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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将给
我们带来哪些变革？
我们如何勇敢应对大
数据时代带来的机遇
和挑战？11月20日，
在2021川渝科技学术

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
士、通信与信息系统专
家陈鲸作了题为《大数
据深化应用的新需求
新机遇新挑战新思考
（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
贡献）》的主旨报告。

在他看来，大数据
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
的驱动效应，即带动有
关的科研和产业发展，
提高各行各业通过数
据分析解决困难问题
和增值的能力。也就
是说，数据本身不产生
价值，如何分析和利用
大数据对业务产生帮
助才是关键。

“大数据是典型的
通用技术，理解通用技
术要采用‘蜜蜂模型’。
蜜蜂的效益主要不是
自己酿的蜂蜜，而是蜜

蜂传粉对农业的贡献。”
对此，他认为，大数据研
究和应用，要改变过去
各部门和各学科互相
分割、独立发展的传统
思路，重点不是支持单
项技术和单个方法的
发展，而是强调不同部
门、不同学科的协作。

陈鲸表示，在全球
范围内，研究发展大数
据技术，运用大数据推
动经济发展、完善社会
治理、提升政府服务和
监管能力正成为一种
趋势。推动当前大数
据产业深化发展，更好
地应对大数据时代的
机遇与挑战，应当从应
用、治理、技术三个方
面提高认识与理解。

首先，当前大数据
应用尚处于成长阶段，

根据大数据分析预测
未来、指导实践的深层
次应用将成为发展重
点。其次，大数据治理
体系远未形成，特别是
隐私保护、数据安全与
数据共享效率之间尚
存在明显矛盾，成为制
约大数据发展的重要
短板。再次，尽管数据
规模高速增长，但现有
技术体系还难以满足
大数据应用的需求，未
来信息技术体系将需
要颠覆式创新和变革。

“未来，随着应用
领域的拓展、技术的提
升、数据共享开放机制
的完善，以及产业生态
的成熟，具有更大潜在
价值的预测性和指导
性应用将是发展的重
点。”陈鲸说。

11月20日，2021川渝科技学术
大会在重庆举行。作为川渝两地的综
合性、跨学科、开放性科技学术盛会，
大会旨在促进川渝两地学术繁荣和科
技创新，为成渝地区共建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贡献力量。

去年，川渝科协携手全面战略合
作，共同创立川渝科技学术大会，并在
成都举办了首届大会，开启了川渝科
技学术交流、双城协同创新发展的新
篇章。

此次在重庆举办的是第二届。重
庆日报记者在现场采访了解到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加快建设，川渝两地的
专家学者互动更频繁、交流更密切、合
作更深入。

四川农业大学教授钦鹏一直致力
于高温天气下水稻高产优质机制的研
究，以及选育耐高温的新品种。

“有数据统计，全球气候每升高
1℃，粮食产量将平均下降 6%。因
此，我们从世界各地收集了2000多种
水稻种质资源，希望能破解高温奥秘，
让水稻在高温天气下也能产量高、品
质好。”他说。

三四年前，钦鹏的团队就和重庆
市农业科学院特色作物研究所进行了
相关合作。得益于川渝创新联合基
金，合作进一步加强，如今，他们的研
究试验已经在重庆永川展开。

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必须有与
之相配合的、世界一流的科技期刊。
近年来，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
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据了解，今年的川渝科技学术大
会，在去年评选大会优秀论文、年度川
渝最具影响力学术活动、川渝一流学
会的基础上，增加了川渝一流科技期
刊的评选，20家川渝两地的科技期刊
获奖。

“这既是对川渝两地优秀期刊的褒
奖，更是对川渝两省市期刊人的鞭策。”
作为获奖代表，《第三军医大学报》副主
编兼编辑部主任、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
究会副理事长冷怀明感慨说。

谈及川渝两地科技期刊如何更好
地发展，他表示，四川、重庆期刊数量
在全国处于中等水平，办刊领军人才
相对缺乏，迫切需要更多的政策、资金
和人才支持。“我们从2012年开始，每
年拨出专项资金支持期刊发展。我们
相信，川渝的期刊将借助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发展的有利条件，实现更好
的发展，助力科技创新中国的建设。”

高规格的科技学术盛宴，为川渝
两地的年轻人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
台。

郑玉棒是电子科技大学2019级
博士研究生。他说，很感谢有这样一
个学术交流平台，让川渝两地的科技
工作者加强互动，尤其是让他这样的
年轻人能够有机会与学术“大牛”对
话，不断提升自己，在科研的道路上更
好地成长。在2021川渝科技学术大
会上，他们团队的论文获得了优秀论
文一等奖。

“科学研究要着眼长远，不能急功
近利。作为一名博士研究生，未来我
一定秉持初心，努力做出更有价值的
原创性突破，为成渝地区共建科技创
新中心、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他说。

科技学术盛会助力川渝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川渝专家学者互动更频繁交流更密切合作更深入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鲸：

理解大数据价值要采用“蜜蜂模型”

“医疗大数据往往
是不容易被共享的，是
不容易被看到的，但又
是必须要应用的。比

如病理医生做的研究，
要产生大数据，而这样
的大数据会涉及到未
来的智慧医疗。”11月
20日，在2021川渝科
技学术大会上，中国科
学院院士、陆军军医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
科主任卞修武作了题
为《病理大数据与智慧
诊疗》的主旨报告。

他表示，病人到医
院看病，最关心的就是
病能不能治好。治好
病的前提是能不能诊
断清楚，而诊断的标准
就是病理诊断。比如
甲状腺微小癌，有的长
得快，有的长得慢，绝
大多数病人一旦发现

了就要手术，然而绝大
部分是不需要手术的。
那怎么知道该不该手
术呢？这就需要精准
诊断，需要对超出人
的智慧以外的所有信
息进行整合，最后才能
形成精准的治疗方案。

在卞修武看来，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推动
了诊断病理学的发展，
疾病资源和诊疗信息
奠定了医疗大数据基
础，数字病理信息奠定
了计算病理学基础。
计算病理学的存在使
病理、影像、检验、人工
智能、生物信息等各学
科融合，这样形成的医
疗大数据，让以后病人

去医院做检查，最后拿
到的不单是一份检验
报告，而是一个整合信
息的报告，还会附上智
慧诊断的信息。

“目前，西部（重庆）
科学城正在聚焦生命
健康打造金凤实验室，
我们也将参与其中，开
展重大疾病精准医学
创新基础理论研究、智
慧诊断新技术研究和
建设疾病生物样本库、
病理大数据中心等，希
望更多创新人才和团
队能够加入。”他说。

(本组稿件由重庆
日报记者张亦筑采写,
图片由重庆日报记者
谢智强拍摄）

中国科学院院士卞修武：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推动诊断病理学发展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11月20日，在2021川渝科技学术大
会上，184篇大会优秀论文、20项最具
影响力学术活动、20家川渝一流学会、
20家川渝一流科技期刊集中发布。

据介绍，为了引导川渝广大科技
工作者潜心学术研究，强化学术基
础，引领学术风尚，促进学术交流，打

造学术品牌，川渝科协联合组织开展
了大会优秀论文、年度川渝最具影响
力学术活动、川渝一流学会和川渝一
流科技期刊评选活动。

经自愿申报和专家评审，最终评
选出《经典海马体外全新的躯体感觉
皮层空间导航系统》等大会优秀论
文、数字经济百人会等年度最具影响

力学术活动、四川省地质学会等川渝
一流学会和《强激光与粒子束》等川
渝一流科技期刊。

当天，大会论文特等奖获得者陆
军军医大学教授张生家、四川农业大
学教授钦鹏、重庆大学教授陈厚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研究员苏昭铭分
别作了主题分享。

优秀论文、最具影响力学术活动、一流学会、一流科技期刊集中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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