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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往往只闻众多调查项目轰轰烈烈

地启动，调查船奔赴各大洋考察继而凯旋，鲜

有人关心取得了多长时序的有效调查数据，

质量又如何。”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教

授级高工许建平 14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发问，“这些年国家海洋调查投入增加，

真正产生了多少有价值的数据？”

多名业内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

数据是花费数以亿计的海洋调查成果的最终

体现，合格数据更是海洋科学的生命线，没有

严格按照规范进行质量控制的数据只是一堆

无用的数字垃圾。

未建立有效的调查数
据质量审核制度

1999 年，许建平和中科院院士苏纪兰一

道，对利用各类 CTD（温盐深）仪在南海多年

调查所获得的资料质量情况进行深度剖析发

现，电子元器件老化、测量现场外界电讯号干

扰等因素，都会导致 CTD仪的测量误差。

“我希望这篇文章能引起有关人士重

视。即使像 CTD 仪这种测量精度高、技术先

进的装备，若不能‘去伪存真’，也会带来一些

错误信息，导致错误认识。这将直接影响我

国海洋调查数据在国际上的声誉，以及业内

对调查研究成果真实性的评价。”让许建平有

些遗憾的是，近年来我国海洋调查投入猛增，

但对调查数据质量却重视不够，一直没有建

立有效的调查数据质量审核制度。

通常原始调查数据是不能直接使用的，

需要专业人员进行数据处理、分析和质量控

制，在剔除错误数据，消除各类误差后才能成

为研究所需的数据资料。

但不少数据未经质量控制被直接使用。

一名从事多年海洋调查数据处理工作的业内

人士和记者分享了一个真实案例：曾有一名

学者准备在某个学术研讨会上，就某次调查

数据的“异常”进行学术讨论，经熟悉数据处

理的人士提醒与验证，才得知该“异常”源于

仪器校正系数失效。

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研究员刘保华曾

在多个场合强调，让具备海洋调查资格的“合

格人”用“合格仪器”获得“合格数据”，并在过

程中加强第三方评价。许建平则建议，探索

建立追究项目责任人或任务承担者责任的海

洋数据质量审核制度。

低“性价比”工作导致
数据质量下滑
“1958年首次全国海洋普查时，尽管仪器

设备并不先进，但老一辈科学家发扬严谨的

科学精神，获得了大批高质量的观测资料。”

许建平告诉记者，上世纪 80年代后期，在国际

合作项目“热带西太平洋海气相互作用研究”

中，我国科研人员对测量仪器获取的资料进

行严格质量控制，获得国际同行认可。

如今，我国海洋调查已从近海、河口走向

深海大洋，大批高精度调查仪器投入使用，然

而活跃在我国海洋调查一线的多是在读研究

生或工作经验不足的年轻人，他们相对缺乏

海上调查技术及数据处理经验。项目负责人

忙于申请项目、发表论文等彰显个人业绩的

工作，对数据质量问题重视不够。调查数据

质量下滑已是业界公开的秘密。

在业内看来，对调查数据进行整理和

质量控制分析是一项不能省略的基础性工

作。不争的事实是，尽管处理了海量数据，

但据此撰写的论文很难发表在较高级别期

刊上，难以获得科研绩效和业绩认可。在

现 有 评 价 体 系 下 ，海 洋 科 研 分 工 被 打 乱

了。这也是涉海高校和科研院所普遍存在

的现象。

“作为‘原料’的调查数据不经过处理和

质量控制分析变不成合格‘零件’，科学家们

使用不合格‘零件’组建的‘产品’也可能‘假

冒伪劣’。”上述专业人士告诉记者，目前我国

一些期刊对论文中使用的数据资料并没有检

验通道，致使“科学”论文不科学，“虚假结论”

呈上升趋势。由于海洋调查数据共享程度

低，多数情况下其他研究者无法获取论文中

所使用的数据，结论是否客观真实很难在短

期内被验证评估。

灰色地带游走的管理
尴尬阻碍数据质量提升

无论纵向还是横向对比，在数据共享方

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试点资助的“共

享航次计划”已有不小进步。但相关人士表

示，受限于数据安全保密这道红线，目前仍不

尽如人意。这也是困扰行业的通病：资料中

哪些涉密、哪些不涉密，游走在黑白之间的灰

色地带，这使得数据管理并非易事。

“这个门槛的设定涉及国家利益和安全，但

并非源于海洋调查数据的特有属性，门槛高低

说到底是一个尺度问题。”多名业内人士表示，

从历史上来看，这个尺度也并非一成不变。但

如今“数据保密和安全”常常成为拒绝数据共享

的挡箭牌、劣质“零件”和低档次组装“产品”的

遮羞布，并不利于提升海洋调查数据质量。

2015年，国家海洋局有关人士在接受科技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正在征求各方意见，有

意给不那么敏感的海洋环境资料松绑，面向社

会开放。但截至记者发稿时，条例仍未出台。

相关人士呼吁尽快出台海洋调查数据管

理相关条例。此外，应建立学术期刊“论文引

用数据库”，即论文被接收时，作者应将使用

的数据资料一并打包提交，这样既方便溯源

查询，解决“虚假”结论难以识别的难题，又可

以将数据作为资源积累、共享。

（科技日报北京1月14日电）

看似轰轰烈烈，专家质疑——

海洋调查到底能产生多少有价值的数据
本报记者 陈 瑜

1 月 12 日至 14 日，中国冷
冻食品展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
览中心（新馆）举行。展览展示了
各类冰淇淋、速冻食品、冷冻食
品、低温冷藏食品等相关产品、设
备和新技术。

图为参展商展示的新型智能
冰淇淋售卖机。该机具有支持移
动支付、24 小时运营、面对终端
客户、随时远程监控等特点，吸引
了众多观众。

本报记者 洪星摄

智能售卖机
来根冰淇淋

最近关于“张衡地动仪”真伪的讨论又

在网络上热起来。

张衡地动仪在历史上真的存在吗？它

能预报地震还是监测地震呢？我们看到的

张衡地动仪是真的还是假的？

实际上，每过一年半载的，类似的讨论

总要在网络上“卷土重来”。支持者们从不

同角度寻找历史依据，以求为“张衡地动

仪”的历史正本清源——《后汉书》的记载

被认为是铁证；反对者则坚信，地动仪是历

史杜撰，经不起推敲。

张衡地动仪是真是假？

《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尝一龙机发

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

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史

书上的简短记载后来演变为流传甚广的

故事——东汉时期，地震灾害频繁，太史令

张衡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试验探究，于公元

132 年创造了地动仪，成功监测到了包括

陇西大地震在内的多次地震。

一千多年前，张衡是否有能力造出如

此高科技的地动仪？检验地动仪神奇的

“陇西地震”是否属实？一直以来，各方学

者争议很大。

质疑者认为张衡地动仪在原理上根本

就不可能实现，有的甚至认为它根本就不

存在。这其中尤以奥地利人雷立柏最为尖

锐，他曾撰写《张衡：宗教与科学》，认为中

国人对张衡地动仪的情绪是一种宗教式的

崇拜，在他看来，地动仪失传了，就说明它

不科学、无实用性，没有不失传的道理。

但更多学者相信地动仪真的存在过，

因为“如果明确记载的历史都不相信的话，

一切历史都会变得虚无”。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师陈天嘉

博士认为，张衡地动仪是存在的，而且具有

地震监测的功能，但复原工作暂时还没能

完成。

地动仪长啥样？你
看到的那个是“假货”

大家关于张衡地动仪的直观印象大多

来自于课本中一张形似酒樽，外侧有龙珠、

蟾蜍的图片，实际上这个在历史教科书中

和科技馆里频繁亮相的地动仪，只是 20世

纪 50 年代一位叫王振铎的老先生制作的

复原模型。由于存在原理性错误，这个复

原模型并不能真正进行地震监测。

“以精铜铸成，员径八尺，合盖隆起，形

似酒樽，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

柱……”是《后汉书》中关于地动仪的全部

描述。后世的所有研究都是建立在这段文

字的基础上。多少年来，学界对于这段记

载逐字逐句都进行深入分析，仅其中“都

柱”的理解，就产生了“立柱”“倒立摆”“悬

垂摆”等多种。

陈天嘉表示，一直以来关于张衡地动

仪的研究不少，复原工作也一直在做，但因

为古文记载太简略，后人的复原工作面临

很多挑战，人们对于地动仪的争论也很多。

复原工作进行中，
100%复原无法实现

1800 年前的地动仪什么样？不仅是

我们好奇，我们的前辈也很好奇。从 100

多年前开始，对地动仪的研究和复原就开

始了。

近代地震学奠基者、英国人米尔恩，曾

经用立柱做过实验。但实验中立柱在受到

轻微的震动后就会向四面乱倒，根本不能

指 示 地 动 方 向 ，后 来 他 提 出“ 悬 垂 摆 理

论”。1936 年，燕京大学研究生院历史专

业的学生王振铎画出了第一套自己复原的

地动仪模型图稿，并在 1951 年根据“直立

杆”模型的工作原理进行推断，做出了张衡

地动仪的展览模型，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

馆。这一模型广为流传，但其真实性和工

作原理一直受国内外科学家质疑。

20 世纪初，地球物理所研究员冯锐和

他的课题组做了大量研究并做出复原模

型，但学界对这一版本的模型同样存在质

疑，认为其关键之处与原始文献记载不能

密合。陈天嘉表示，100%还原难度比较

大，目前确实没能实现完全的复原。

最近一些年，尽管民众对地动仪的关

注热度不减，但学界对张衡地动仪的关注

热度有所减弱。对许多网友期盼的“复原

地震仪实现地震监测和预报”，学界并不看

好。在陈天嘉看来，科学界对张衡地动仪

的研究和复原，历史意义多过现实意义。

（科技日报北京1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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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崔爽）1 月 12 日，第

十四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在京颁发。

河海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沛芳、四川

农业大学玉米研究所研究员卢艳丽、南京

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朱艳、中国医学科学

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研究员许琪、北京大学

第一医院教授杨莉、武汉大学数学与统计

学院教授吴晓群、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

究所研究员沈俊、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教授张研、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副教授陶

晓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

究员潘秀莲等 10 人获此殊荣。哈尔滨工业

大学（深圳）博士张楠、北京大学博士后林

丽利、香港科技大学博士后周熙文、北京大

学博士后黄芊芊等 4 人入选未来女科学家

计划。

据评审委员会主任韦钰院士介绍，本届

10 名获奖者是从 230 名候选人中评选产生

的，平均年龄 40岁，最小的 34岁。

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由全国妇联、中国

科协、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和

欧莱雅中国于 2004 年联合设立，每年评选 10

位在基础科学领域和生命科学领域取得重大

科技成果的、45 岁以下的优秀青年女科学

家。未来女科学家计划由中国科协于 2015年

设立，每年评选 5 名处于博士及博士后阶段

的女性科研人员。

作为唯一面向女性科技工作者的全国性

奖项，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力求以榜样的力

量激励青年女性投身科学。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怀进鹏表示，我国女

性科技工作者还存在“高位缺席”现象，即在

高层次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队伍中，越往象

牙塔的顶端，女性越少。“女性科技工作者的

数量是一个国家发达和文明程度的标志之

一。”怀进鹏强调。

第十四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揭晓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大庆）我国科学家近

日在液态金属研究领域又获新进展。清华大

学教授刘静研究组联合中科院理化技术所，发

现了一种基于多孔液态金属（镓铟合金）的普

适性柔性材料——PLUS材料。这种材料在极

限情况下可快速膨胀至原体积的 7倍以上，膨

胀后甚至可携带重物漂浮于水面。相关论文

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材料视野》上。

刘静研究组通过在液态金属内部加载铁

纳米颗粒并引入化学反应机制，可快速制造出

柔性多孔金属材料，其孔径大小可灵活调控，

且体积膨胀后还可再度迅速恢复成液体状态，

经加热能够多次重复膨胀。这些特性为制造

新型水下可变形机器、柔性机械臂、外骨骼以

及发展柔性智能机器人技术打开了新的思路。

实验表明，在加热条件下，PLUS 材料可

在内部迅速形成孔隙结构，在几分钟内即可

膨胀至原先体积的数倍，甚至能将重物携带

至溶液表面。在此过程中，PLUS材料由液体

逐渐变为膏状物，经氢氧化钠溶液处理并烘

干后，可得到异常坚硬的多孔金属材料。如

果在此固体材料上再次添加盐酸并搅拌，可

使其重新恢复至液态。这种液固转换过程可

重复 100次以上。

新材料可快速膨胀固化也可再次恢复液态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建高 通讯员王宁
高倩 刘苗）1 月 13 日，记者从青岛海洋科学

与技术国家实验室 2017 年学术年会上获悉，

该所乔方利研究员带领团队，经过十余年科

技攻关，发展了一套适用于台风科学研究与

实际预报的中尺度区域海气耦合模式。这一

模式对于台风特别是强台风能显著提高台风

强度的预报水平。

随着对台风科学认知水平以及监测能

力的提升，国际上台风（大西洋称为飓风）

业务预报能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台风路

径的预报误差呈现逐年减小趋势,而台风

强度预报过去几十年几乎没有任何科学进

展，表现在对强台风预报偏弱，而对弱台风

预报偏强。

海洋作为孕育台风的温床，为台风的生

成和发展提供主要能量来源，造成台风强度

预报技巧一直没有改进的原因是人们缺乏海

洋与大气界面精细物理过程的科学认知。乔

方利研究员带领团队在湍流这一国际难点问

题上取得突破，发现波浪破碎产生的飞沫可

以大幅度增加海洋与大气之间热量通量，从

而使得预报的台风变强；而波浪产生的湍流

混合以及降雨过程则可通过降低海表温度减

少海气热通量，使得预报的台风变弱。以上

各种物理过程的共同作用可以大幅度减少台

风强度的预报偏差。

台风强度预报偏差国际难题突破

成果展示台

科技日报讯（杜英 邸金）1月 13日上午，

“祁连山研究院”揭牌仪式暨祁连山生态环境

保护管理与可持续发展高端论坛在兰州大学

举行。

研究院由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姚

檀栋院士任名誉院长，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

院勾晓华教授任院长，研究院挂靠兰州大

学，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高校和科研院所

共建。

研究院将聚焦水、生态、人类活动，重点

开展祁连山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研

究，进行祁连山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第

三方监测评估，举办祁连山保护与发展高端

论坛，发布祁连山地区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

发展白皮书等。

研究院将形成祁连山森林生态系统保

护、退化草地修复治理、国土资源合理利用等

自然生态资源系统保护和土地综合整治方

案，提出祁连山地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

济体系和以观光旅游、生态农牧业、节能环保

等为主的生态产业体系，产出一批在国内外

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专题研究报告、调研报告

和政策咨询报告，促进当地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祁连山研究院

在兰大成立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14日电 （记者陈
瑜）国家海洋局海警2901、2146船14日继续

在东海事故海域开展搜救与监视监测。经

现场监测，14日10时许，“桑吉”轮船体爆燃

后大范围起火并伴有大量黑色浓烟，火焰

高度达200米以上，船体开始下沉。15时许

船体整体没入水中，沉没点水深约115米。

因船体爆燃，大量油污在周边海面燃烧，

生态环境受到一定影响。国家海洋局相关人

士表示，将进一步加强空—海立体监视监测，

扩大监测范围，并针对沉船溢油开展监视监

测，及时掌握溢油分布、漂移扩散状况，有效做

好事发海域生态环境状况影响评估。

1 月 6 日 20 时许，巴拿马籍油船“桑

吉”轮与中国香港籍散货船“长峰水晶”轮

在长江口以东约 160 海里处发生碰撞，导

致“桑吉”轮全船失火。

据央视新闻报道，截至 14 日，船上 32

人中，救助人员发现 2 具遇难船员遗体并

带回，其余 30人失联。

“桑吉”轮在东海突发爆燃沉没

科技日报四川广安1月14日电（记者

雍黎）13日，全国首个“机器人助力留守儿童

健康成长”精准教育扶贫标准化示范点落户

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市龙庙村等四个村落的

留守儿童领到了首批捐赠的机器人。

在广安市兴平场镇龙孔村，十几名留

守儿童看到机器人“小宝”的到来开心得不

得了。看着机器人在与自己的对话下能唱

歌、跳舞、照相、回答数学题，又惊讶又欣

喜。龙孔村村委会主任邓明海介绍，这个

机器人将放在村活动中心，供孩子们随时

前来互动交流学习。

“全国机器人助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精准教育扶贫标准化示范点”项目是在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扶贫办的指导下开展

的。中国标盟机构总顾问、标准化高级研

究员黄永衡介绍，留守儿童这个群体教育

不好就会形成情感缺失、心理失衡、智力低

下、观念偏差的突出社会问题。如何通过

优质的教育资源弥补留守儿童身边环境的

不足，他们觉得利用现在蓬勃发展的互联

网和人工智能行业，通过机器人智能化教

育，建立一个“远程化、场景化、程序化、交互

式”的留守儿童智能化教学模式非常适合。

对此，从2017年3月开始，项目组深入广

安数个扶贫试点村进行留守儿童摸底调查，

建立了留守儿童失教大数据库。联手全国教

育机器人研发单位、北师大的专家团队、邓小

平城乡发展学院，开发了适合我国留守儿童

教学和智能开发的智能化软件及机器人教学

课程，建立起了“机器人助力留守儿童健康成

长精准教育扶贫标准化体系”。

村里来了机器人 留守儿童享受智能化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