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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海洋 

海量异构 

 281EB in 2009 

 仍以指数级增长 

内容多样 

 半结构 

 非结构 

动态增长 



Data Explosion 

MB = 106 bytes 
a typical book in text format 

 
GB = 109  bytes 
a one hour video is about 1GB; 
data produced by a biology  
experiment in one day 

TB = 1012 bytes 
data produced in astronomy data in one night;  
US Library of Congress has 1000 TB data; 
search log of Bing is 20 TB per day 

  

PB = 1015 bytes 
Facebook uses more than 1 PB for its users’ 40 billion photos
Google processes 20 PB data per day; 
the entire written works of humankind, in all languages, amount to 50 PB; 

Big Data 



VLDB vs. Big Data 

 

Very Large 
Database（VLDB） 

 MB, 结构数据 

 以数据为对象解决其存储
和管理问题 

Big Data 

 >PB，非结构数据 

 以数据为资源解决诸领域
问题 

数据工程 

数据思维 

Data Engineering 

Data Thinking 



More data vs. better algorithms 

The Netflix challenge ($1M awarded Sep. 
22, 09) 
 A: sophisticated algorithm 
 B: simple algorithm + additional data (IMDB) 
 B gets much better results 

 
Google PageRank: 
 Rank pages by additional data: link + anchortext 

 
Overture and Google AdWords: 
 Overture ranks advertisers on their bids 
 Google ranks by bids * CTR 

 

More data beats better algorithms 
 
 



The Big Data  Makes the Scientific 
Method Obsolete 

by Chris Anderson, in 
 

                       “All models are wrong, but some 
                   are useful.”     --- George Box 
 

                       
                    
                   
                  “All models are wrong, and increasingly 

                        you can succeed without them.”  
                                        --- Peter Norvig 
 



Can you succeed without models? 

 PageRank: Rank pages without knowing 
why one page is better than another 
 

 Statistical NLP: translate languages without 
knowing the languages 

 

 Spell Checker: you can write a reasonably 
good one in 24 lines of code using big data 

 

 



Model 

• That's a silly statement, I didn't 
say it, and I disagree with it.                    
--- Peter Norvig 

 
• Having more data, and more 

ways to process it, means that 
we can develop different kinds of 
theories and models. 

 

• In the era of big data, more isn't 
just more. More is different. 

 

“All models are wrong, and increasingly you 
can succeed without them.”  --- Peter Norvig 
  

“数据思维” 



大数据管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对许多学科而言，海量数
据意味着更严峻的挑战； 

 

若能更好地组织和使用这
些数据，会有助我们将巨
大机遇变为现实。 

 

Science：数据
处理专题 



数据处理中的机遇与挑战 

针对海量海量数据管理的挑战性问
题，《科学》该刊的1700位审稿
人和评论家进行了调查。 

 大约20%人经常使用或分析的数
据集超过100GB； 

 7%的人所用的数据集超过1TB； 

 约有50%人仅在他们的实验室中
存储数据。 

这些调查充分说明了人们在抱怨
由于缺乏通用海量数据管理方法
，而阻碍了数据的存储、使用和
有效访问。 



特定领域中的大数据 

这些特定领域主要包括： 

 基因组学中的海量数据； 

 神经科学领域中的海量数据； 

 海量数据的可视化技术； 

 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数据； 

 气候数据； 

 海量生态数据； 



基因组学中的海量数 

 

• 仅在一个基因序列定序
器的数据增长速度： 

– 10M/day-->40G/day 

• 全球有20多个基因序列
研究中心，每个中心设
置多于10个基因序列定
序器。 

• 从右图可知，数据增长
速度早已超越摩尔定律 



神经科学领域中的海量数据 

 

• 人的大脑大约有800亿个神经元，150万亿个突
触。 

• 神经科学信息框架涵盖了所有神经科学的资源，
从而促进了已有知识和各种类型数据库的集成。 

• 如何对这些海量数据进行组织和时空多维挖掘，
存在很大的挑战。 

 



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数据 

•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同样
存在着海量的信息化社会
科学数据。 

• 未来的社会科学数据包括
信用卡交易、拷贝数据、
电子医疗数据等。 

• 这类数据对统计方法、隐
私保护方法以及伦理学的
研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http://www.sciencemag.org/content/331/6018/719/F1.large.jpg


Some Applications 

 



Some Applications 

 

中国人民大学舆情监控平台 



大数据管理框架 

大数据特征 

 多源异构：存在较大的异质性 

 分布广泛：分布在各个区域 

 动态增长：增长快，更新快 

 数据-模式：先有数据后有模式 

如何高效管理海量数据？ 



例：多源异构 

 

中国人民大学舆情监控平台 



 



大数据管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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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数据抽取的数据集成方法 

 

 

 

 

 

 

 

 
 

 求职领域：工作通数据集成系统 

 

 

 学术领域：计算机中文文献集成
系统C-DBLP 

 

 

 

 

 

 

 
 

 新闻领域：舆情监控系统 

数据源 数据源 数据源 

数据抽取程序 

页面 页面 页面 

本地数据库 

数据
抽取 

集成近6万作者的信息，日访问量 
6000次，半年累计访问超过100万次 

集成近100个数据源，数据 
量超过300万条 

集成5个代表性论坛，1000多新闻 
媒体，十万个网上博客 

系统成果 



计算机中文文献集成系统C-DBLP(1) 

实体: 

作者, 论文, 期刊, 会议, 研究机构, … 

关联: 

作者关系, 论文发表关系,合作者关系, 

数据抽取 

数据集成 

Advisor 

Advisor 

Advisor 

Co-Author 

Co-Author 

Author-Of 

Author-Of 

Author-Of 

Published-In 

Published-In 

Member 

Classmate 

Reference 

Published-In 

Author-Of 

关联演化 

浏览 查询 分析 
基于任务 多种形式 丰富多样 

 

隶属关系, 导师关系，参考文献关系… 

关联发现、删除、更新 

文献集成系统SearchScholar 



计算机中文文献集成系统C-DBLP(2) 

输入学者名字，可以查询出其发表的文章，参加的科研项目、研究兴
趣、科研成果分析、合作者情况等大量信息。 

 



计算机中文文献集成系统C-DBLP(4) 

文献集成系统SearchScholar 

 12个期刊(1960.01-2011.02), 1 个会议(NDBC 2000-2011), 

8万多篇论文, 6.8万多个作者 

日访问量超过5000次，累计访问超过350万次 

 

 

2010-06-25 2010-08-07 2010-09-21 2010-11-05 2010-12-20 2011-02-03 2010-03-20 

2010-07-01 



成果意义 
 

建立了一种将数据结构化管理的途
径，为解决特定领域的大数据集成
问题奠定了基础 

 

进而为大数据管理提供一种新的解
决思路 
 
 

 
 



日本海啸 



数据海洋中的海啸 

数据海啸一：Web网面海量数据 

 

数据海啸二：微博海量数据 

 

数据海啸三：移动App海量数据 

 



数据海啸：微博海量数据 



社会的数字化与数字的社会化 

社会的数字化：数据足迹（data print） 

 在数字化时代，各色人等有意无意留下的数据
足迹越来越丰富 

 数据足迹是有社会意义（social meaning）的，
蕴含着社会结构 

数字的社会化： 

 数据足迹及其结构本身就是社会结构和过程的
一个环节，不断塑造着新的社会秩序和关系 

 



数据思维：计算社会科学 
一切社会解释、监控、预测与规划都离不开对数
据足迹的收集、整理和分析 

计算社会科学方法： 

 基于特定社会需要，在特定社会理论指导下，
收集、整理和分析数据足迹，以便进行社会解
释、监控、预测与规划的过程和活动 



总结和展望 

寻找应对数据海啸的方舟…… 



总结 

 

积累数据财富应该成为我们的习惯，它
或许也会成为国力的标志 

 

研究“数据思维”的方法，或许会有意
义，是下一个十年我们面临的机遇期 



未来每18 个月产生的数据量
等于有史以来的数据量之和  

--Jim Gray 
1998图灵奖获奖演说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