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我国农林渔数据资源
总量超过2.3亿条，农林渔主题
词库累计6.8万条，农林渔术语
词库累计10万条。”近日举行的
“2019大数据智能与知识服务高
端论坛——知领系列论坛”上，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
信息研究所研究员王忠明表示，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智能时
代的到来，用数据创新、用数据
决策已成为科研创新和管理决
策的新常态、新范式。“互联网+”
代表着现代农林发展的新方向、
新趋势，也为转变农林发展方式
提供了新路径、新方法。

如何用好我国农林渔大数
据成为当前亟须深入研究的重
要问题。

大数据+人工智能：
更有价值的知识服务

论坛主办方中国工程科
技知识中心（以下简称知识中
心）由中国工程院负责实施，是
经国家批准建设的首个国家工
程科技领域公益性、开放式的资
源集成和知识服务平台。王忠
明介绍，目前，知识中心已建成
由总中心、34个分中心组成的体
系架构，积极开展工程科技领域
知识资源集成和知识服务平台
建设。农业、林业、渔业分中心
是知识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林渔专业知识服务系统
旨在全面整合国内外农林渔领
域丰富的科学数据和信息资源，
开展知识资源组织和数据挖掘
分析，为国家工程科技思想库战
略咨询、农林渔科技创新以及科
技管理决策提供知识支撑。”王
忠明介绍，目前，农林渔专业知
识服务系统提供农林渔领域的
科技文献、科学数据、统计数据、
专家、机构、科研项目、成果、专

利、标准、行业报告等10大类数
据资源，资源总量超过2.3亿条。

知识中心重点打造了农林
渔领域精品特色资源数据集120
个，包括农业草地数据、作物科学
数据、中国森林资源清查数据、荒
漠化和沙化调查数据、渔业灾害
数据、渔业质量安全数据等；优化
知识组织体系，构建了农林渔领
域基础词典系统，农林渔主题词
库累计6.8万条，农林渔术语词库
累计10万条；开发了农林渔业知
识的深度搜索、学科导航、知识链
接、大数据分析、知识图谱和可视
化分析等服务功能。

据介绍，知识中心面向行业
领域院士及其团队、专家、重大
项目等提供定向的深度知识服
务，如国内外最新科技动态、精
品文献、产业报告、专利、科学数
据等信息的动态跟踪。“目前农
林渔分中心已为23位院士、14
个重大咨询项目、295位领域专
家推送高质量信息，在决策咨询
和重大工程科技项目数据支撑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王忠明说。

王忠明强调，在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技术的驱动下，知识服务
将更加注重与用户潜在需求之
间的智能响应，将以更智慧的方
式进行知识传播和决策服务。
特别是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能
力，有望在知识服务领域引发巨
大变革，构建起全新生态，创造
出更有价值的知识服务。

森林资源大数据：
从监测到实践

林业大数据是林业产业、
生态资源监管、科研实验、生态
修复和公众健康等多种数据的
集合。“它具有海量化、多样化、
价值化、快速化、空间特征明显
等特征。”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守攻
如是说。

“我国在资源环境监测方面
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应用示范工
作。”张守攻说，这主要体现在应
用卫星遥感技术进行森林资源
调查、碳循环研究、湿地资源动
态变化监测、水土流失和荒漠化
遥感监测与评价、基于遥感的重
大工程生态效应评价等方面。

目前，大数据已经在我国森
林资源管理中得到了应用。例
如，以空天一体化对地观测数据
为基础，通过数据整合和数据挖
掘技术，将林业基础数据落实到
山头地块，实现对林业资源基本
情况全面了解，协助管理者“摸
清家底”。

在林业资源领域，高分遥感
技术用途广泛。我国已建立森林
资源遥感监测多阶抽样技术体
系；规范了遥感技术应用的技术
流程与标准；创建了遥感技术与
传统地面调查相结合的天—空—
地一体化、点—线—面多尺度的
综合监测技术体系等。目前，我
国约70%的林业卫星遥感分析数
据来源于我国自己发射的卫星。

在智能林业物联网应用方
面，基于下一代互联网、智能传
感、宽带无线、卫星导航等构建
先进技术和产品，构造天网、地
网、人网和林网一体化感知体
系，对接智慧林业平台，形成国
际领先、性价比高、具有重大实
用价值的“感知生态 智慧森林”
四网一平台大系统。

此外，林业管理部门利用北
斗应用进行林业资源清查、林地
管理与巡查等，大大降低了管理
成本，提升了工作效率。特别是
在国家森林资源普查中，北斗卫
星导航技术结合遥感等技术发
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张守攻仍然强调，目前

森林资源监测全局工作缺乏有效
的规划，导致部分重复建设；各部
门、各行业都在做监测，但数据共
享困难，信息孤岛现象严重，不能
连接起来发挥综合效应；缺乏科
学、统一的森林资源监测体系，不
同部门组织制定的检测标准之间
不协调；缺乏完善的考核体系，目
标也不够明确，导致监测效率低，
数据不够可靠。

张守攻希望，在开放共享的
基础上，推进森林资源数据整合；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制定森林资
源一体化监测技术方案；推进我
国森林资源监测研究与全球森林
资源监测研究体系的融合。

“从森林资源监测数据到大
数据分析，再到指导林业实践，
整个过程应实现实时、快速、无
缝衔接，最终实现山、水、林、田、
湖、草等海量数据的实时采集、
传输、融合、分析、知识发现并能
指导林业科学研究与生产实
践。”张守攻说。

渔业大数据：
推动深度应用

目前，我国渔业专业知识
数据资源中，有结构化数据约
100G，非结构化数据约 100T。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
仪器研究所研究员陈军介绍，渔
业数据包括渔业资源环境、渔业
质量安全、渔业统计数据等。

在渔业资源数据平台中，有
一部分被称为稀有资源，即高清
图片、水产品电商价格数据等。
目前天猫、淘宝、京东等大型平
台电商已新建水产品日度价格
数据。

同时，我国渔政管理智慧系
统已积累结构化数据约1.2T，每
年数据总量增长约5%。“智慧渔
技”水产养殖数据资源的结构化

数据约有100G，每年数据增长
30%；非结构化数据约有12T，每
年数据增长约20%。

我国渔业大数据主要用于
渔业物种资源分布评估、渔情及
渔场预测预报、渔船动态监测与
轨迹预测、水产养殖监测与评价、
渔业经济、情报与知识服务等。

最典型的应用是渔船船位
管理。“100余万艘渔船、30多万
艘海洋渔船，茫茫大海中到底怎
么管？”陈军说，目前的主要手段
有三个：基于北斗/GPS来管，该
系统已基本普及，北斗有通信功
能，GPS需要有通信系统支撑；
基于AIS来管，该系统开始在大
型渔船上普及，本身具备信息传
输能力；基于遥感来管，主要还
是用于宏观信息获取。

又如，在渔场渔情分析及预
报中，我国已开发出北太平洋鱿
鱼场信息应用服务系统，成功地
在小型渔船上建立了船基遥感
接收系统，实现了大数据量传
输、海况产品自动制作，研建了
我国远洋渔业综合数据库管理
系统，实现了范例推理的北太平
洋鱿鱼渔场渔情分析预报，准确
性超过60%。

而通过“智慧渔技”水产养
殖管理平台可以实现疾病实时
监控、技术成果热力分析、水产
品国际竞争力分析等。

陈军指出，下一步，将以数
据为核心，以大数据分析和挖掘
为主线，着力推动渔业大数据中
心建设和深度应用，如进一步完
善渔业科学数据交汇与共享制
度，加强动态实时监测与通信技
术研究，深化大数据技术在渔业
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中的应用，
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数据挖掘等
新技术的渔业应用，拓展大数据
技术在渔业管理中的应用。

（中国科学报）

食品科技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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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好我国农林渔大数据如何用好我国农林渔大数据？？

由竹纤维或玉米面等制成的
“天然”原料餐具号称健康环保，
但德国食品安全部门近日警告
说，这类餐具中含有的有害物质
可能在高温时进入食物，危害人
体健康。

德国消费者保护与食品安全
局在一份新闻公报中说，这类餐具
大多含有三聚氰胺、甲醛等成分，
在装咖啡或茶等热饮，或在微波炉
中加热时，其中的有害成分可能会
释放迁移到食物中。

公报说，对全德56种此类产
品的检测结果显示，四分之一样
品的三聚氰胺迁移量超标，11%样

品的甲醛迁移量超标。最严重的
情况下，三聚氰胺和甲醛的迁移
量分别高出限值4倍和19倍。

长期摄入三聚氰胺可能损
害生殖和泌尿系统，而甲醛不仅
会刺激皮肤和黏膜，还可能诱发
癌症。德国消费者保护与食品
安全局局长赫尔穆特?奇尔斯基
说，消费者以为他们拿着环保产
品，实际上可能把存在健康风险
的产品握在手中，“尤其让人担
忧的是，随着产品的使用次数增
加，会有更多的三聚氰胺迁移到
食品中”。

（新华网）

一些“环保”餐具
可能暗藏健康风险

近日，奥地利格拉茨环境生物技术研究
所与奥地利工业生物技术中心合作，找到一
种改善苹果存储的生态方法，为蔬菜水果储
存不用化学处理开辟了一条新路。

研究人员经过实验，找到一种用热水处
理和生物制剂结合的方法。他们将苹果短
暂浸入热水浴中，这种“热激”刺激了苹果的
自然防御机制，有效减少苹果的真菌腐烂。
虽然热水处理原理尚未完全阐明，但事实证
明可有效抑制多种真菌滋生。

格拉茨环境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加布
里勒?贝格领导的团队研究了热水处理如何
影响苹果的微生物组。实验证明，通过热水
处理，苹果的天然微生物组不变，而有害真
菌几乎被完全抑制。热水处理可使某些植

物衍生的防御代谢产物释放，这些代谢产物
可以杀死病原体而不影响与苹果相关的天
然微生物组。

参与研究的比尔吉特?瓦瑟曼说：“我们
用两种重要的变质剂感染了有机苹果，然后
用热水和我们设计的生物防治剂对其进行
处理。通过这种组合方法，我们能够完全杀
死大约60%苹果采摘后附着的病原体，并最
大程度减小感染可能。”

通过对照比较，采用热水和生物制剂组
合方法比单独使用热水处理方法，抗苹果腐
烂的效果要高出20%。显示生物防治剂对预
防霉菌具有附加保护作用，这项研究发表在
《微生物前沿》杂志上。

（科技日报）

“热水浴”能减少
苹果真菌腐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