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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高效肥料能够合理利用硫肥、钙肥，减少氮肥使用量

“减肥”的同时，更要增效
本报记者 常 理

广东东莞理工学院着力引领制造升级

地方产业需求

就是学校研发方向
本报记者 郑 杨

天津3年兑现扶持资金2400余万元

创新券助力千家企业成长

重庆：喷火清障无人机投用

科学数据的积累、开放、共享，是世界科技发展的重要资源和推动力，但数据“孤

岛”频现，让不同领域大量科学数据处于沉睡状态。我国积极推动地球大数据实现从

被动共享到主动共享转变，通过建立数据、计算与服务一体化的数据共享系统，推动形

成地球科学数据共享新模式

肥料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
障，养分资源高效利用是保证农业可
持续发展的永恒主题。我国肥料利用
率偏低，常年的化肥用量达到 6000
万 吨 ，占 到 世 界 化 肥 消 费 总 量 的
35%。单位耕地面积的化肥用量是世
界平均水平的 3 倍，肥料利用率只有
30%到 35%，远低于发达国家 50%到
60%的水平。

“肥料养分利用不充分的情况必
然导致一个结果就是面源污染加剧。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肥料高投入、高
产出的集约化生产体系要协同高产、
高效以及环境保护多重目标，这一命
题更具有特殊性和挑战性。”中国农科
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植物营
养团队首席科学家周卫表示。

据了解，植物生长需要16种必要
的营养物质，有碳、氢、氧、氮、磷、钾6
种大量元素，钙、镁、硫3种中量元素，
铁、锰、硼、锌、铜、钼、氯 7 种微量元
素。按照人们以往的施肥习惯，只注
重氮磷钾，而忽略了其他的中量和微
量元素，给作物生长带来了影响。

周卫带领植物营养团队针对我国
低产田面积大、化肥利用率低等问题，
开展理论、方法、技术、产品创新，构建
养分资源高效利用的方法、理论、技术
体系。他们在研究中发现，硫和钙两
种中量元素对植物的生长起着重要作
用，而往往这两种元素在施肥过程中
容易被人们所忽略。

硫是构成含硫氨基酸和蛋白质的
基本元素，也是合成其他生物活性物
质的重要成分，直接参与作物新陈代
谢。合理使用硫肥，可提高农作物的
营养价值及商品率，还可以提升大量
元素和微量元素的利用率。缺钙则会
引起果树、蔬菜一系列生理病态，影响
作物产量和农产品的竞争力。

针对上述问题，周卫团队首次研
究了淹水条件下土壤有机硫矿化、硫
磺的氧化、外源硫在土壤中的转化与
生物有效性，发现土壤中存在有机硫
与无机硫相互转化的固定和释放机
制，为硫肥高效施用提供科学依据。
同时，他们提出了钙养分的非维管束
吸收机理和果面营养概念，为作物高

效补钙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技术途径。
多年来，团队研发了作物、蔬菜和

果树等高效硫肥与高效钙肥等新型肥
料，为遏制土壤缺硫和缺钙的发生提
供了可行途径，相关成果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

此外，植物营养团队建立了养分
推荐方法，应用计算机软件技术，研制
了作物养分专家系统，实现了4R（肥
料用量、品种、施肥时期、施肥位置）养
分管理，实现小麦和玉米减施氮肥
30%以上，提高作物氮素利用率10%
以上。团队还实施了有机肥料替代化
肥养分策略，与习惯施肥比较，氮素有
机替代增产4.6%至25%，可减施化学
氮肥 32%至 44%，氮肥利用率提高
11%至 26%，为化肥减施增效提供了
有效技术途径。

周卫表示，团队未来将围绕粮食
作物、经济作物、蔬菜、果树4类作物，
力争在建立肥料减控标准、集成减施
技术模式和创新产品装备等方面实现
新突破，为我国化肥减施增效行动提
供科技支撑。

重庆首台喷火清障无人机日前在国家电网重庆永川供电公司正式
投用。这台多旋翼无人机通过搭载带有燃料箱、油泵、自动点火装置的
喷火吊舱任务模块，可以对影响高空电力线路安全的飘挂物进行定点
清除作业。 新华社记者 刘 潺摄

一个名为“科学家在线”的科
技资源平台，从 2016 年创立至
2018 年 12 月份，已服务全国技
术需求企业 1.2 万多家，服务广
东技术需求企业 611 家，技术开
发成交额预计达 6000 万元……
近几年，广东东莞市加快推进新
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服务
区域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由
东莞理工学院产业团队开发的

“科学家在线”平台，就是当地通
过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引领
产业转型升级的缩影。

经济日报记者了解到，作为
教育部第一批“卓越工程师计划”
实施高校和广东省重点支持的高
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单位，东莞
理工学院确立了“支撑引领制造
业创新发展”的战略目标，积极推
动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和行业企
业产学研用合作，探索多种形式
服务地方产业。东莞理工学院党
委书记成洪波介绍，目前该校已
累计派出 51 支科技产业创新服
务小分队（博士工作站队伍、专
员），深入东莞市各镇街（园区）、
企业开展对接服务，已对接服务
22个专业镇、1300多家企业，启
动60多项科技研发合作，联合申
报100余项专利。

成洪波介绍，东莞理工学院

着力服务“智造东莞”，推动当地
智能制造产业加速发展。学院与
模具产业专业镇横沥镇共建的
3D 打印公共服务中心和模具检
测技术中心，形成了全国创新驱
动发展的“横沥经验”；完成了东
莞市 1927 家企业的“机器换人”
核查工作，承接了节能效益超过
2 亿元的东莞电机能效提升项
目；承担以智能制造领域为主的
企业委托科技项目485项。

同时，为推动东莞市产业突
破自主知识产权与核心关键技术
缺乏的瓶颈，加快向全球价值链
中高端迈进，东莞理工学院着力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近 3 年，该
校承担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
划课题、“863”计划项目课题、

“973”计划项目课题等课题1238
项，在工业废水电催化氧化深度
处理装备及应用、电镀废水处理
技术及设备、半导体照明产品质
量检测等领域突破一系列关键技
术，形成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成洪波透露，当前，东莞理工
学院正支持中国散裂中子源建
设，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共建 4 个联合实验室，首台用
户谱仪“东莞理工学院—中国散
裂中子源多物理谱仪”已进入机
械设计制作阶段。

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 商瑞
报道：天津市自2016年起面向科
技型企业试行科技创新券（以下
简称创新券）政策以来，共发放、
兑现 5 批创新券，共兑付资金超
过 2400 万元，支持 1000 多家科
技型企业快速发展做大做强。

创新券以财政资金资助企
业向科研院所、高校及科技服务
机构购买与创新活动直接相关的
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等专业化科
技服务。试行 3 年来，创新券在
提高企业获取科技服务能力、降
低企业科技创新成本、引导企业
提高科技投入、提升企业创新能
力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灏灵赛奥（天津）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荆东辉表示，“企业
对资金的需要很大，实验所需设
备都在百万元以上。创新券可以

满足企业的需求，让企业到有资
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更多的检测”。

据统计，试运行3年来，创新
券共兑现研发设计和检验检测类
服务 600 余项，兑现间体、试剂
盒、新材料产品、机械装备、消费
品工业设计等技术开发服务，并
对医药、材料、电子等各领域检验
检测及为企业提升新产品新工艺
开发能力提供了有力支持。

天津市科技局局长戴永康介
绍，以京津冀创新券合作为契机，
天津市30余家高校院所、257个
实验室在管理平台充实了服务信
息，成为创新券的资源储备。下
一步，天津还将着力面向生物医
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重点区
域，依靠电子政务技术手段提高
工作效率，服务更多科技企业申
请和享受创新券。

东莞理工学院与西门子公司合作成立了完全市场化运作的智能制
造创新中心，打造数字化工厂示范线，为当地制造企业提供研发平台和
智能化解决方案。 本报记者 郑 杨摄

中国科学院发布地球大数据共享服务平台

科学数据带你领略世界风云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沈 慧 实习生 杨诗云

如何让黄河三角洲 40 年间的变
化像过电影一样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如何在一张图内看到全世界风云变
幻？如何在一个网站搜索到所有需要
的数据……

新年伊始，中国科学院发布的 A
类战略性科技先导专项——“地球大
数据科学工程”给出了答案。

打破数据“孤岛”

地球大数据有何用？“地球大数据
科学工程”专项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院
士郭华东举了个例子：如果把我国
430 个人口超过 30 万的城市遥感数
据和人口数据等结合研究，就能了解
土地使用率与人口增长率之间的比
率。比如1990 年至2000 年，大数据
显示，安徽省的城市人口增长率在增
加，但土地消耗率在降低，总体上人口
城市化大于土地城市化；2000 年以
后，大数据又显示，安徽省人口增长率
持续降低，土地消耗率却明显提升，土
地消耗率与人口增长率比率持续增
加，这表明安徽省的土地城市化远远
大于人口城市化。

大数据时代，科技创新越来越依
赖于科学数据综合分析。“大数据是财
富，也是资源，作为大数据的重要组成
部分，地球大数据正催生人们用全新
的思维方式去了解地球。”郭华东说。

但是，我国的数据共享一直是个
难题：很多单位和机构都有自己的数
据资源，都认为数据应该共享，可真正
实现共享很困难。

一位科学家曾对这种“各自为战”
的状况深有感触。他到国外参加学术
会议，在会上才知道与他同一系统的
另一个研究单位也在做同样的研究，
而且其中有很多是重复性的。

数据“孤岛”频现，让不同领域
大量科学数据处于沉睡状态。“科学
数据的积累、开放、共享已经成为世
界科技发展的重要资源和推动力。”
在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亚平看来，致
力于推动地球大数据实现从被动共享
到主动共享转变，在科学数据共享及
其体制机制若干关键问题上取得实质
性突破，为中科院乃至国家层面形成
良好的数据共享新生态，中科院理应
先行先试。

为了唤醒沉睡的科学数据，2018
年 1 月 1 日，中国科学院 A 类战略性
先导科技专项“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
正式启动实施，执行期 5 年。作为
2018年度的重要成果，地球大数据共
享服务平台近日正式发布。

“平台以共享方式为全球用户提
供系统、多元、动态、连续并具有全球
唯一标识规范化的地球大数据，通过
建立数据、计算与服务一体化的数据
共享系统，推动形成地球科学数据共
享新模式。”郭华东表示。

服务全球用户

地球大数据共享服务平台的“体
量”有多大？

根据郭华东提供的数据，平台目

前提供的共享数据总量约5PB（1PB=
1024TB）。 其 中 ，对 地 观 测 数 据
1.8PB，生物生态数据 2.6PB，大气海
洋数据 0.4PB，基础地理数据及地面
观测数据 0.2PB；地层学与古生物数
据库49万条、中国生物物种名录360
万条、微生物资源数据库42万条数据
记录,组学数据目前在线10亿条。

“目前用户能够在线检索到40%
数据，随着硬件条件不断完善，平台数
据将陆续上线，并且每年将以3PB的
数据量更新。”郭华东说。

数 据 共 享 服 务 系 统 和 CASE-
arth Databank 系统，以及区域系统
——数字丝路地球大数据系统，这是
地球大数据共享服务平台的3个核心
系统。

正如阿里巴巴创造的淘宝模式一
样，数据共享服务系统提供的是一个
快捷精准的地球科学数据。该系统基
于专项数据特点，可提供项目分类、关
键词检索、标签云过滤、数据关联推荐
等多种数据发现模式，同时提供在线
下载、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访问等多种
数据获取模式，支持可定制的多格式
数据在线查看、预览和查询，并能应对
各种个性化需求，进行统计、收藏、推
荐、下载和评价服务。用户可以利用
这个系统，根据数据共享权限进行共
享服务。

数字丝路地球大数据系统包括
“一带一路”区域资源、环境、气候、灾
害、遗产等专题数据集94 套、自主知
识产权数据产品57类、共享数据超过
120 万亿字节。目前，该系统已具备

千万亿字节级的软硬件环境，在国际
上率先研发了通用大数据平台下地球
大数据提取、转换与加载工具集，实现
了6大类数据的检索、共享、产品可视
化展现，并通过中、英、法 3 种语言版
本在国际上实施共享。

利 用 CASEarth Databank 系
统，你可以像看电影一样观看目标地
点数十年的沧桑巨变。此系统提供长
时序的多源对地观测数据即得即用产
品集，包括1986年中国遥感卫星地面
站建设以来20万景（每景12种产品，
共计240万个卫星数据产品）的长时
序陆地卫星数据产品等。

有了它能干啥？比如在重要会议
前，我们可以清楚地透过颜色变化,了
解从江苏到山东浒苔的变化趋势，在
一分钟内就可以将过去浒苔在该地区
间的移动了然于胸，不用再大费周折
实地考察。同时，该系统还引入人工
智能等先进技术，面向一般用户、行业
用户和科学家用户，提供不同层次的
对地观测数据分析与信息挖掘服务，
为你“量身定制”所需内容。

“未来，用户不仅可以利用其数
据、计算和技术来实现应用，也可以上
载多源数据，嵌入算法模型，并结合系
统资源来完成特定的专题信息挖掘、
知识发现和决策支持。”郭华东说。

面向科学发现

根据郭华东的研究，一个国家拥
有大数据的“体量”与国家的 GDP 发
展成正比，“谁拥有了大数据，谁就拥

有了未来”。
不过，仅仅拥有还不够，科学数据

的价值在于使用。对于有些科学家对
自己的数据“总愿意锁在自己的抽屉
里”，不愿意共享的情况，郭华东表示：

“该系统可以解决科学家数据共享的
后顾之忧，你的数据上线了，进入到这
个系统，会拥有自己的版权，在这个平
台上，数据可以实现全球定位并且拥
有自己的专属‘身份证’。”

谈及与同为资源数据共享平台的
谷歌大数据的区别，郭华东表示，主要
有4 点不同：首先，数据资源不同，谷
歌大数据是基于大量的卫星数据，以
遥感卫星数据为主，而地球大数据平
台是在充分重视卫星数据基础之上，
同时采用大量大气、海洋、陆地等数
据，在资源环境、生态生物方面都是高
度集成的；其次，系统功能不同，谷歌
更多地做一些展示和空间分析系统，
而他们则更多地加入了计算系统，促
进数据、计算、服务一体化；第三，应用
服务不同，谷歌更多地做大众化的系
统，而他们的技术则更多面向科学发
现，例如对区域地质演化规律的理解，
对生物学发现和古生物研究等方面；
最后，谷歌的目标是面向市场，但他们
的系统更多地服务于政策、决策，科学
家可以利用地球大数据平台进行更多
科学发现。

正如张亚平所说，如果我们不跨
越数据共享这座高山，就永远不可能
到达大数据胜利的彼岸。构建地球大
数据共享服务平台，中科院走出了成
功的第一步，也是坚实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