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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勒山、尼摩坑、卡莱巫切深谷、克拉

克山脉……这些陌生的地方并不在地球上，

它们坐落于冥王星最大的卫星——冥卫一。

但千万别因为这些地点远在太空，就随

意乱叫它们的名字。其中文叫法可是 2018年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全

国科技名词委）经过充分讨论、论证、调研后，

专门审定规范的。

对 冥 卫 一 首 批 12 处 表 面 地 貌 特 征 命

名，只是去年审定规范的大量科技名词的

一部分。科技日报记者从 22 日召开的全国

科技名词委 2019 年度常委会上获悉，2018

年全国科技名词委共组织 82 个审定分委员

会开展工作，审定公布了 10 种 33308 条规范

科技名词，其中预公布 17503 条，正式公布

15805 条。

小词语，大支撑

“科技名词的规范和统一，对于国家科技

发展和文化传承非常重要，是一项基础性、支

撑性的系统工程。”全国科技名词委主任、中国

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在会议上指出。

有学者统计，每年新增的社会语言词汇

中，有 80%来源于科技领域。科技领域用词

如果不能及时得以规范，会影响社会语言的

健康发展。

因此，是“伊博拉”病毒，还是“埃博拉”病

毒？是“PM2.5”还是“细颗粒物”？科技名词的

叫法看起来是小事，却事关重大。

“科技强国的建设需要规范化的科技名

词体系作为支撑，科技信息的传输和共享、科

技知识的协同和管理、科技成果的交流和传

播都需要以科学规范的科技名词体系为基

础。”白春礼说，数字化、云计算、大数据、人工

智能技术都离不开专业化、规范化、结构化的

科技名词。

科技名词的规范工作也事关国际话语

权。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

张伯礼在会上建议，应有意识地在高铁动车、

5G 等中国有国际话语权的科技领域，提早布

局科技名词术语的规范化工作，抢占制高点。

“中医药学的名词术语规范工作，中国目

前在世界上就处于引领地位。”张伯礼说。

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过去一年，科技名词审定工作服务国家

战略需求的能力有了较大提高。”全国科技名

词委专职副主任裴亚军在会议上介绍。

比如，由全国科技名词委、民政部地名

司、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共同参与的“天体地理

实体地名命名”工作，就是为了服务国家深空

探测需要。冥卫一首批 12个地貌特征名称是

该工作的前期成果，已在 2018 年 7 月由民政

部对外正式公布。

“passive house”的中文译法则是另一个

例子。这个舶来词语之前常被直译为“被动

房”或“被动屋”，多少有点别扭。

“为了服务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全国科技

名词委经审定后，将‘passive house’的中文名

称确定为‘超低能耗建筑’。”裴亚军说，规范后

的用法已在 2018 年 9 月召开的“2018 雄安新

区超低能耗建筑国际论坛”上率先推广使用。

除了审定和公布科技名词，全国科技名

词委在术语知识服务方面也取得不少进展。

记者了解到，全国科技名词委主办的术

语知识服务平台“术语在线”去年提供访问服

务 500 余万次，较 2017 年增长 44%。其中，海

外访客上升明显，覆盖美、日、英、俄等 120 个

国家和地区，海外流量占比 2.1%。

（科技日报北京3月24日电）

事关国家科技发展、文化传承和国际话语权

2018年，33308条科技名词得到审定规范
本报记者 刘园园

用手机摄影成了普通人的日常，可是和

专业摄影器材相比，手机经常感觉“力不从

心”，大视野、广角、远距离等等都难以 hold

住。而一部智能手机跟随“天智一号”卫星升

空，却可以在太空里给地球高清实拍。

“天智一号卫星的星上实时智能云检

测及图像质量判读（以下简称云检测）在轨

试验取得成功。”3 月 24 日，天智一号卫星

项目组团队成员、中国科学院软件所研究

员赵军锁表示，在轨试验结果显示，通过

“星上实时智能云检测及图像质量判读”软

件，即“云检测软件”，可剔除云层遮挡的无

效图像，数据下传效率提高了 72%。

高速判读，满足航天
光学遥感需要
“实际上，遥感图像往往受云层影响使

得地物被部分或全部遮挡，几乎不具备任

何可用信息或可用信息较少。”团队研究人

员表示，居高临下地收集信息，并不是想象

中的“尽收眼底”“一览无余”，清晰可用的

信息仍然需要挑拣。

挑拣需要根据图片的质量判读。为

此，天智一号团队研制了“星上实时智能

云检测及图像质量判读”软件，进行在轨

验证。

据介绍，该软件由在轨模块和地面模

块结合运算完成。星载平台上的软件通过

3 步判读并决定传递什么样的数据。在轨

模块，提供一系列显著性检测算法，在减少

数据量的同时，尽可能地保留图像的结构

信息。“软件将通过算法对原始图像进行超

分、去噪、去模糊、灰度化等预处理操作。”

研究人员表示，随后通过显著性检测提高

清晰度、最后通过特征提取、匹配、选择进

行区域筛选。这一系列的判读计算时间以

秒级计算。

“卫星的运行和数据下载如果耗费大

量时间，就难以适用实时场景。”赵军锁表

示，通过星载平台的快速判读，将大量减少

星地之间上行、下行的无效数据，并提高有

效数据的处理质量。

试验结果表明，天智一号可以在轨完

成大部分数据处理，根据成像场景自动选

择最佳的工作模式和参数，并检测和识别

图像下传地面。通过判读，遥感的照片被

“择优录取”，高质量的图片才会传到地面

基站。

可剔除云层遮挡的
无效数据
“在轨软件还能预估能源情况及光照

条件，自动设定相关参数。”针对在太空中

经常遇到的曝光差距较大的情况，软件会

在拍摄前调解，随后使用分段非线性变换

等图像处理方法对获取的图像进行在轨

处理。

而另一方面，地面模块也会给予人工

智能级别的辅助计算。“通过预训练的神经

网络模型，对筛选后下传的图像进行智能

检测、分类，按需推荐给用户。”

一位技术人员对其中的 AI 训练做了

详细解释，他说：星上实时智能云检测方法

是“天上一分钟、地上十年功”。在地面，首

先通过对多种卫星的不同传感器所获得的

遥感图像中云的空间纹理及统计特征进行

分析，建立云特征模型、利用分类学习算法

对样本进行分类训练。在轨验证期间，软

件将对空域卷积去除噪声，然后突出云的

边缘特征，接着对图像进行纹理和统计特

征提取，根据图像云覆盖率、云厚度以及云

破碎度对图像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剔除云

层遮挡的无效数据。

据介绍，在轨验证期间，天智一号完成

了“对地成像、实时云判、择优数传”的一整

套试验任务。项目组成员表示，未来云检

测可从体制和算法两个层面进行拓展和提

升，增加探测手段，增加多光谱数据，结合

光谱特征提升云检测性能；在算法层面上，

可增加星上算法自学习能力，不断优化分

类器，提升云检测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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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3日是世界气象日。当天，中国
气象局在京举行世界气象日开放活动启
动仪式，活动在全国同步展开，邀请社会
公众走进气象部门，乐享气象科普大餐。

今年世界气象日主题是“太阳、地球
和天气”，旨在凸显太阳在人们日常生活
中的重要性，呼吁关注气候变化、合理利
用气候资源。

当天，中国气象局开放气象影视大楼
展区、气象设备展示区、科技大楼展区等，
公众不仅可走进天气预报模拟演播室体
验天气播报，还可通过 VR、AR 体验台风、
暴雨等场景。

图为中国矿大附中志愿者正在讲解
固态降水传感器。本报记者 付丽丽摄

世界气象日

享科普大餐

科技日报讯（记者乔地）为给市民提供一

个美好的生活环境，郑州市城市道路绿化管理处

近日引进一种新研制的法桐飘絮抑制剂——悬

铃散，对法桐飘絮进行防治试验。这是郑州市首

次引进防治药物对法桐飘絮进行治理，与枝干嫁

接防治相比较，药物防治法桐飘絮不需要对树冠

进行大面积修剪处理，有效保护了树冠成荫。

据郑州市城市道路绿化管理处植保科张

根梅介绍，悬铃散作为一种花芽抑制剂，通过

抑制花芽分化过程，进而减少果球数量、缩小

果球直径，最终达到减少飘絮的目的。这种生

物制剂无色无味，对人体也无毒副作用，但为

了尽量减少对市民的影响，他们一般采取夜间

施工，对法桐喷洒该药剂。

郑州采用生物药剂防治法桐飘絮

科技日报讯（实习记者于紫月）3月23日，

第六届长城国际军事医学论坛在北京举行。本

届论坛以“聚焦实战、恪护生命”为主题，由中央

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联勤保障部队卫勤局、

解放军总医院主办，来自美国、俄罗斯、柬埔寨、

以色列、国际红十字会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战救

医学专家代表以及中方代表1300余人参会。

会上，解放军总医院联合有关单位开展

“战场一线救治技术与大规模伤亡事件救治”主

题培训，通过VR技术模拟战现场救治，着力提

高时效救治水平，参训学员学习止血包扎固定、

战 现 场 检 伤 分 类 与 气 道 分 级 管 理 、战 场

CABCDE救治流程等战术战伤救治关键技术。

长城国际军事医学论坛聚焦实战

科技日报讯 （侯树文 记者王春）“如果

一个物体足够重、足够小，引力会超过任何其

他力，物质会一直塌缩，形成黑洞！此时即使

光子也无法逃脱它的引力束缚。”这是广义相

对论下对黑洞的解释。一直以来，如何运用

高分辨率的望远镜观测到黑洞是天文学家思

考的科学问题。3 月 22 日，记者从上海科技

馆举行的“黑洞——时空弯曲的神秘漩涡”主

题讲座上获悉，近期被称为“黑洞视界”、运用

干涉技术的毫米波望远镜首次获得了黑洞的

图像。该观测成果的相关消息将于 4月 10日

对外公布。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研究员、副台长、

学术委员会主任袁峰在该讲座上介绍，直接

观测到黑洞相当于是给弯曲的时空拍照，需

要望远镜有很高的分辨率。如果采用毫米波

望远镜观测，根据公式测算，它的口径需要达

到“地球直径”一样的长度。如果用光学望远

镜需要达到几公里的口径，红外望远镜需要

达到 10-100 公里口径。而人类目前建造最

大的望远镜是口径只有 500 米的射电望远

镜，位于我国贵州。

那么口径达到地球直径长度的毫米波

望远镜是如何建造的呢？袁峰在讲座中解

释道，研究人员在地球的不同地方设置了

观测设施，将结果综合起来计算可以得到

相当于地球直径大小的望远镜观测结果。

据了解，此前已有科学家采用事件视界望

远镜看清了银河系中心超大黑洞视界附近

的磁场。

本次讲座是一场面向公众的科普活动。

袁峰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够唤起公众对自

然奥秘的探索热情。记者还从现场获悉，位

于上海浦东新区临港新城的上海天文馆在积

极筹建中，建成后将成为全球面积最大的天

文馆，预计于 2021年建成开放。

“口径如地球直径”的望远镜观测到了黑洞

科技日报昆明 3月 24日电 （记者赵汉
斌）中科院昆明动物所计算生物与医学生态

学课题组近日在《自然》旗下的 The ISME

Journal 发文，揭示人类肠道菌群多样性与疾

病间不一定存在相关关系。严格的统计分析

表明，只有在大约 1/3 情形菌群多样性才与

“菌群相关疾病”存在显著关系。

课题组负责人马占山研究员介绍说，人体

菌群主要分布在肠道、口腔、皮肤、呼吸道和生

殖道五大部位，但远不止如此，在泪液、精液及

乳汁等体液乃至血液和组织内也发现了菌群的

存在。菌群与宿主间通过复杂的生理生化过程

与免疫、代谢、神经中枢等相互作用，因而菌群

对宿主健康和疾病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过去

10余年间，现代医学已揭示了肥胖、II型糖尿

病、痛风、乳腺炎、结肠直肠癌等一大批“菌群相

关疾病”，但这些疾病与菌群之间可能仅仅是相

关关系，并不见得存在病因学上“因果关系”，或

者目前尚无法确定其因果关系。

课题组通过分析发现，只有大约 1/3 的

疾病与多样性关系才经得住严格的统计检

验，2/3 情形所观察到的相关性可能是疾病

之外的随机因素导致，为此提出了菌群相关

疾病“1/3效应”猜想，并指出现有的研究基础

尚不足以建立菌群多样性与疾病关系的一般

理论。而建立这样的理论，需要进一步扩展

生物多样性概念层次，并进行生态机制的研

究。此外，即使菌群多样性与疾病发生显著

相关，但仍与病因之间存在不确定关系。

马占山研究员认为，菌群多样性与疾病

关系的 1/3 猜想很可能也适用于其他生态指

标或模型，菌群生态系统可能具备相当程度

的稳定性。因此，1/3猜想的意义在于提醒人

们进行“多样性疾病关系—生态机制—疾病

病因”三步曲研究的重要性。

目前，研究团队已初步完成了对 1/3 关

系背后生态机制的研究，但病因的研究则更

加复杂，必然要依赖于免疫学、动物模型实

验、临床医学研究等学科的协作。

人体菌群多样性与疾病关系的“1/3猜想”提出

科技日报讯 （记者陆成宽）对付幽门

螺杆菌，用两种药物就能达到以前用 4 种

药物的疗效，你会采用哪一种呢？陆军军

医大学陆军特色医学中心消化内科副主任

兰春慧带领团队研究了优化二联疗法根除

幽门螺杆菌组方，首次证明与铋剂四联疗

法相当。相关成果近日发表在《美国胃肠

病杂志》上。

幽门螺杆菌是目前所知能够在人胃中

生存的主要微生物，1994 年被世界卫生组

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入一类致癌物清

单。目前，我国有约 50%以上的人有幽门

螺杆菌。感染幽门螺杆菌人群罹患胃癌的

风险极高，而治疗幽门螺杆菌是预防胃癌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传 统 治 疗 幽 门 螺 杆 菌 采 用 铋 剂 四

联疗法，但由于四联疗法使用药物种类

多、服用方法较复杂、副反应也较多，影

响 医 患 合 作 。 为 寻 找 一 种 更 简 化 的 组

方，兰春慧团队对二联疗法展开了深入

研究。

兰春慧团队以 232 名幽门螺杆菌临床

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随机对照试验。试

验组为优化二联疗法，即艾司奥美拉唑钠

肠溶片、阿莫西林两种药物；对照组为铋剂

四联疗法，即艾司奥美拉唑钠肠溶片、枸橼

酸铋钾、阿莫西林、克拉霉素 4种药物。用

13C 尿素呼气试验评估幽门螺杆菌根除

率，琼脂稀释法判断幽门螺杆菌对抗生素

的耐药。

实验结果表明，两组的根除率没有显

著差异，优化二联疗法在幽门螺杆菌初治

患者中的疗效等同于铋剂四联疗法，且副

反应更小，成本更低。兰春慧介绍，该临床

研 究 也 证 实 优 化 的 二 联 疗 法 不 受 人 体

CYP2C19 基因多态性和抗生素耐药的影

响，因此，可推荐优化二联方案用于一线经

验性治疗。

幽门螺杆菌有了优化根除疗法

（上接第一版）
1.推进国家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

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世界科技强国建设背景下，推进国家科

技治理和治理现代化更应领先一步。一是建

立部门间以及中央和地方间统筹协调的国家

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实现同步协同管理。二

是强化科技智库的第三方支持能力，建立科

学家深度参与的“专业化”决策支撑体系。三

是加快促进政府科技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充

分利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智能

辅助化的决策机制，提高科技决策的效率和

质量。

2.健全质量和价值导向的国家科技评价
制度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形势下科技

研究提出要求，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

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

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要改革科技评价制

度，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

的分类评价体系，正确评价科技创新成果的

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

化价值。

为适应新要求，建议系统研究“唯论文、

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简称“四唯”）的制

度和文化原因，系统思考影响机制和治理办

法，系统推进“四唯”与学科评估和项目评价

等联合治理，在学术共同体中强化质量和价

值导向的科技评价规范。

3.营造价值观驱动的自主科技创新文化
环境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

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创新是一

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

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

科技创新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

引导和激励，更需要植根于底层国民价值观

的自发动力驱动。挖掘和发挥我国创新的民

族禀赋，营造价值观驱动的自主科技创新文

化环境，需要多措并举。建议加强推进我国

教育改革，强化创新精神培养；牢固树立崇尚

科学、开拓创新的价值观，加强自主科技创新

文化价值观的宣传。

4.构建宏—中—微观多层科技创新激励
制度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全面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效能，着力激发创新活力。

建议从宏观要素引导与统筹、中观经费

配置与管理、微观人才培育与激励，构建一个

多层级的制度驱动的系统性激励体系。宏观

激励可以引导更多要素流向科技创新领域，

提高科技创新投资的水平；中观激励可改善

科技创新要素的使用，提高产出效率；微观激

励可调动科学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在进一步

提升效率的同时改善产出质量。

5.完善共享全球化科技创新资源的机制
与法规

在 2018 年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我国要坚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

科技创新，全方位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积

极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

建议完善科研合作和交流法规机制，制

定与规范国际科研合作办法；积极参与和牵

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完善

国家实验室为核心的国家科研平台开放合作

机制，深化推进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扫清

制约国际交流科研合作的经费管理和成果分

配中的障碍；完善创新人才引进、培养国际化

管理办法，营造良好的人才环境，建立与国际

接轨的人才机制。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
院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
理学院副教授）

（上接第一版）
IDC 统计，到 2020年，将有超过 500亿

终端与设备联网，未来超过 50%的数据需

要在网络边缘侧分析、处理与储存。

联想集团生产的计算设备已不仅仅出

现在办公室或机房，而是越来越多地部署

到生产环境中。刘征说：“部署这些计算设

备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客户获取数据，数据

可能分散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不可能

百分之百实时传输到云计算中心，可能会

需要设备在本地做出决策、判断。比如，一

辆自动驾驶汽车上可能有 300 多个传感

器，但没法把这 300 多个传感器的数据同

时发到云计算中心，然后再告诉自动驾驶

汽车应该左转还是右转。”

随着从汽车、无人机、医疗设备到机器

人领域设备连接数量不断增长，越来越多

的边缘计算设备将在室外、工厂、井下、矿

山等场景中唱主角。

如果说前 10 年云计算的发展主要靠

技术驱动，边缘计算则让这一技术理念更

符合工业互联网的实际场景。

宁宇说：“人们渐渐发现，全部集中模

式的云计算未必是最优的解决方案，那些

前端采集数据量大、即时交互要求高、业务

连续性强的业务，不允许数据脱离自己的

控制和系统的业务，集中式的云计算中心

就搞不定了，边缘计算技术作为云计算技

术的延伸和补充因此大有可为。”

宁宇表示，虽然要实现边缘计算节点

与云计算中心的互联和互动，在技术方面

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这不妨碍不同的

边缘计算玩家利用各自的优势，从不同的

起点、沿着不同的路径，在边缘计算赛道上

狂奔，以望在未来工业互联网场景中获取

新的价值。

关键技术催动工业互联网由虚向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