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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 日上午，第 12 届中国科协年会科普活动启动仪式暨海峡两岸科普嘉年华活动在福州市五一广场举行，海
峡两岸的科普工作者及数千名福州市民参加了活动。图为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邓楠在福州科技馆
的科普展台前与工作人员交流。 张红斌 王学健 /摄影报道

中国工程院院士孙九林：

实现真正数据共享袁
不像是想象那么难
阴本报记者 王卉
“数据共享或科学数据汇交工作所面对的困境，主要在

于长期以来我国没有很好的机制、政策或办法能够保证产生
数据的科学家的权利。如果在执行过程中从这些方面都能保
证他们权利的话，实现真正的数据共享或者数据汇交并不是
想象中那么难。”
日前，“973”计划资源环境领域项目数据汇交管理中心

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孙九林，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
时作上述表示。
国家各类科技计划项目产生的数据既是项目研究成果

的组成部分，又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基础。
国家投入了经费的“863”、“973”等大的科学项目，过去

没有这一环节，即把完成项目所产生的科学数据集中到某个
地方。“前几年大家也会说，做完之后肯定要汇交，但交到哪
里也不知道。没有指定的地方，也没有汇交的规范和标准。”
孙九林表示。
开展科技计划项目数据汇交管理与共享，对促进科学数

据的整合集成，增强国家科技投入的效益，提高我国科技计
划项目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2008年，科技部首次以部发文颁布了《国家重点基础研
究发展计划资源环境领域项目数据汇交暂行办法》，启动
“973”计划资源环境领域项目数据汇交工作，并正式成立了
“‘973’计划资源环境领域项目数据汇交管理中心”。这是我国
首次开展科技计划项目的数据汇交，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
自 2008年启动至今，数据汇交试点工作已有两年多的

发展。“973”计划资源环境领域项目数据汇交管理中心，制定
了多项数据汇交与管理的标准规范、建立了数据管理系统和
存储环境、开发了数据汇交服务平台，并持续开展共享服务。
截至目前，“973”计划资源环境领域已有 29个已结题项目完
成数据汇交，32个在研项目完成了数据汇交计划的编制。
孙九林介绍，这一试点工作，正是希望把国家投入的科

研项目所产生的科学数据资源，最终统一汇交到某个中心进
行保管，并按照一定的规定和办法提供共享服务。它是数据
共享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开始，产生数据的科学家最担心的是，数据汇交后自

己的知识产权怎么得到保护，担心被其他科研人员使用后自
己甚至得不到署名。
以前一提数据共享和数据汇交，好像就很难，甚至是做

不了。大家都认为，知识产权都保护不了，怎么可能交给你。
但在孙九林等就数据共享和数据汇交召集科学家们讨

论时，大家都支持，都认为应该数据共享、数据汇交。因为是
国家投资，仅仅一个人或者一个项目组使用就不会产生更多
其他效益。
而这一试点工作，在最初颁发管理办法时就明确规定了

如何保护数据汇交的权益。办法规定项目数据可以设置保护
期。保护期内的项目数据仅供项目和课题承担单位及其授权
范围内的用户访问和使用。保护期结束后，数据汇交中心以
在线、离线等方式分期、分批向全社会提供数据共享服务。用
户利用汇交数据产生的研究成果要注明数据来源。
比如，有些数据资源有两年保护期，科学家产生数据以

后，如果自己的文章写出来了，数据不再升值，但对别人可以
升值，别人可以用，需写明数据来自谁，产权从哪里来。
另外，有些科学家还提出，产生数据的科学家利用这些

数据发表了很多文章，后来利用这些数据的科研人员，不仅
要表明数据来源，也要标注上已经利用这些数据发表的文
章。“都标示清楚了，这样就解除后顾之忧。标示的形式都是
这些科学家自己提出的标注方法。”孙九林说。
孙九林认为，把管理、机制、体制问题能很好解决的话，

工作就能很好向前推进。
高质量的数据是保障高质量共享服务的基础。孙九林介

绍，他们也通过对元数据、数据说明文档和数据实体的审查
来保障数据汇交中心数据的可靠性。同时，还通过同行专家
对项目组预先制定的数据汇交计划进行审核，以此来保障数
据的准确性、系统性和科学性。
谈到未来几年的发展目标，孙九林表示：“希望把我们这

两年多工作所形成的管理办法、标准规范、技术平台，包括一
些经验和体会，能够更好地推广到其他项目中去。”
他们做试点的初衷也是这样，希望能够推广，不仅局限

于资源环境领域的项目，逐步能够至少实现国家财政支持的
科学研究项目，都能采取数据汇交的管理办法。使国家投资
所产生的数据，能更好发挥作用，能对我国的科学创新有更
多贡献。

今日导读
果蝇细胞中发现五种主要染色质类型A4版

一项在果蝇中对与蛋白质有关的 53种染色质进行的大规模
综合性全基因组分析表明，染色质有五种主要类型；这些可以构
成描述表观基因组的新框架。

发力沿海经济带 河北欲再造一个河北B1版
为促进工业向沿海转移，河北省将在曹妃甸新区和渤海新区

分别设立冀东北工业区和冀中南工业区，打造沿海经济隆起带，
到 2015 年，沿海 11 个县（市、区）全部财政收入将由 270 亿元增
至 11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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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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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欢欢

“未来到了 7100亿立方米用水
高峰的时候，中国也能够解决自己的
水问题。”近日，在上海世博园区内举
行的一次报告上，中国工程院院士、
水资源专家王浩表示，虽然我国面临
严峻的水资源形势，但有关部门已建
立了妥善的安排和规划，足以应付
2030年可能出现的 7100亿立方米
的用水高峰。
王浩同时指出，要实现这个目

标还需要加大在海水淡化、跨流域
调水、节约用水、加强水资源综合管
理、替代水资源利用等方面的工作，
需要巨大的投入和努力。

现状：水危机形势严峻

在水资源中，除去维持生态系
统的生态用水和难以利用和控制
的洪水，剩下的用于支撑社会经济
发展的水资源，被称为水资源可利
用量。

王浩指出，我国的水资源可利用
总量是 8140亿立方米，占全国水资
源总量的 29%。其中南方有 5600亿
立方米，人均可利用量是 1100立方
米；北方有 2045亿立方米，人均可利
用量只有 359立方米。“中国水资源
的一大特点就是水资源地区分布和
生产力不相匹配，所以不得不进行一
些跨流域调水工程。”王浩说。

而综合近 50多年的水文资料
来看，“南涝北旱”的现状更激化了
北方水少的特点，同时南方洪涝灾
害频繁。
在这样的前提下，北方水资源

的过度开发问题已经十分严重。王
浩表示，全国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
并不很高，只有 19%，但是北方达到
了 48%，最高的海河地区达到了
106%。不但把水全部用完了，还要
从黄河流域引水。但黄河地区目前
的供水消耗量已经超过了水资源的
可利用量。
“我国北方的用水现状，就是部

分流域的水资源消耗量已经比可利
用总量高了，很多地方水资源的承
载能力都受到了挑战。”王浩说。

流域用水不足同时导致了地下
水超采的问题。据悉，我国深层、浅
层地下水超采区的总面积将近 19
万平方公里，全国地下水的年均超
采量达到 215亿立方米，并主要分
布在北方地区，如海河、辽河、黄河
等区域。其中海河区的地下水超采
量最高，达到 126%。

王浩介绍，调查人员在全国性的
普查工作中，调查了 514条河流，其
中 49条发生了断流；调查了大于 10
平方公里水面面积的湖泊 635个，有
231个湖泊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萎缩；
全国湿地近 50年来减少了 28%；地
下水超采还造成地面沉降和沿海地
区海水入侵等一系列问题。

王浩指出，目前我国一年的缺
水量是 536亿立方米，其中河道外
缺水，即国民经济这部分缺水 404
亿立方米。这部分经济用水挤占了
河道内的生态用水 132亿立方米，
而总的生态缺水量达到了 347亿立
方米。 （下转 A4版）

阴本报记者 王学健
近年来，我国科技教育界学术不

端行为有增无减，个别事件性质恶劣。
本应具有科学作风、诚实守信的科研
人员加入了造假者的行列，引发社会
对学术界的信任危机。尽管涉及欺骗、
造假、剽窃等行为的人数有限，但如三
鹿奶粉重创中国乳业一样，学术不端
事件频发已对中国科技界的信誉和
创新能力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如何治理学术不端行为已经成
为中国科技界面临的紧迫问题。10
月 31日，有 5000多位科技工作者参
加的第 12届中国科协年会专门组织

了“学术道德论坛”，这在中国科协年
会的历史上是第二次。

学术不端的 12种表现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原
校长许智宏为“学术道德论坛”专门准
备的演示稿中，引用了中国科协科技
工作者状况调查结果：超过六成的科
技工作者认为科研道德水平下降；超
过五成的研究生认为“青年科技工作
者是违背科研道德与诚信最严重的
群体”。许智宏说，这些问题的存在和
蔓延，严重威胁着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许智宏罗列了学术不端行为的

12种表现：论文和著作的造假、抄袭、
剽窃、搭车署名多有发生，愈演愈
烈。靠拉关系、“忽悠”、“跑部钱进”，
争项目、争经费。伪造学历、伪造
SCI引用查询证明等。报奖搞包装，
对有关评委和工作人员拉关系、搞
运作，甚至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炮
制假成果。有的院士候选人的提名
材料不实，言过其实，或把别人的成
果、集体的成果捆绑包装到自己头
上，或贬低别人、抬高自己。有的院
士、名人多头兼职而不能尽责。有的
专家学者，对自己并不内行、并不了
解的领域，以权威姿态发表评论，误
导公众。 （下转 A4版）

不竭的
精、气、神
———贝时璋子女捐赠
50万元大师遗产

本报讯 10月 29日是我国生物
学界一代宗师、生物物理学奠基人
贝时璋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当天，中
科院生物物理所特别举行隆重的纪
念活动，其子女秉承先父遗愿，将贝
老毕生积蓄的 50万元人民币全部
捐赠给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同时，
《贝时璋传》正式出版发行。纪念活
动由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党委书记杨
星科主持。
这笔捐赠经费将作为贝时璋

奖、贝时璋青年生物物理学家奖基
金的组成部分，用以激励我国广大
生物物理学工作者奋力拼搏。中国
生物物理学会是贝老亲自创建的全
国性学术机构，2009年创设了贝时
璋奖和贝时璋青年生物物理学家
奖，其首批奖金来自中科院生物物
理所前所长、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
的捐赠。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所长徐涛作
了题为《继承贝老遗志，推动生物物
理研究所科技创新再上新台阶》的
报告。他说：“贝老虽然离开了我们，
但他那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献身精
神，仍将鼓舞生物物理所人在科学
的征途上不懈探索；他那谦虚谨慎、
爱国奉献的崇高品格，仍将永远激
励后人，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努力
工作。作为一位以献身祖国科学事
业为毕生追求的战略科学家，他在
生物物理所建所初期，就确立了‘服
从国家需要、理论联系实际、赶超世
界先进水平’的办所方针。直到今
天，这仍然是指导生物物理研究所
创新发展的行动指南。”
中科院院士杨福愉在讲话中指

出，爱国主义贯彻贝老的一生，这是
贝老留给大家的巨大精神财富。祖
国的培养之恩，在现在的科学家中
应该有相应的位置，新时期下更应
该思考如何培养具有爱国精神的
创新性拔尖人才，希望全社会大力
弘扬贝老高尚的科学精神，不断推
动国家的繁荣富强，民族的和谐进
步。 （下转 A4版）

饶子和向贝时璋家属颁发捐赠
证书(照片由生物物理所提供）

本报北京 11月 2日讯（记者洪
蔚）《中国科学》与《科学通报》（简称
“两刊”）创刊 60周年纪念大会，11月
2日在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两刊理事会
理事长路甬祥，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
长白春礼，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
邬书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
主任王杰等出席纪念活动。

路甬祥、邬书林、王杰等在纪念
活动上致辞时，不约而同地使用了
“不平凡的历程”这样的评价。

路甬祥说：60年来，两刊见证了
中国科学奠基、创业、发展的历程，代
表着中国科学期刊的最高水平。此次
纪念活动的主题，就是“与中国科学
同行”。

两刊编委、中科院院士杨乐介绍

说，从上世纪 60年代读两刊，到 70
年代为两刊撰稿、审稿，到 80年代担
任编委，他与两刊同行的历程已将近
50年。
“两刊是在老一代科学家无私奉

献的基础上成长和壮大起来的。”两
刊总主编朱作言在讲话中，着重表达
了感激之情。

在纪念活动上，一项特别的仪
式，就是由朱作言宣读为两刊工作了
20年以上的编委，以及为两刊工作
了 30年以上的编辑名单，并向他们
颁发了荣誉证书。
“60年，站在新的起点上。”邬书

林在致辞中这样说。面对未来的发
展，路甬祥勉励两刊要积极面对新形
势、新机遇、新挑战，要立足中国，面
向世界，充分发挥国家高水平学术期

刊的学术交流平台作用，使《中国科
学》和《科学通报》发展成为在国内外
具有广泛影响、高水平的国际性学术
期刊。

青年科学家代表闻海虎谈到中
青年科学家的感受时，讲到两点：一
是幸运，年轻一代科学家是幸运的，
科研条件、科研经费都极大地改善
了；二是责任，目前我国到了从积累
到创新的关键时刻，他尤其呼吁中青
年科学家，对我国的学术期刊，要有
深厚的爱。

纪念活动由中科院副院长李静
海主持，出席活动的还有中国科技大
学校长侯建国，两刊理事会理事、两
院资深院士师昌绪，以及两刊新老主
编、编委代表、相关部门领导、科技
界、期刊出版界人士共 300多人。

在“不平凡”中走过 60年
《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创刊纪念大会举行

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归纳学术不端 12种表现：

现行管理体制是不正之风温床

http://www.science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