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评议项目 

前沿与交叉学科科研信息化发展战略研究第一次交流会  

会议纪要 

时    间：2016 年 9 月 23 日 星期五 14:30 – 18:30 

地    点：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1104 会议室 

参加人员：陈和生、陈刚、王丽萍、陈明奇、褚大伟、齐法制、程耀东、孙智

慧、刘淑珍、洪学海、班艳、柏永青、王皞、邹自明、李云龙、尚雷明、崔辰

州、于策、吴佳妍、方向东、赵文明、杨亚东、陈焕新、唐碧霞、张思思 

主持人：赵文明 

记录人员：张思思 

会议内容： 

一. 北京基因组所党委书记王丽萍欢迎信息化发展战略研究交流会在我所召

开，特别欢迎陈和生院士来所指导与交流。 

二. 此次咨询评议项目分为 8 个子课题，包含空间、天文、物理、核能、信息、

地理、基因、金属等 8 个领域，各项目组依次对本学科领域研究报告工作

的实施路线、总体思路以及进展状况进行汇报。 

1) 高能物理所将本次物理领域研究报告的关注点，集中在物理学科科研信

息化方面。主要对北京、珠三角、华中、西北等各地研究所、高校中粒

子物理、天体物理、凝聚态和核物理等多学科进行深入的调研活动。主

要调查方向涉及信息资源；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化技术和信息化人才

队伍等。作为本项目牵头单位，提议为更好理解当前信息化整体发展状



况，整体项目组（总体组+各学科组）共同前往国家级超算中心，如国

家超级计算广东中心、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及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

心，进行项目组联合讨论会，与上述单位深入探讨科学计算模式与信息

资源共享机制相关问题。 

2) 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报告旨在了解信息技术在科研信息化中的地位与

作用。目的是改善科研人员从事科研活动的环境、方法和模式，有效地

促进科研管理和科研产出整体水平和效率的提高，推动科学研究的发

展。主要聚焦于科学研究中信息获取、信息传输、信息存储、信息处理、

信息分析、信息应用等问题。应用院内外科研机构信息化情况调研、科

研信息化应用对比分析、普适问题与典型问题凝练等手段，理清科研信

息化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与需求。 

3)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由于现代地学研究是典型的数据密集型研究，

综合集成及其观测、理解、模拟和预测已经成为其基本的研究方法。所

以整个报告会侧重对新型观测技术数据的转化、处理、压缩和大量复杂

模型计算技术的获取，以及科学数据、资料共享的信息系统等方面进行

调研。主要采用线上和问卷调查方式，分阶段完成地学领域科研信息化

模式与国际数据中心调研、地球科学科研信息化发展模式分析、及数据

驱动科学研究的典型案例分析等任务，深入凝练出地学领域科研信息化

对策性建议。 

4) 金属研究所，众所周知高性能金属材料的应用水平对提升我国重大高端

装备的研发、制造水平意义重大。随着信息化进程的推进与社会经济的

发展，高性能计算应用也成为金属材料提升产品质量与强化竞争力的重

要技术手段。计划在对自有数据深入分析和调研的方式，凝练出高性能



金属材料生产测试信息化方面的需求与瓶颈。 

5)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针对信息化战略规划，拟展开详细调研空间物理、空

间天文、空间地球科学和行星科学，这四个主要空间科学分支领域。主

要从基础设施、共性环境、核心算法、数据资源方面搭建空间科学信息

化发展框架，分析各阶段侧重发展内容，形成详细的战略规划与建议报

告。通过详细研究我国空间科学领域及其科研信息化发展现状，与主要

发达国家相比较，分析我国空间科学四个主要分支领域科研信息化可能

面临的潜在问题，形成报告相关内容。 

6) 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随着国家对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迫切需求，我国

的核电行业进入大发展时期。本所拟采用线上和结合对国内科研院所、

涉核高校、核电研究院线下调研活动并行方式，旨在掌握国内科研一线

信息化需求。同样，随着为突破国际封锁，替代并超越美国洛斯阿拉莫

斯国家实验室的核计算仿真软件系统超级蒙特卡罗问世，也显示核能安

全配套软件系统开发方面调研也至关重要。本报告力求掌握国内科研一

线信息化需求充分了解国内外核能学科科研信息化发展现状与诉求。 

7) 国家天文台，天文学已经进入数据密集型时代或者说大数据时代。面对

海量天文数据在存储、计算、网络、软件、算法乃至工作模式等方面的

需求和挑战, 天文学家连同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领域的专家正努力使基于

科学数据的知识发现过程变得更加容易。本所计划从各大国内外项目的

线上及线下调研为切入点，了解国内天文学科研信息化最新进展、现状

与瓶颈。 

8) 北京基因组所，生命科学的“信息化”是指生物学信息通过采集、处理、

存储、共享，分析和解释等，综合利用生物学、计算机信息技术，而揭



示大量而复杂的生物数据所赋有的生物学奥秘。本所报告计划侧重 “生

命组学领域”与“组学与健康”方向；利用线上和针对性问卷调查表（系

统）调研的双渠道，深入生物科研信息化软硬件条件需求状况与潜在问

题。 

三. 与会人员对项目进行讨论 

1) 对机构和单位报告的线下调研，建议综合统筹，统一安排时间共同安排

调研活动；对于线上调研，应明确目标性，不建议撒网式调研，建议进

行靶向式的精准调研，保质保量。 

2) 明确本项目调研的导向和目标，聚焦学科信息化，理清涉及的内容及范

围，并最终列出层次概念图。应探寻学科信息化问题根源，明确学科工

作模式和学科未来走向，务必综合考虑各项问题后，再调整一下各自的

大纲。 

3) 关于统一提纲的问题，建议大体上应保持统一结构，同时兼顾各学科特

点，允许各学科进行内部微调。 

4) 讨论到国家级超算中心集中调研事宜，并决定在 HPC 2016 的年会中组

织分论坛。 

5) 讨论第二次交流会的时间和地点。具体时间定在 2017 年 1 月份（春节

前），会议地点待定。 

四. 北京基因组所赵文明对会议进行总结，对出席会议的各参与单位项目组负

责人表示感谢。 



附件： 

课题报告提纲 

1. 学科与学科领域信息化交叉发展趋势 

2. 学科领域科研信息化发展前沿分析 

3. 学科领域科研信息化平台成熟度分析（基础设施、数

据库、应用平台、软件等层次） 

4. 学科领域科研信息化发展的问题和瓶颈 

5. 咨询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