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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科学院启动了A类战略性
先导科技专项“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
CASEarth）”。这一工程以建成具有全球
影响力、国际化、开放式的国际地球大数据
科学中心为目标，致力于推动并实现地球
大数据技术创新、重大科学发现和一站式
全方位宏观决策支持。对此，经济日报记
者深入采访了有关专家。

地球大数据包罗万象

地球大数据是针对地球科学的数
据密集型研究方法，它可以模拟出虚
拟地球，将有利于解决一些重大的世
界性问题

如何让黄河三角洲40 年间的变化如
同过电影般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在以前，用传统的科学考察方法肯定
是做不到的，但是通过卫星遥感大数据，这
项工作就变得简单了许多。”在中国科学院
院士、“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先导专项负
责人郭华东的电脑里，有一份 40 页的
PPT，里面记录了从 1976 年到 2015 年间
黄河三角洲地区的遥感图，如果按年份连
续播放，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该地区40年里
的变化轨迹。

这就是遥感大数据的魅力所在。在科
学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人们通过对地观
测、地表传感器网络、遥感技术等手段，获
取了海量的地球科学数据，这些数据统称
为地球大数据。

“地球大数据具有规模大、来源广、多
样化、多时相、多尺度、高维度、高复杂性和
非结构化等特点，它是针对地球科学的数
据密集型研究方法。发展地球大数据将有
利于解决一些重大的世界性问题。”中国科
学院院长白春礼表示。

“作为一种交叉研究方法，地球大数据

可以模拟出虚拟地球。这个虚拟地球既可
以用于地球科学研究，也可与信息科学、空
间科学、人类学及社会学产生紧密联系。”

郭华东说，2015 年，联合国发布了可
持续发展目标议程，以期面向2030年解决
贫困、不平等和全球变化等问题带来的挑
战。在这一议程的17个目标中，地球大数
据至少可以为实现其中8个目标提供不同
形式的支持，特别是纯净的水源、低廉的能
源、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全球变化、水下生
命、陆上生命、健康和平等发展目标。

记者了解到，此次的“地球大数据科学
工程”先导专项为期 5 年，设置了 CASE-
arth科学工程总体、CASEarth小卫星、大
数据云服务平台、数字一带一路、全景美丽
中国、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安全、三维信息海
洋、时空三极环境、数字地球科学平台共9
个项目。

郭华东介绍，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总
体、CASEarth 小卫星和地球大数据云服
务平台这3个项目属于综合型基础设施项
目。其中，地球大数据云平台就是把资源、
环境、生物、生态等领域的数据汇聚起来，
让大家有一个共享的数据中心，然后在这
个基础上，建设一个数字地球科学平台。
此外，为了满足数据更新需求，还将发射
CASEarth 小卫星进行实时监测，它不仅
可以白天成像，也可以夜间成像。

数据开放共享是关键

海量数据的低效应用成为当前我
国乃至整个地球科学界面临的严峻问
题和技术瓶颈，这既包括技术问题，也
包括人员和管理问题，有待深入解决

在数据经济时代，大数据起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它是一个国家发达程度的表
现。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大数据蕴藏
巨大价值和潜力。2013年，美国大数据约
占全球数据总量的31%，欧盟占19%，中国
占 13%。经过 4 年多的发展，我国的大数
据总量占比提高至16%；预计到2020年，
我国这一占比将提高到21%。

“大数据已成为与自然资源、人力资源
一样重要的战略资源。”白春礼说。

“然而相比商业领域，大数据在地球科
学中运用得还比较少，这主要是因为数据
获取难度比较大。大数据要取代传统科学
装置、实验模型、论证方法，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郭华东表示。

在这个过程中，推动科学数据开放和
共享是核心问题。当前，我国乃至全球还
普遍存在着数据共享政策不完善以及资源
分散、重复布局、成果显示度不够等情况，
海量数据的低效应用成为我国乃至整个地
球科学界面临的严峻问题和技术瓶颈。

“在资源、环境、生物、生态等多学科、
跨领域交叉场景下，孤立使用单一特定领
域的已有挖掘分析理论和方法，已经难以
有效推动科学发现，需要综合应用这些方
法，系统性、整体性去解决某些重大科学问
题。”白春礼说。

对此，郭华东表示，“地球大数据科学
工程”先导专项将突破数据开放共享的瓶
颈问题，实现资源、环境、生物、生态等领域
分散的数据、模型与服务的全面集成，形成
多学科融合、全球领先的地球大数据与云
服务平台，并构建大数据驱动的、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数字地球科学平台。

郭华东坦言，数据共享我国一直在推
动，但是进展比较缓慢，这其中有技术问题
也有管理和人员问题。“其中，人员和管理
问题更为复杂也更为关键。比如，中科院
各研究所之间有时数据都不共享。因此，
要通过科学的行政手段打通数据之间的共
享障碍，让各种科学数据能够互联互通，从
而促进科学研究更加深入。”郭华东说。

“今后，这一先导专项一定要在数据共
享的机制体制上下功夫，研究提出科学、合
理、可行的数据共享制度与政策，充分考虑
数据提供者的利益，调动大家共享数据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保障该科学工程的
活力与生命力。”白春礼说。

推动地球科学发展

地球大数据有可能给地球科学研
究带来重大变革，为此，我国将借助先
导专项全面提升该领域在国家技术创
新、科学发现等方面的重大成果产出

“地球大数据为地球科学研究提供了
全新的方法论，并正在成为认识地球的新
钥匙以及地球科学研究的新引擎，有可能
给地球科学研究带来重大变革。”郭华东
表示。

他认为，全球变化带来的资源、环境问
题，本质上是不同地球圈层互相作用的结
果。这需要从地球系统的不同要素，如大
气圈、水圈、生物圈、冰冻圈和岩石圈，采集
和整合数据，以便长期获取持续、准确的全
球数据。观测这些圈层有助于揭示地球表
面进程的隐性时空结构及其相关规律。它
也有助于探究和了解在人类活动影响下改
变地球系统的机理，为生态环境保护和可
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研究应对全球变
化的综合策略，减少全球变化的影响。

据悉，“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先导专
项将用5年时间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建成国
际地球大数据科学中心。这一中心由数字
地球科学展示中心、地球大数据决策支持
中心、地球大数据学科交叉平台以及地球
大数据共享中心4部分组成，将与国际、国
内重要的地球大数据组织机构互联互通、
数据共享，成为国际地球大数据研究的引
领者。中心建成后，卫星数据接收处理、影
像更新用时小于2小时；热点区域应急信
息服务用时小于1小时；应急监测精准信
息产品生产用时小于10小时。

未来，“地球大数据工程”先导专项将
突破一系列技术瓶颈问题，形成资源、环
境、生物、生态等领域多学科融合、独具特
色的地球大数据云服务平台，成为支撑国
家宏观决策与重大科学发现的大数据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同时，将构建大数据驱动、
具有高度影响力的数字地球科学平台，全
景展示和动态推演“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
过程与态势，实现对全景美丽中国可持续
发展的精准评价与决策支持。

此外，这一先导专项将探索形成大数
据驱动、多学科融合、全球协作的科学发
现新范式，示范带动地球系统科学、生命
科学及相关学科的重大突破，成为国际
化、开放式的大数据科学中心，全面提升
该领域在国家技术创新、科学发现、宏观
决策和社会公众知识传播服务等方面的重
大成果产出。

中科院启动A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

让 人 类 读 懂 地 球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常 理

当前，大数据已成为知识经
济时代的战略高地，是国家和全
球的新型战略资源。作为大数
据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球大数据
正催生人类用全新的思维方式
去了解地球，推动地球科学向更
深层次发展，让人类更加读懂我
们生活的地球

近两年，区块链技术热度不减。“乐信
正在探索区块链在小微消费金融领域的落
地应用，并成立了区块链实验室。如今，乐
信每天有40万份真实订单数据入链，成为
全国首家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在分期电商的
企业。”乐信金融架构师、区块链实验室负
责人比尔（Bill）日前表示。

所谓区块链，也被称之为分布式账本
技术，是一种互联网数据库技术，其特点是
去中心化、公开透明，让每个人均可参与数
据库记录。区块链可以改变传统的业务协
作模式，从依靠中介节点协调与基于业务
流的低效协同，升级为不依靠任何中介节
点，仅由平台保证基本业务流程的低成本、
高效率、高可信协作系统。

据了解，目前乐信的区块链实验室就
在尝试多节点的共享账本，今后还将运用
新技术、新方案进行金融上的更多探索。

“我们团队今年的目标是实现‘三二一’。即
至少三个场景落地、至少申报二个专利、申
报一个区块链实验室。”比尔说。其中，三个
业务场景分别指的是：在目前基于真实订
单入链的旁路系统上驱动更大的业务价

值；与一家正在洽谈的商业银行合作，运行
一套增信系统；在利用区块链特性基础上
发掘桔子理财增信、ABS、价值背书等可落
地场景。

在业内人士看来，区块链技术在业务中
的应用一定要落地，而不是停留在设想中。
目前乐信基于区块链的“超级账本”系统正
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并在稳健地测试中。

那么，究竟何为基于区块链的“超级账
本”？举例而言，如果一个用户在分期乐商
城分期购买了一台iPhone，那么在资产端，
后台涉及的相关系统有电商业务系统、风
控系统；在资金端，会涉及乐信旗下的桔子
理财系统或者鼎盛资产管理系统——即如
果不是桔子理财提供了购物资金，便可能
是由与鼎盛资产管理系统合作的某个外部
资金方提供的资金，会涉及银行的业务系
统。

这在以前的交易链中，每个节点都要记
一笔账。但这种分别独立记账的方式可能会
产生各个节点数据不一致的情况，因为每个
系统相对独立，甚至在乐信外部合作方的业
务系统中，数据格式都是不一样的。而交易

的本质是一个记账的过程，在这样一个用分
布式系统实现记账的链路中，多个节点的账
本可能会产生不一样的数据。因此，各系统
之间的对账是个浩大工程。

而在乐信基于区块链的“超级账本”系
统中，每个节点都有一份共享账本的自身
拷贝，并通过共识协议严格保证所有交易
的一致性，这使得各系统间的协同变得更
为高效。“有了这个共享账本，大家的账目
都公开透明，所有记录都实时同步给各个
参与方，且不可篡改，这就不需要花费人力
物力去对账了。”比尔表示。

不过，经济日报记者了解到，目前的
“超级账本”系统仍然处于测试期，主业务
系统仍然在发挥作用。“超级账本”是作为
一个旁路系统在进行测试，目前可实现的
指标是：时延在100毫秒内，峰值每秒交易
200笔，每天可承载几十万笔交易，可满足
现有业务量的需求。“用区块链来记账，仅
仅是乐信在区块链应用中的第一个尝试，

‘超级账本’使得产业链各节点彼此产生信
任感，令各方在对账、清算结算等产业协同
效率上获得了极大提升。此外，区块链下的

清洁数据也会为公司在AI（人工智能）领域
的深度探索奠定基础。”比尔说。

专家表示，区块链技术不仅节省运营
成本，在金融合作过程中，这一技术还可以
为平台增信，变相降低资金成本。因为金融
机构在为合作平台提供流动性的过程中，
合作方的信任度越高，资金成本就会越低，
在同一个区块链上的合作伙伴，无疑是最
可信的。

“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的存储结
构和共识达成方式，虽然对比中心化存储
可能成本更高，但数据不可篡改的特性能
降低后续数据的验证成本。此外，区块链目
前都会捆绑智能合约，这点对提升数据质
量也有帮助，会降低信用成本。”PINTEC
品钛技术负责人仲惟晓表示。

不过，仲惟晓同时也指出，从技术落地
角度来看，区块链在商业化的收益并不高，
技术成熟度也尚且不足以支撑全市场使
用。因此，国内区块链技术的落地不太可能
是商业主体主导。“由监管部门来推进实施
的可能性更高，监管在数据归集上使用区
块链技术可能是个好选择。”仲惟晓说。

改变传统业务协作模式——

“ 火 热 ”区 块 链 如 何 落 地
本报记者 钱箐旎

本报讯 记者佘惠敏报道：日前，由科学技术
部基础研究司、基础研究管理中心主办的“2017
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专家解读会”在京举办。
会上公布了“2017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遴选
结果，包括：1.实现星地千公里级量子纠缠和密钥
分发及隐形传态；2.将病毒直接转化为活疫苗及
治疗性药物；3.首次探测到双粲重子；4.实现发现
三重简并费米子；5.实现氢气的低温制备和存储；
6. 研发出基于共格纳米析出强化的新一代超高
钢；7.利用量子相变确定性制备出多粒子纠缠态；
8.发现新型古人类化石；9.酵母长染色体的精准
定制合成；10.研制出可实现自由状态脑成像的微
型显微成像系统。

“中国科学十大进展”遴选活动截至目前已举
办13届，旨在加强对我国重大基础研究进展的宣
传，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科学氛围，已成为我国基
础研究传播工作的一个品牌，产生了良好反响。

2017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发布

最牛基础科研成果都是啥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日前从中国广核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由中广核联合国内外数十家科研单
位共同推动的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铅基快堆
的设计研发已取得一系列成果，并自主研发出多
项关键技术与设备。

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铅基快堆是以熔融的金
属铅或铅铋合金为冷却剂的快中子反应堆，采用
闭式燃料循环，可在常压、高温条件下运行。铅基
快堆具有优良的燃料转换能力，可以有效提高铀、
钍资源利用率，极大提高燃料的可持续性，并可用
来焚烧现有轻水堆乏燃料中的长寿命锕系元素，
进而更加清洁地利用核能。此外，其惰性和低压
冷却剂系统进一步增强了反应堆的安全性。铅基
快堆具备安全、经济、可持续的优点，是未来先进
核能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

中广核作为国内最大的核电运营商、全球最
大核电建造商，在第四代先进核电技术研发方面
积极投入，走在前列，目前已在铅基快堆型号研
发、关键技术与设备、软件研发等方面取得了一系
列研究成果。

其中，中广核自主开发的先进核能智能优化
云设计平台可实现铅基快堆多目标优化设计，极
大简化研发设计流程；熔炼法制备高强度氧化物
弥散强化钢技术、中国铅基快堆用奥氏体不锈钢
包壳等技术研发，在铅基快堆材料耐腐蚀和抗辐
射技术方面取得关键进展；非透明介质下封闭式
换料装置及稀土法钋210捕集技术将进一步提升
铅基快堆的安全性……

在日前举办的国际铅基快堆技术发展研讨会
上，出席会议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第四代核能系统
国际论坛等国际组织和机构，以及百余位专家认
为，铅基快堆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建议以更加开
放的态度推进相关研发，共享研究成果。

“一个寒假，眼睛度数就增加了100度，达到
400多度了，怎么办呀？”龚妈妈担忧地看着刚测
完视力年仅10岁的儿子。开学伊始，爱尔眼科长
沙医院视光门诊挤满了前来就诊的孩子，其中不
乏龚妈妈儿子这种“小眼镜，高度数”的小朋友。

目前我国青少年近视问题异常严峻。据
2014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查数据显示：7至
18岁学生视力不良率为62%，其中近视占九成；
19至22岁学生视力不良率高达86%。值得关注
的是，寒假已成为近视问题集中爆发的特殊时段。

爱尔眼科视光研究所陈兆主任指出，造成该
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寒假期间，孩子们接触手机、
电脑、平板等电子产品的机会增多，持续近距离用
眼强度加大，读写姿势不正确；此外，由于天气寒
冷，孩子们的户外活动减少，这也导致了近视更容
易发生和加深度数。

数据显示，2017年爱尔眼科全国视光门诊量
近200万人次，配镜量73.2万副，其中18岁以下
的达51万副，同比增长51%。2018年开年以来，
无论是视光门诊量还是配镜量都有大幅提升。

以爱尔眼科长沙医院为例，学生寒假前（1月
份）的单日验光量约200多人；开学前一周，单日
验光量平均达到600至700人。其中不乏寒假过
后视力从1.0直线下降到0.2、0.3的小患者。

陈兆主任强调，开学后孩子们的学业负担将
逐渐加重，对此，学校和家长更应注意保证孩子的
户外活动时间。研究表明，每天 2 小时、每周 10
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可以让青少年的近视发生
率降低 10%以上。如果发现孩子出现视力模糊
等现象，应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的眼科医院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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