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2022 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揭晓，其中陕西旬
邑西头遗址成功入选。西头遗
址是目前泾河流域考古发现规
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商周时期
遗址，为区域考古研究打开了
新局面；该遗址构建起区域商
周时期的年代序列，为探索周
文化起源与早期发展提供了新
基点；遗址发现西周时期大型
城址，为“豳”地历史及王畿地
区统治方式研究拓展了新路
径；西周时期大型围沟墓地及
高等级墓葬的发现，为揭示区
域人群变迁及社会演进提供了
新证据，对泾河流域聚落演进
与商周社会变迁研究具有重要
意义，也为寻找文献所记载西
周“豳师”提供了重要线索。

西头遗址位于今陕西省咸
阳市旬邑县张洪镇原底社区西
侧约1公里处的西头村，面积约
300万平方米，其中以商周时期
遗存为主体的分布面积约 200
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泾河流
域发现规模最大的商周时期聚
落之一。西头村地处泾河东岸
台塬边缘地带，距泾河约 5000
米。西头遗址的发现可以追溯
到 20 世纪。1943 年，考古专家
石璋如先生在泾河流域考古调
查时发现该遗址，当时称其为

“南头遗址”。第二次全国文物
普查将该遗址称为“上西头遗
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明
确该遗址以商周时期遗存为主
体。2017 年，西北大学等单位
对该遗址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与
初步勘探，明确了遗址分布范
围和文化内涵，将新确认的遗
址称为“西头遗址”。

2018 年至 2022 年，西北大
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
文物考古研究所、旬邑县文化
和旅游局等单位对陕西旬邑西
头遗址进行持续考古发掘工
作。经过为期五年的不懈努
力，考古人员惊喜地发现了西
周时期的大型城址，发掘面积
4750平方米，先后发掘南头、鱼
嘴坡、尖子、上庙、斜圳五个地
点。先后发现仰韶、龙山、先
周、西周、汉唐等各时期遗存，
共发掘灰坑 650 余座，墓葬 140
座，陶窑、房址、灰沟等各类遗
迹 40 余个，出土陶器、铜器、骨
器、石器千余件。此外，还发现
冶铜遗存、大面积夯土建筑基
址、大量废弃陶瓦残片和深穴
式储粮遗迹。考古人员通过对
出土文物的类型学比较，并结

合碳十四系列样品测年，建立
起了晚商至西周晚期的年代序
列，为区域文化演进提供了重
要标尺。同时依据资料，考古
人员将西头遗址年代划分为

“孙家”类型（晚商偏早）、碾子
坡文化遗存（晚商偏晚）、“混
合”遗存（商末周初）、周文化遗
存（西周中晚期）等 4 个历史阶
段。

说起发掘过程，西头遗址
项目负责人、西北大学文化遗
产学院教授豆海锋回忆道：“我
们第一次对遗址进行挖掘，发
现堆积非常丰富，从新石器时
代、先周、西周，汉唐至明清时
期都有遗存发现。当时我们
想到，这么复杂的堆积，这么
大 的 遗 址 ，应 该 会 存 在 墓
地 。”带着这个疑问 ，考古人
员结合当地老百姓反映的线
索，逐步扩大区域调查范围，
终于探寻到了揭开商周文明
的密码，“西头遗址确实存在
商周时期遗存连续分布的现
象 ，这 个 结 果 完 全 突 破 了
2017 年 之 前 所 做 的 所 有 调
查。”豆海锋说，“西周时期大
型 城 址 的 发 现 ，填 补 了 区 域
考古空白 ，为探索‘豳 ’地所
在提供了重要线索。”西头遗
址是目前泾河流域考古发现
规 模 最 大 、等 级 最 高 的 商 周
时期遗址。同时遗址发现的
西 周 大 型 城 址 、围 沟 墓 地 及
多 座 甲 字 形 大 墓 ，显 示 了 该
遗址的高等级特征。

见证西周王朝统治方略，
再现“豳”地历史图景。西头遗
址考古工作的持续深入，为距
今3000多年前人类在泾河流域
的聚落形态及周文化起源研究
增添了新的实物依据。2022
年，考古人员通过勘探，在西头
遗址西侧发现了一处面积约80
万平方米的城址，现存夯土城
墙、壕沟及道路遗迹，通过对城
址的南城墙进行局部解剖，并
结合城址内遗存判断该城的年
代为西周早中期，同时基本确
认城址北、东、南三面城墙分布
范围。“城”的发掘在考古发现
中十分少见。从西周时期泾河
流域来看，除了宁夏彭阳姚河
塬遗址，这里算是第二个城。
彭阳姚河塬地处泾河流域最上
游，偏西北处，而西头遗址更接
近王畿处。更重要的是，“城”
作为标志性遗址，能够给研究
周文化提供更清晰的方向。遗
址内东北部，发现了冶炼残炉、

铜矿石、炼渣和炉壁残块等冶
铜遗存；南头发现了深穴式储
粮遗迹，坑内出土的三足瓮中
发现有炭化粟，其结构与汉唐
时期官“仓”较为相近；建筑基
址附近所见地层及灰坑内，已
出土 2000 余件陶瓦，并有数量
较多的原始瓷和印纹硬陶。西
头遗址不仅发现了西周时期的
大型城址，而且还发现了 10 余
座 商 周 时 期 甲 字 形 大 墓 ，为

“豳”地历史及王畿地区统治方
式研究拓展了新路径，也为寻
找文献所记载的西周“豳师”提
供了重要线索。

历史文献记载，周人先祖
“国于豳”。周人居住的“豳”
地，一直是考古学界的研究热
点，争论不休，但相关史料并不
明晰。随着陕西旬邑西头遗址
发掘的不断突破，有关“豳”地
的历史秘密逐渐变得清晰起
来。黄土高原的腹地泾河流
域，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
核心区域，也是缔造周代礼制
文明的核心地域。西头遗址临
近陕西关中盆地，处于北缘地
带，周人先祖很长一段时间都在
泾河中游，也就是“豳”的区域里
面活动，这里是周人早期发展非
常重要的阶段。关于这一部分
的历史文献记载较为零星，也
是考古成果少见的阶段。此次
集中力量对西头遗址的考古调
查、发掘，也是为了回答西周人
群变迁与发展的问题，历史意
义重大。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家家

4 月 4 日，北京国家金融科技
认证中心公布了首批“多方安全
计算金融科技产品国推认证”名
单，包括蚂蚁集团两项产品在内的
首批5项产品通过了该认证。

这是国内首次对多方安全计
算金融领域应用展开认证工作，
也 是 目 前 国 内 唯 一 针 对 该 领 域
的 认 证 ，此 次 认 证 结 果 的 发布，
意味着数据要素市场的相关市场
准入标准和监管体系迎来进一步
完善。

作为隐私计算产品的重要底
层技术，多方安全计算技术能够在
保护数据隐私的同时，实现不同机
构之间数据的合法合规融合，实现
安全的多方数据查询和分析，进一
步打破各方之间的数据壁垒，连接
数据孤岛，有效实现数据价值的转
化与释放。

为数据价值而生的隐私计算

伴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
展，数据已经成为基础性关键战略
资源，同时也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
心生产要素。但是，在信息技术蓬
勃发展的同时，数据也面临着一系
列严峻的安全挑战，不仅包括公民
个人信息和隐私的安全隐患，也包
括政府和企业数据资产的泄露风
险。近年来，数据泄露事件层出不
穷，出于安全顾虑，数据价值链不
同环节之间的流动受阻，分工协作
关系脆弱，很难形成有效闭环。

大数据时代，如何在保障数据
安全的同时又不影响数据要素的
使用，是每一个数据生产者和获益
者应该考虑的事情。

1982 年，著名计算机学家、中
国科学院院士姚期智提出了经典
的“百万富翁”问题：张三和李四
都是富翁，他们想知道谁更富有，
但他们都想保护好自己的隐私，
不愿意让对方或者任何第三方知
道自己真正拥有多少财富。如何
在保护好双方隐私的情况下，计
算出谁更有钱？

在普通人看来，这几乎是一个
无解的悖论。但是姚期智就此提
出了“多方安全计算”的概念，即

“一组互不信任的参与方在需要保
护隐私信息以及没有可信第三方

的前提下进行协同计算”。
近年来，我国多部与数据安全

相关的法律法规落地实施，包括
《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
《密码法》《数据安全法》以及《民法
典》，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安全法律
体系，隐私计算为需求强烈但瓶颈
重重的数据流通提供了破局思路。

随着政策落地以及各方关注
度的提升，隐私计算已成为当下火
热的新兴技术，跻身商业和资本竞
争的热门赛道，有业界人士将 2020
年称为“隐私计算元年”。顾问咨
询 公 司 高 德 纳（Gartner）发 布 的

《2021 年重要科技战略趋势》中，也
将隐私计算列为未来几年科技发
展的九大趋势之一。

多技术融合保护数据安全

隐私计算又被形象地称为“可
用不可见”的技术。看不见数据，
却又能实现对数据的计算分析，隐
私计算是如何做到的？

蚂蚁集团隐私智能计算技术
部总经理王磊介绍，隐私计算是涵
盖众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技术，发展
初期汇聚了多种不同种类的技术，
目前主流的隐私计算技术主要分
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以多方安全计算为
代表的基于密码学的隐私计算技
术；第二类是以联邦学习为代表的
人工智能与隐私保护技术融合衍
生的技术；第三类是以可信执行环
境为代表的基于可信硬件的隐私
计算技术。

以多方安全计算为例，其主要
逻辑是在没有可靠的第三方（中
介）的情况下，各方通过事先约定
的密码学协议进行交互，完成预定
的计算任务，每个参与方无法得知
其他方输入的信息，只能得到计算
结果。

“每一类技术路线都有各自的
特点，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王
磊说，例如联邦学习适用于对性能
和规模要求较高的建模场景，多方
安全计算安全性更高，基于可信硬
件的隐私计算可以支持更复杂的
计算需求。

但是，从近年来的技术发展趋
势和行业需求来看，想要通过单一
技术“包打天下”几乎不可能，现实

需求往往需要不同的隐私计算技
术组合使用，在保证原始数据安全
和隐私性的同时，完成对数据的计
算和分析任务。

王磊说，以蚂蚁集团隐私计算
的技术路线为例，从最早基于矩阵
掩码的数据变换方案，到基于多方
安全计算和可信执行环境的两套
技术路线，再到后来的多种技术融
合路线，并催生了可信隐私计算开
源框架“隐语”和隐语开放平台。

“隐语”提供的是代码，主要面向开
发者，好比把原材料都准备齐全，
就看开发者怎么做出一桌色香味
俱全的大菜；而隐语开放平台则可
以让用户直接调用各项功能，好比
平台提供了预制菜，只要根据个人
需求简单加热调味即可。

金融领域应用最广泛

当前，隐私计算应用最广泛的
是金融行业。例如，招商银行启动
了“慧点隐私计算平台互联互通项
目”，交通银行则启动了监管沙盒
项目，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
行也不同程度的在相关业务中尝
试性地应用了隐私计算工具。

“传统的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模
式，除了调查走访外，主要是利用
本单位数据和征信系统查询用户
信息，这种方式对用户的风险判断
不够全面。”王磊表示，基于多方安
全计算的金融风控全链路解决方
案，可以调用不同机构的多个信
息渠道对潜在用户的历史记录进
行多维度计算分析，各金融机构、
信息渠道可形成征信系统联盟，
能为各方提供数据分析服务，且
数据无须离开本地，调用数据的
过程中，数据不再以明文（即数据
不加密）形式出现，而是通过安全
协议共享，任何人都无法从中窥探
到原始信息，这就是隐私计算相较
于传统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模式所
带来的重要改变。

除了金融行业，隐私计算在医
疗行业、保险理赔、政务信息等领
域也有非常大的应用空间。

例如，过去保险机构在理赔过
程中，会向医疗机构明文查询被
保险人的诊疗情况，而获得的原
始 数 据 往 往 涉 及 用 户 隐 私 。
2018 年，蚂蚁集团尝试将隐私计
算技术应用到保险理赔场景，通
过设定数据逻辑查询，利用多方
安全计算等隐私计算技术，使得
保 险 公 司 只 获 得 是 否 理 赔 的 结
果，不会获得原始数据，从而实现
数据“可用不可见”，保护理赔用
户隐私。

在医疗行业，全球抗击新冠疫
情数据共享也运用到了隐私计算，
这使各方可以在不公布详细数据
的情况下，联合其他科研人员协同
进行病例样本基因组的联合分析
并共享结果，实现了对病毒流行病
学情况的实时追踪和对未来毒株
演化的预测，成为抗击疫情的一把
利剑。

王磊表示 ，自计算机诞生以
来，数据一直是明文流通和应用，
面向数字经济时代，安全地用好数
据成为绕不过去的坎。今后，法规
政策和技术进步都将助推数据要
素告别明文流通，开启“数据密态
时代”的新征程，在数据密态时代
最有潜力的支撑性技术非隐私计
算莫属。

（据《科技日报》）

农历四月，麦穗尚青，正是北
方小麦扬花灌浆的关键时刻，而一
颗为中国小麦殚精竭虑 80 余年的
心脏却永远停止了跳动。

2022 年 5 月 8 日，中国科学院
院士、著名小麦遗传育种学家、中
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
究员庄巧生与世长辞，享年105岁。

自 1939 年投身育种，庄巧生将
近百年光阴都付与麦田。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发
来唁电：“世纪耕耘，麦香华夏。庄
户人家，麦翁千古！”中国工程院院
士万建民这样感叹：“（这）是我国
农业科技界的重大损失，同时我们
也失去了一位老前辈、好学者、好
老师。”

1916 年，庄巧生出生于福建省
闽侯县的一个贫寒农家。他勤奋
好学，1935 年考入南京私立金陵大
学农学院，所修课程几乎门门成绩
优异。23 岁大学毕业，他先来到贵
州，后又辗转多地，并赴美进修，开
启了与小麦育种的情缘。1946 年
秋，庄巧生被派到北平农事试验场
工作，这里后来成为华北农业科学
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前身）的

重要组建基础，自此，他潜心育种
半个多世纪。

小麦生长有其周期，用传统
方法在田间育成一个新种往往需
要 8 至 10 年，而一旦研究失败，则
可能十几年的光阴就浪费了，可
谓投入大见效慢且过程枯燥，但
庄巧生从没有“挪窝”。他积极探
索 改 进 育 种 方 法 ，牵 头 主 持“ 六
五”“七五”和“八五”全国小麦攻
关课题，眼光始终紧盯着的是新
中国农业生产一线的需要——数
十年间，针对华北平原的气候特
点和生产需要，他先后主持育成

“ 华 北 187”“ 北 京 8 号 ”“ 北 京 10
号”“丰抗 2 号”“丰抗 8 号”等五
批 共 20 多 个 高 产 抗 病 早 熟 冬 小
麦新品种。

细数这些新种，“北京 8 号”是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至 70 年代中期
华北平原的主栽品种之一，年最大
种植面积约 2000 万亩；“北京 10
号”曾在山西和河北广为种植；以

“丰抗 8 号”为代表的“丰抗号”系
列品种，20 世纪 80 年代在北部冬
麦区大面积推广长达十余年，年
种植面积约占当时该区小麦面积

的 40% ；近 20 年 ，他 又 指 导 育 成
“中麦 175”“中麦 895”等 10 个优质
新品种……20世纪50年代至今，他
的团队育成的小麦新品种累计推
广已达约4亿亩。

成就不只在麦田，庄巧生勤于
总结育种经验，主编（译）或参编
（译）专著十多部，对提高我国作物
育种理论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协助金善宝院士完成的《中国小
麦学》是一部融合国内外小麦科技
新进展的专著，是我国作物科学发

展历程的一个重要标志。21 世纪
初，在《中国小麦品种及其系谱》的
基础上，他主持编写《中国小麦品
种改良及系谱分析》，为新中国成
立至20世纪末小麦育种实践、技术
成就和生产发展的进程留下了历
史记载，并附录20世纪前半叶开创
小麦改良工作时的简略情况，在国
内外尚属少见。

晚年时，庄巧生曾在一篇文章
中总结自己的一生只做了这样两
件事：一是育成优良小麦品种在

生产上应用；二是编几本与小麦
或育种有关的专著，为国家科技
事业留下一些历史记录，“仅此而
已，微不足道”。

但在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
看来：“同为作物育种学家，我深
知这些工作与成果的来之不易！”
在后辈眼中，庄巧生的身上有一
种言传身教的力量。20 世纪 50 年
代，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振声曾跟
随庄巧生前往河北衡水小辛集合
作社蹲点，当时他们居住在一处
土墙、土地、窄小的茅草房中，艰
苦条件下，庄巧生带头每天将床
褥、书籍、地面和墙壁打扫得整洁
有序，他说：“一屋之不治，焉能天
下为。”时至今日，仍令李振声印
象深刻。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
研究所，他时常鼓励周围的中青
年科技人员加强中外文修养，养
成博览文献的习惯。他十分热心
帮助年轻人修改文稿，凡经他审
阅的文稿，必字斟句酌，使其准确
精练，有说服力。 1995 年，他把
获得的“何梁何利奖”奖金 10 万
港币捐献给所里，以此为基础，在

全国 16 家单位的支持下，“庄巧
生 小 麦 奖 励 基 金 ”于 2005 年 设
立，迄今已奖励了 28 名中青年科
技人才，推动了中国小麦遗传育
种事业的发展。

2018 年，已年过百岁的庄巧生
正式退休，但他始终放不下的还是
麦田。

年轻时，一位苏联专家曾告诉
他：“要跌打滚爬在麦田中，学会同
小麦对话。”这肺腑之言深深地刻
印在庄巧生的心中，成为他从事科
学试验的座右铭。每年都要下地、
看苗，成了庄巧生的生活习惯。晚
年后，他虽年事已高，仍然身体力
行，在小麦关键季节都要到试验田
间重点考察有苗头的秧苗和有望
在生产上利用的新品种。

在一次采访中，他向记者说：
“直到现在，我心里想做、该做、能
做而没有做或做好的事情实在很
多、很多，但岁数不饶人。你知道
吗？我每天最想去的地方就是麦
田！我想念麦田！”

而今，麦香泽被华夏，他的身影
终化作麦浪千重。

（据《光明日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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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头遗址的发现为西周城址的聚落功能研究提供
了重要材料，作为泾河中游发现的唯一一处西周城址，
更为探索文献所载“公刘居豳”“古公亶父迁岐”等重大
历史事件提供了重要考古学线索和佐证。城址建造规
范，功能划分明确，是研究西周城邑的典型案例，为探
寻周文化起源与发展，商周时期聚落布局、人群构成及
社会变迁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学依据。简而言
之，西头遗址的考古发现，对周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西
周王朝的统治方式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
义，是揭开商周文明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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