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邢生祥 通讯员陈芃 ）近
日， 青海大学杨应忠课题组历时 ５ 年研究
发现高原肺水肿 (HAPE)易感基因 ，首次从
基因水平揭示了低 海 拔 个 别 人 群 易 患
HAPE 的部分可能原因，并寻找到有关易感
基因。

相关研究成果由美国 《美国野外与环境
医学杂志》、希腊《实验与治疗医学杂志》等国
际刊物发布。经过有关专家日前课题鉴定，认
为该项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什么人上高原易罹患 HAPE？ 如何来进
行有效筛选？ 这是国际高原医学工作者长久
以来期望解决的一道难题。 青海大学杨应忠
课题组立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EPAS1
基因多态性与 HAPE 相关性研究》、 省科技
厅项目《HIF2A 基因多态性与 HAPE 相关性
研究》两项课题，对 HAPE 从基因组学、血浆
差异蛋白质组学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探

讨 HAPE 在分子水平的发病机制，寻找易感
基因。

该 课 题 组 首 次 发 现 HAPE 患 者 与
EPAS1 基因高度相关。由于 HAPE 是一种特
发于高原低氧环境的复杂性疾病，课题组首
次采用 Affymetrix SNP 6.0 高密度芯片开展
了较大规模(209 个样本)的全基因组关联研
究，发现有关基因与 HAPE 病理生理过程密
切相关； 首次选用全外显子组捕获及 Solexa
高通量测序平台，发现与 HAPE 相关的基因
主要集中在转录调控、 信号转导和免疫调
节、炎症损伤等过程，筛选出的 26 个 SNP 位
点为 HAPE 遗传学研究提供了非常有意义
的信息。

研究显示，HAPE 多发生于平原人群初
次进入高原或高原人群进入更高海拔地区
者。该项成果的发现，为筛选急性高原 HAPE
易感人群提供了科学手段。

我国科学家发现 HAPE 易感基因

高原肺水肿研究获国际性成果

明星科学家
大众科普需要你

□本报记者李丰 实习生石灿
“数据资产这个概念太新了，大伙儿了解不

多，但都挺感兴趣。 ”在近日举办的 2016中国大
数据产业峰会暨中国电子商务创新发展峰会现
场， 不少企业都在担心这样一个问题，“企业想
知道自己的数据值多少钱， 政府则更关心如何
能通过评估让海量数据不再‘深藏闺中’，然而
二者对各自的数据安全都抱有警惕之心”。

数据财富引来觊觎

近年来，大数据呈现出商业价值凸显、用
户得到精准定位、 智慧化城市得以建设等良
好局面， 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挑战———如何
保护个人信息的隐私？

2015 年，世界上发生了多起大数据泄露
事件。携程信用卡信息泄露事件，“心脏出血”
漏洞事件……这些服务器证书隐私等敏感数
据泄露的事件，让人们对数据安全感到忧虑。

“以前都是些相互隔离的小数据库，之间
没有太大关联性。现在不一样了，大数据意味
着海量数据的汇集，既然有这么多的数据，在
不同目的的驱动下，定会引来黑客觊觎。黑客
一旦找到一个突破口， 破解了数据间的关联
性， 那就相当于拥有了整个数据库的使用
权。 ”在数博会论坛上，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
长邬贺铨说出了他对大数据安全的忧虑。

“没有信任，就没有大数据。 ”《大数据时
代》作者、被誉为“大数据之父”的牛津大学教
授舍恩伯格认为，如果公众害怕数据被滥用，
其结果就会停止提供数据。如此一来，也就会
带来大数据的终结。“如果行业没有达成这个
共识，我觉得大数据没有未来。 ”他说。

阿里巴巴无线安全首席架构师潘爱民透
露， 我国全网已泄露个人账号超过 21 亿条，
覆盖全网账号的 40%以上。

目前， 世界各国都比较重视大数据的发
展。 2015年 8月，中国出台了关于促进大数据
发展的行动纲要，中国“十三五”规划也明确指
出拓展网络经济空间，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
实现国家大数据战略，超前布局下一代互联网。

与此同时，中国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
在着重研讨如何基于大数据和大数据分析技
术进行安全防护。 比如，中国“十三五”规划提
及大数据安全技术，提出要加快海量数据的采
集、存储、清洗、分析发掘、可视化、安全与隐私

保护等关键技术攻关， 集中力量突破信息管
理、信息保护、安全审查和基础支撑关键技术。

流通起来才叫“资产”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让“数据即资产”成

为最核心的产业趋势。目前，作为数据资产先
行者的 IT 企业，如苹果、谷歌、IBM 等，无不
想尽各种方式， 挖掘多种形态的设备及软件
功能，收集各种类型的数据，发挥大数据的商
业价值，将传统意义上的 IT 企业，打造成为
“终端+应用+平台+数据”四位一体的泛互联
网化企业，以期在大数据时代分得一杯羹。

根据摸底 ， 北京 76 个部委现在拥有
800PB 大数据，相当于 8 个阿里巴巴；上海拥
有世界最大的医联数据共享系统，有 4800 万
张交通卡，每天 30GB 交通流量信息数据，亚
洲第二的证券交易额， 以及世界第一的货物
和集装箱吞吐量等。

“如今数据已经成为了有价值的公司资
产，它虽然还没有被列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
但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舍恩伯格认为。

峰会期间， 阿里巴巴集团安全部技术副
总裁杜跃进非常担忧个人数据不能得到有效

利用的问题。
5月 24日， 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在北京办签

证手续，过程“极其烦琐，每一次办签证手续的时
候，为什么他们总是问我这些数据，过去那么多
年，我去过哪里难道他们不知道吗？”他自己给出
了一个答案：“其实，数据都在他们可以调控的数
据库中，我什么时候上学，什么时候毕业，很多经
历和数据就在那里。”他希望数据流动起来，让数
据产生价值。

峰会期间，很多专家指出，大数据产业的核
心枢纽是数据交易，除了评估、定价外，流通起来
才能产生价值。不过，目前大多数政府、企业确实
是拥有很多数据，但仅仅限于“数据大”，而不是
大数据，也并不了解自身大数据资产的价值。

贵州银行大数据金融部总经理郇公弟指
出，在大数据背景下，如果电商包括产业企业
手里面所掌握的这些有限碎片化的数据，单
纯做金融化可能是很危险的， 但整合以后实
现资产化，这条路是很宽广的，但需要电商跟
银行、大数据企业做一个联合，让数据更好地
提炼、分析并流动起来。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王景尧也
认为， 大数据未来的发展更重要的一点是移

动大数据， 因为大数据不是把所有数据放在
一起就真的有价值。

必须用立法来规范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 在市场机制还不够
健全的时候，法律的作用就会变得更加直接。

采访中，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院长

龙卫球表示，既然要保护隐私，就要创造出更
好、更快、更具有弹性的机制，传统的办法太
单一，在现今行不通。

在 “数据开放与立法”高峰论坛上，中国
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石亚军教授说， 大数据作
为重要战略资源， 趋利避害的法宝莫过于实
施法制化数据应用， 需要在规则上用立法确
立统一标准，“立法不昌，数据就亡，大数据立
法迫在眉睫，立什么法，怎么立法等关键的问
题则要达成共识”。

他认为，共识形成的下一步，要界定好权
利主体的性质，对个人进行数据收集、开放的
同时，必须要征求数据主体的同意，以确保数
据来源的合法性。

但拥有合法性并不代表能完全规避风
险。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杨东教授表
示，个人数据进入收集程序那一刻起，就避免
不了被泄露的风险， 即使深度处理的个人数
据被怎么“安全”二次利用，风险同样会存在。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存在这样的风险
就要因噎废食。 ”杨东教授认为，为规避这种
风险，应当建立事后追责制度，建立相应的投
诉机制， 对泄露个人隐私的行为处以较高的
罚款或者是惩处。

然而， 目前个人隐私信息保护很大程度
上需要企业承担更多的责任。 阿里巴巴集团
数据安全部总监郑斌表示， 阿里集团专门成
立了一个研究隐私保护问题的小组， 由这个
小组来定义阿里集团整个隐私保护的原则、
框架和相应保护措施。

用科学击碎流言用科学击碎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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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鹏
近年来我国的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有了很

大提升，特别是以“科普中国”为统领的科普
信息化工程， 带动了一大批有志于从事科普
和科学传播的组织、机构和个人，他们通过各
种形式向广大公众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
大大激发了全社会的科学热情。 而在科普信
息化实施的过程中， 一大批优秀的科普工作
者脱颖而出，成为科普信息化的重要力量。

美国天文学会行星科学分会于前不久

宣布，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郑永春博
士获得美国天文学会行星科学分会授予的

卡尔·萨根奖，因为他“不知疲倦地向中国
大众进行行星科学方面的科普， 并向西方
世界展示中国科学”，这也是国际上对我国
科学家开展科普工作的认可。

和科技创新一样， 科学普及也需要科
学家的参与，否则科学普及就会成为“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 因为科学家是科学普
及的“第一发球员”。然而，现实情况是科学
普及工作还没有被纳入考核体系， 甚至一
些积极从事科学普及的科研人员难以获得

同行的认可。 正如某些专家所言，“科普只
能偷着搞”，“搞科普的人往往被认为是一
些不务正业的人”。

托马斯·库恩在他的 《科学革命的结构》
一书中这样认为， 科学家获得名誉和地位的
途径主要是通过科学共同体内部， 比如发表
科研论文，参加学术会议等。而那些积极参与
科学普及的科研人员往往会在科学共同体外

部，甚至是广大公众中获得更多的认同，这在
一定程度上把他们打造成了科学明星。

在另外一方面，“萨根效应”在科学共同
体内部也有一定的存在空间，即科研人员在
公众中的知名度是和他们的科研水平成反

比的。 也正因如此，积极从事科学普及的科
研人员才会感到“亚历山大”。 但是在这些科
学明星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萨根效应的无
效。 因为这些科学明星往往都是在自身的科
研领域有着一定的造诣，并建立了自己某种
程度上的学术地位，同时他们也积极地向广
大公众开展科普工作，传播着本领域前沿的
科技成果，并以其闪亮的明星效应收获了科
普的硕果。譬如，我们所熟知的史蒂芬·霍金、
理查德·道金斯、史蒂文·平克等，都是明星科
学家的典范， 他们通过自身对科普的参与，
塑造着公众理解科学、热爱科学、参与科学，
形成着有利于科学的大众文化。

5 月 30 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
院士大会、 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胜利召开， 这在我国科技发展史上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重要
讲话， 高屋建瓴地论述了科技创新与科学
普及的关系：“科技创新、 科学普及是实现
创新发展的两翼， 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
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没有全民科学素
质普遍提高， 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
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

科研与科普同等重要， 科学普及旨在
筑牢全民的科学基石， 为科技创新奠定基
础，从这一点上来说，科学普及决定着国家
的创新能力。而在科学普及的过程中，我们
需要更多的明星科学家发挥引领作用和示

范效应，拉近科学与公众和社会的距离，让
科学在大众的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同时，
我们也需要这些明星科学家把自身的学术

成就和对科普的热情结合起来， 将科学深
入浅出、寓教于乐地传播给广大公众。

大众科普呼唤明星科学家。 让更多的科
研人员成为科学普及的明星，科学才能真正
地流行起来，才能为科技创新助一臂之力。

趣 闻趣 闻
备受期待的超级英雄电影 《X 战警：天

启》近日正在各大影院火爆上映。《X 战警》系
列电影改编自漫威漫画， 片中每一个变种人
都有超能力，例如引发风暴、心电感应、控制
引力等。

但是超能力者并没有全部被漫威包办，
现实生活中同样也有超能力者， 他们所拥有
的超能力虽然没电影上的炫酷， 但也令科学
家们感到震惊和费解。

你能记住见过的每张脸吗？ 反正大多数
人肯定记不住。然而，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就能
记住之前匆匆一瞥间见到的面孔。 有时候当
需要从人群中挑选那张面孔时， 他们总能成
功办到。他们的辨别能力甚至超过电脑，堪称
“过目不忘”的面孔超忆者。

研究表明， 一般人有 20%的概率能认出
曾见过的人脸， 但超忆者认出的概率却高达
95%。 研究人员曾经用 10 年前的旧照片来测
试超忆者， 他们仍旧可以辨认出曾经见过的

那些人。而在一项测试中，超忆者能找到 50%
的名人童年时期的照片， 这个数量是普通人
平均数的 10 倍。 这对于最先进的计算机来
说，都是一项困难的任务，毕竟童年的照片与
长大成人的照片相差甚远。

超忆者的能力对科学家们来说， 是一种
真实但却神秘的天赋。据估计，有 1%至 2%的
人有超级识别能力， 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自

己有这种特殊技能。研究人员认为，超忆者的
能力更像是先天具有的，大概要在 20 多岁到
30 多岁时才会体现出来。 目前，还没有在青
少年中发现超忆者的存在。

据说， 人类基本的面部特征组合大约有
5 万亿种，远远超过现有地球人的面孔总和，
这使得每人的脸就像是独一无二被加密的代
码。

人类是辨别面孔的专家。多数研究显示，
对于面孔识别，右侧脑半球比左侧更重要。而
大脑的特定区域———梭状回 （前颞叶和枕叶
的一部分）负责这项工作，梭状回是一种高效
识别模块， 它识别脸需要的反应时间只有
170 毫秒，比我们眨眼的速度还快两倍。 右侧
梭状回主要负责识别陌生人的面孔， 左侧梭
状回主要负责识别熟悉的人 （或者常见的名

人）的面孔。 大脑先处理整张脸，接着识别具
体特征并分析表情。换句话说，就是它能评估
某个人面部特征和情绪状态， 然后准备一个
适当的反应。 但显然超忆者可以比普通人更
擅长、更好地破译人脸代码。

超忆者虽然对面部识别有超凡的能力，
但是他们也有弱点。研究发现，他们欠缺对非
自身人种的辨识能力。科学证据表明，超忆者
的确更擅长辨认自己人种的人。 所以要辨认
白人，最好是用白人超忆者；而要辨认黑人，
最好是用黑人超忆者。

另外，超忆者跟普通人一样，在实验中
看过“非人类”的物体，比如花草、家具等，很
快就会忘掉。 有些超忆者在记名字方面还存
在困难，他们似乎只记得看到的人以及人的
长相。

至于超忆者为何比其他人更能有效地进
行面部识别，有着超乎常人的能力，至今仍是
一个未解之谜。 （景双善）

你是面孔超忆者吗？

青汁虽好，
但不是神仙水！

夏天到了，有关喝什么饮料才解渴、才有
益健康的说法也多了起来。比如，最近在网上
和微信朋友圈， 就开始盛传喝青汁有神效的
说法。 与此同时，网购平台上一种叫“某某青
汁”的饮品也卖得很火爆。

文章说青汁很神奇，因为它营养丰富，富
含多种蛋白质和矿物质，所含的叶绿素、活性
酶等成分， 可以净化血液、 排解人体内的毒
素。 另外，青汁还可以调节人体的酸碱度。

要想知道青汁有没有所描述的这么神，
首先得弄清楚青汁是个啥东西。

所谓青汁， 最初指的是大麦嫩叶和小麦
嫩叶榨出的汁水，因其颜色青绿而得名。而在
今天，绿茶、甘薯、甘蓝等众多植物嫩叶榨出
的汁水，都被纳入了青汁之列。

据营养学家介绍，若论蛋白质含量，大麦
叶和小麦叶多于鸡蛋，但比大豆要少很多；要
论矿物质，大豆中所含有的钾、锌等，都比大
麦和小麦叶子中的含量高很多。 从目前可查
阅到的资料看，只有在钙的含量方面，大麦叶
和小麦叶比大豆略高一些。

血红蛋白是人体内负责运载氧的一种蛋
白质， 虽说叶绿素与人体内的血红蛋白在分
子结构上有许多相似性，但营养学家说，这并
不等于说饮用青汁后叶绿素会直接进入血
液，取代血红蛋白的功能。而叶绿素能净化血
液之说，至今也未找到科学依据。

再者， 叶绿素在人体内主要转变成脱镁
叶绿素，而人体对脱镁叶绿素的吸收率极低，
小于 5%。 而在胃肠道看来，活性酶就是蛋白
质，并且和其他食物中的蛋白质没什么区别，
都会在消化液的作用下变成氨基酸。

众所周知，膳食纤维有助于排除肠道内的
毒素。 但营养学家指出，青汁中的膳食纤维很
少，尤其是被过滤过的商品类青汁，要靠这样
的青汁来排除肠道内的毒素，实在是不靠谱。

至于酸碱度，营养专家告诉我们，如果一
个人身体健康，并且坚持正常饮食，那么不管
吃什么， 血液的酸碱度都会在 7.35～7.45 之
间；如果一个人体液酸碱度出了问题，比如酸
中毒，那就得要住院治疗了，喝再多的青汁也
无济于事。更何况，“酸性体质致病”之说本来
就是伪科学宣传，“食物有酸性碱性之分”也
是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分类。 因为科学研究
表明，我们身体的酸碱性，不是吃哪种食物可
以改变的。

不过营养学家也指出，青汁对人体还是有
不少好处的，可以作为日常饮品。上述说法只是
在证明，青汁没商家炒作的那么神，远没达到
“神仙水”的级别，切不可迷信。 （储棕荷）

近年来，大数据商业价值凸显，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挑战———如何保护个人信息的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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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首届城市经济决策研讨会暨中
国城市经济大数据研究院成立仪式在北京

举行。 与会专家认为，发展和应用好城市经
济各类大数据， 是以创新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重大民生工程， 有利于提高城市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服务效率和质量。 他们
建议，按照安全为先、保护隐私的原则，集
成城市大数据资源，构建发展决策、问题诊
断、产品研发等支持系统，拓展城市民生监
测评估、城市管理危机预警等应用。

在大数据的城市应用方面， 国家发改
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

认为，规划首先要有前瞻性，要依照现有的
数据预测未来城市的发展规模。

“我国的大数据研究才刚刚开始，各地

各种声音不断，各种宣泄不断，研究院、中心
包括交易所都在不断涌现，积极性很高。”中
国统计信息服务中心大数据研究实验室主

任江青指出，目前我国在大数据的应用和研
究上，务虚层面更多一些，“如果务虚，我们
可以考虑软实力的研究，考虑好核心竞争力
在哪里，不要只去圈地，圈了地不落地是有
问题的。 如果落地务实的话，就要从大数据
本身的节点，即采、存、用来着手研究”。

“数据放在一起，我们没有办法对垃圾
数据进行甄别、整合，应用的时候也没有针
对性。”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智慧城市基础
设施计量分技术委员会副主席、 中国城市
科学研究会智慧城市联合实验室首席科学

家万碧玉建议， 大数据机构可以从城市应

用角度，为使用者提供相应的咨询和服务。
在大数据分析方面， 中国国际经济交

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 高级经济师姜春力
也有同感：“在大数据应用过程中， 我发现
一个新问题。 举个例子，基本上每 10 年左
右就会有一次人口普查，但是普查完之后，
我们并没有对人口年龄结构、地区分布、性
别、收入水平进行很详细的分析，也就是说
我们花了大量资金整理数据， 但是公布出
来的数据价值是有限的。 ”

对此，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副
主任单志广表示， 目前我国正在从自上而
下和自下而上两个途径来推动大数据发

展。 大数据的核心技术要在 5～10 年之后
才能真正成型， 大数据对经济的影响将在
2～3 年之后呈现出显著的效果，“这意味着
我们真正摘果子至少要在 5～8 年以后，这
是很多地方领导没有意识到的， 他们希望
今年就要看到结果， 这是不符合科学发展
规律的”。 （泓然）

链 接链 接

大数据能给城市带来什么？

近年来，江苏连云港市引进一批绿色环保高新技术企业，充分利用丰富的秸秆资源，
生产防火、防潮、防虫、无甲醛的新一代秸秆板，不仅降低了秸秆焚烧量，保护了环境，而且
变废为宝，通过收购秸秆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图为工作人员将田间废弃的小麦秸秆打包回
收，运往加工厂生产无甲醛秸秆装饰板。 耿玉和 摄

秸秆变宝

据新华社电 （记者林小春）借助美国航天
局开普勒太空望远镜， 美国天文学家近日宣
布发现了迄今最大、 公转周期最长的环双星
行星。 站在这颗行星上，人们可以看到两个太
阳的奇观。

最出名的环双星行星也许是科幻电影
《星球大战》中的“塔图因”星，它绕着一个双
恒星系统运转，是天行者家族的故乡行星，其
上能同时看到两个落日的景象是电影著名场
景之一。此类行星也因此被称为“塔图因”星。
现实中，天文学家直到 ２０１１ 年才发现第一颗
环双星行星———开普勒－１６ｂ。

新发现的这颗环双星行星代号为开普
勒－１６４７ｂ，位于 ３７００ 光年外的天鹅座中，年
龄在 ４４ 亿年左右， 跟地球的年龄差不多，也
处于这个双星系统的“宜居带”内，但在其他
方面跟地球没有相似之处。

美国航天局和州立圣迭戈大学研究人
员报告说，这颗行星是一颗气态行星，无论
质量还是大小，都跟木星相似。因此，虽然它
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环双星行星，但上面应该
没有生命存在。 不过，如果这颗行星还有大
型岩石卫星的话，这些卫星倒是有可能存在
生命。

可同时看到两个落日的景象

天文学家发现又一颗环“双日”行星 本报讯 （记者黄哲雯 ）由中国农业科
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设施
植物环境工程团队”自主研发的“智能 LED
植物工厂”成果，在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
成就展上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广泛
赞誉。

记者从中国农科院获悉， 该成果依托中
国农科院农业科技创新工程和国家 “863”计
划项目研制而成，被国际普遍认为是“土地利
用和农作方式的颠覆性技术”，可大幅提高作
物产能，是 21 世纪解决人口、资源、环境问题
的重要途径。

据介绍，该技术可以对植物工厂内的温
度、湿度、光照、气流、二氧化碳浓度以及营

养液等环境要素进行实时自动监控， 不用
土、不用阳光，可实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
植物智能化生产，甚至可以在太空、荒漠、戈
壁、海岛、水面、摩天大楼等非可耕地里进行
作物生产。 与传统种植模式相比，智能 LED
植物工厂土地利用率高，操作省力，机械化
程度强，产品安全无污染，营养价值大大提
高，而且单位面积产量可达露地的几十倍甚
至上百倍。

据了解， 该研发团队历经多年协同攻
关 ，先后在植物 “光配方 ”理论与方法及其
LED 光源创制、 光-耦合节能环境控制、蔬
菜营养品质调控以及基于物联网的植物工
厂智能化管控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研发
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关键技
术，并实现了规模化应用，使我国成为继美
国、日本、荷兰等少数掌握植物工厂高技术
的国家之一。

“智能 LED”技术颠覆农作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