该材料在野战军服、创伤敷料、手术衣、纸尿裤等功能纺
织品领域的应用。

相关论文信息：

东华大学 制备出仿生吸湿快干纺织材料

世界上最后的白鳍豚“淇
淇”于 2002 年自然死亡，5 年
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
近日，运用 3D 打印技术复原
的“淇淇”标本在中科院水生所
水生生物博物馆展出。

白鳍豚“淇淇”于 1980 年
1 月 11 日在洞庭湖口附近被
渔民捕获后送至中科院水生
所，在人工饲养条件下生活了
22年 185天。它的一生给科学
家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白鳍豚是我国特有的水生
哺乳动物，曾生活在长江中下
游，被誉为“长江女神”。

（鲁伟孙慧）

野最后冶的白鳍豚借助 3D打印野复活冶
本报讯（记者刘万生 通讯员康国栋）近

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曹义鸣
团队开发的聚四氟乙烯（PTFE）中空纤维膜
接触器技术成功应用于提钒废水中高浓度
氨氮的脱除项目。废水处理量 50 吨 / 天、进
水氨氮浓度为 2000~5000 毫克 / 升，设计的
出水氨氮浓度为 10 毫克 / 升。

工业项目由该所和南京碧盾新膜技术
有限公司提供 PTFE 膜组件及工艺流程设
计，攀枝花碧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工程设计
和制造以及现场实施。

经过 72 小时现场运行，出水氨氮浓度
稳定在 2~7 毫克 / 升，达到国家钒工业污染
排放标准（10 毫克 / 升）和污水排放国标 1

级 A（8 毫克 / 升）规定要求，这是国际上首
次采用 PTFE 中空纤维膜在提钒高氨氮废
水领域工业应用的成功典范。

研究人员表示，由于 PTFE 膜材料优异
的疏水性和抗污染特性，工艺上采用廉价的
石灰代替液碱调节 pH 值，大幅度地降低了
运营成本。系统具有能耗低、脱氨氮效率高、
膜寿命长、装置紧凑、操作简单等优势。

据悉，曹义鸣团队于 2012 年研发出高
性能 PTFE 中空纤维膜核心技术，成功应用
于马来西亚石油公司的天然气脱二氧化碳
国际开发与合作中试项目，此次在高氨氮废
水处理中成功实施，是 PTFE 中空纤维膜接
触器技术在应用领域又一次重要突破。

聚四氟乙烯中空纤维膜首次
成功用于高氨氮废水处理

简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