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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在复杂应用中的科学与技术专刊

编者按

人类社会正经历社会信息化发展阶段, 中国提出了信息社会发展 “互联网 +” 的总体系统发展模

式对应国际流行的 IoT (Internet of Things)模式,其更为广泛开放,避免了 “Things”词义只为 “物体”,

IoT 只为 “物联网” 的狭义限制. “互联网 +” 模式提出后, 得到了科技界的广泛认同和热烈响应! 在信

息科学技术广泛领域, 基础原理的发现与新技术的发明联系应用, 促进了社会进化发展各分支领域的

澎湃发展. 为了促进科技界互相交流, 达到相互激励共同发展的目的,《中国科学: 信息科学》组织了

中国科学院信息技术科学部四位科学家研究团队, 就前沿研究内容及阶段性中间成绩编撰 “信息系统

在复杂应用中的科学与技术专刊”, 专刊论文次序按文章内容特征排序规则进行.

北京理工大学信息与电子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联合组成王越院士牵头的科研团队, 研究发现,

现实信息化社会发展中, 多种信息系统运行在开放复杂巨系统的社会极端复杂矛盾发展进程中, 即具

体表现为时空域强约束动态对抗环境中, 应加强关注系统 “自组织” 与 “他组织 (人主导)” 的辩证关

系. 当处在上述严峻挑战对抗强约束动态变化环境下, 固化系统自组织机理机能不能满足服务功能要

求而导致服务功能失效或失败 (系统服务活性消失). 针对这种重要情况, 产生了耗散自组织理论在应

用层延伸的 “系统多活性代理方法”. 方法将系统/分系统视作服务机理机能, 可根据服务功能需要而

调整改变的、具有服务功能活性的代理简称 “活性代理”, 并将依此方法构成的系统称为 “多活性代理

系统”. “系统耗散自组织理论应用层延拓 —— 多活性代理方法应用实例分析” 一文主要介绍理论概

述、构造核心思路以及扼要分析系统构建、架构调整、单代理调整和增强管控代理能力四种应用模式.

“基于多活性代理的高性能人工系统总体设计方法研究”、“基于多活性代理的人工系统架构调整方法”

两篇文章分别选择 “多活性代理方法用于重要新型人工系统研发构建” 模式、“调整多活性代理系统

架构, 质变性提升系统服务能力” 模式进行展开, 以对空末端防御系统及 P2V-7 侦察机入侵防空系统

为实例, 定性分析结合定量建模, 对应用模式加以验证说明.

西安交通大学徐宗本院士团队由西安交通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部、数学与统计学院教师和科研人

员所组成, 针对大数据重要应用所涉及的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聚类方法, 由于簇结构假设限制导致对

不符合 “假定” 的数据集 (尤其大型高维数据) 上效果较差的情况, 团队依最大平均熵率的概念设计了

基于图的关联算法, 实现了关联聚类对大数据的限制, 提出的新方法、新处理流程等用一篇学术论文

表达.另针对群智感知系统对高维感知数据的发布和分析为人类带来巨大数据价值的同时也给参与者

隐私带来极大隐患 (内含多种影响因素)的现实情况,团队研究提出 “基于 Bayes网络的高维感知数据

本地隐私保护发布” 机制, 实现用户端的本地数据保护, 杜绝了其他方直接访问用户原始数据的可能,

根本上保护了用户的数据隐私, 并通过大量仿真实验检验该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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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电子学研究所、微波成像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大学等科研人员组成吴一

戎院士科研团队, 在具重要应用性的深度学习雷达图像目标识别、深度神经网络的 SAR 建筑目标三

维重建方法两个研究获得新方法、新成效,用两篇学术论文加以论述,论文论述内容可供读者研究参考.

西安交通大学管晓宏院士科研团队马小博、彭嘉豪与香港理工大学薛磊合作的 “5G 时代车联网

信息物理融合系统综合安全研究” 一文, 针对近年来交通工具运行中发生的一系列重特大灾难事故中

暴露出的安全防范与应急处置机制严重缺失情况, 以通信 5G 时代先进技术为基础, 提出了基于事件

的交通工具运行信息物理融合安全治理框架. 面对其中存在的关键复杂性难题, 通过运用 “泛在智能

感知”、“云 – 边缘计算” 等技术, 从交通工具运行中的物理设备安全、车辆状态安全、运行环境安全、

网络安全四个维度,构建一体化交通工具运行智能安全应对方案,服务于 “事前全时预判、事中即时报

警、事后回放取证”的安全目标.其研究成果形成一篇研究论文在本专刊发表,供相关科技界研究探讨

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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