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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学研究所用的方法是逻辑推理和实验，逻辑推理依靠数学，实验依靠观测。
在计算机出现后，科学研究开始使用计算机技术，使得科学研究增加了计算的方法。
在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中，遇到了大量的计算问题，这些计算是手工无法完成的，因此计算机的大规
模计算能力在科学计算方面获得了很好的应用，并逐渐成为一种科学研究的新方法，相继出现了计算
数学、计算物理、计算化学、计算生物学，等等，并且计算生物学已经成为现代生物学研究的核心方
法之一。
后来，科学研究的对象也信息化了，变成了计算机中的数据，最典型的是生命科学领域中基因的信息
化，形成由ACGT这4个字母组成的DNA序列数据，研究对象变成了DNA序列数据，出现了生物信息
学。
同样的状况也出现在其他研究领域，于是有了脑信息学、地理信息学、行为信息学、社会信息学、经
济信息学、历史信息学，等等。
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进程，自然界中的事物以数据的形式存储到计算机系统中，即信息化是
一个生产数据的过程。
这些数据是自然和生命的一种表示形式，这记录了人类的行为，包括工作、生活和社会发展。
数据被快速大量地生产并存储到计算机系统中，这种现象称为数据爆炸，数据爆炸在计算机系统中形
成数据自然界。
目前，数据爆炸还在进行中，人类还不能清晰地描述数据自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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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据学》介绍了数据学的由来、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包括：数据大爆炸、数据自然界、数据
学基础：介绍了数据学的主要方法，包括：数据勘探、数据获取与整合、数据挖掘、数据实验；还介
绍了数据学的应用和数据学面临的挑战。
　　《数据学》主要作为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参考书，试图向科学工作者展示一种新的科学，并且能够
利用这种新的科学为当前的科学研究工作服务。
《数据学》基本以较为通俗化的语言来表达数据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技术，希望对各领域的科学家
，包括行为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能够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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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信息化的本质是将现实世界中的事物以数据的形式存储到计算机系统中，即信息化是一个生产
数据的过程。
这些数据是自然和生命的一种表示形式，这些数据还记录了人类的行为，包括工作、生活和社会发展
。
今天，数据被快速大量地生产并存储在计算机系统中，这种现象称为数据爆炸（data explosion）。
数据爆炸在计算机系统中形成数据自然界（data nature）。
研究数据自然界是研究自然界（real nature）的一种有效方法，例如：可以通过研究数据来研究生命（
生物信息学）、研究人类行为（行为信息学）。
数据学（dataology）或数据科学（data science）是探索数据自然界奥秘的理论、方法和技术。
本章介绍了数据爆炸、数据自然界和数据学的基本概念，并给出了数据学的定义及其基本框架。
计算机系统中存放的是数据，“数据”的含义很广，不仅指工011、8084.这样一些数字，还指
“dataology”、“小舟扬帆出海”、“11／11／11”等符号、字符、日期形式的数据。
确切地说，本书讨论的数据是指能够输入到计算机中的任何东西，如：数字、字符、声音、图像、照
片，等等，并且处理数据的计算机程序本身也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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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据学》主要内容简介：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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