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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背景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应用现状与发展对策

陈Ǔ东
宁夏医科大学网络信息中心Ǔ宁夏Ǔ银川Ǔ750004

摘Ȟ要：在大数据背景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当前，计算机安全性、系统构

架及工作人员专业水平成为制约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为提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应用效能，需从加强信息安全防护、

推动技术更新与人才培养、深化行业融合与创新发展等方面入手。通过综合施策，可以有效提升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

竞争力，为大数据时代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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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数据已成为推动经济

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作为大数据处

理的核心支撑，其应用现状与发展趋势备受关注。然

而，在大数据背景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也面临着诸多

挑战，如安全性问题、系统构架不完善等。因此，探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在大数据背景下的应用现状与发展对

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价值。

1��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概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宛如一座宏伟且充满创新活力的

科技大厦，全方位地深入探究计算机系统、软件以及广

泛多元的应用领域，源源不断地为现代社会的变革输送

强劲动力。在计算机硬件与操作系统的维度，恰似拆解

精密机械钟表般，钻研处理器高效运算的“芯”奥秘、

存储器海量存储的架构巧思、输入输出设备无缝衔接人

机交互的精妙设计，而操作系统恰似智慧管家，巧妙统

筹调度硬件资源，确保各部件协同运作，稳定高效，聚

焦计算机网络，这是一张无形却四通八达的“信息高速

路网”。从网络协议制定规范“交通规则”，保障数据

分组精准投递、有序传输；到多样的网络拓扑结构搭建

起信息交互的框架蓝图，或星型、或总线型布局各显神

通；再至筑牢网络安全“防火墙”，抵御外部非法入

侵，捍卫信息流通安全，以此成就计算机间无碍互联、

信息畅行无阻的盛景。数据结构与算法，堪称计算机世

界的基石与“魔法公式”。精心设计数据组织形式，如

同整理杂乱书架，以适配不同应用场景；高效算法则似

解题捷径，于海量数据迷宫中精准寻优，大幅削减运算

复杂度，是提升系统响应、攻克棘手难题的利刃。软件

工程恰似工厂流水线，严守需求分析、系统设计、编码

测试等流程关卡，用规范化、工程化手段雕琢软件精

品，为软件产业注入高效与优质基因。人工智能领域更

是追逐人类智慧之光，借由知识表示勾勒认知轮廓，推

理演绎模拟思维路径，机器学习挖掘数据富矿、迭代升

级，自然语言处理打破人机交流壁垒，解锁复杂决策与

智能交互的无限可能。

2��大数据背景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应用现状

2.1  计算机安全性急需提高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计算机科学技术宛如一座宏伟

的摩天大厦，构建起现代社会高效运转的根基，然而，

其稳固矗立却极度依赖网络这片“广袤天地”作为坚实

支撑。网络环境恰似一片无垠的信息海洋，各类资讯潮

起潮落、纵横交错，在赋予人类触手可及的便捷，能于

瞬息间跨越时空、联通万物的同时，也潜藏着重重暗礁

与汹涌暗流，暗藏无尽风险。聚焦我国医院信息管理这

一关键领域，诸多棘手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清晰可辨。

当下，数量可观的医院其计算机管理体系，恰似一座座

遗世独立的“信息城堡”，被时代的网络浪潮拍打着四

周城墙，却始终未能全方位、无隔阂地融入那信息奔涌

的澎湃浪潮里。究其根源，在于各系统间的衔接状态差

强人意，既缺乏高瞻远瞩的科学规划，又缺失丝丝入扣

的合理统筹，联系松散、配合生疏。这般情形下，信息

交互的核心环节脆弱得如同朽木搭建，满是漏洞破绽，

仿若在不经意间为居心叵测、狡黠难缠的病毒悄然预留

了一道隐秘“暗门”。病毒瞅准时机长驱直入，在计算

机系统里张牙舞爪、肆意妄为，肆意篡改病历详情、损

毁检查数据等宝贵信息，让关乎患者生命安危、诊疗有

序推进的关键资讯错漏百出，准确性与完整性荡然无

存，直接导致医疗工作陷入混乱，正常开展举步维艰。

计算机科技作为高精尖领域的璀璨明珠，凭借其卓越性

能与强大功能造福四方，可一旦存在技术漏洞，就如同

坚甲上的细微裂缝，极易被不法分子敏锐捕捉、恶意利

用。他们借此突破防线，窃取机密、操控系统，对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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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企业财富乃至国家关键信息安全发起猛攻，让民

众辛苦积攒的财产付之东流，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危

及社会稳定根基[1]。

2.2  计算机的系统构架仍不够完善
在全球科技的竞技赛道上，与诸多发达国家并肩审

视，我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应用征程，宛如一艘扬帆

不久的航船，正航行于波涛起伏的探索之海，尚处在

发展与摸索的初级阶段，诸多短板与欠缺清晰浮现于前

行的航道之上。当下，从繁华都市的写字楼到宁静乡村

的田野间，从热火朝天的工厂车间到充满书香的校园角

落，计算机应用如细密的织网，全方位嵌入工作、生活

的纹理之中，触角延伸至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然而，

正是这般广泛的涉猎，滋生出了独特的发展态势。不同

领域仿若风格迥异的“科技生态部落”，对计算机技术

有着截然不同的需求与接纳节奏，有的聚焦金融风控，

倚重数据算法筑牢安全防线；有的发力医疗影像，借算

力解读人体奥秘，发展速度快慢有别、方向侧重各有千

秋，多元且分散。而在各领域内部，计算机技术又呈现

高度集聚之态，围绕核心业务需求深挖细作，像电商领

域围绕交易流程、物流配送构建起精密高效的数字化运

营体系，制造业围绕生产自动化打造智能管控链条，局

部成果斐然，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技术小宇宙”。

但遗憾的是，在全力雕琢这些“局部精品”时，却容易

顾此失彼，忽视了计算机科学技术宏观层面、大方向上

完整体系架构的搭建。长此以往，犹如拼图缺失关键板

块，会让计算机发展陷入失衡，根基不稳，难以实现全

方位、深层次的跨越，无法释放其全部潜能，桎梏迈向

卓越的步伐。

2.3  工作人员专业水平较低
近年来，在科技强国战略的驱动下，我国以前所未

有的力度锚定计算机科学技术领域，持续注入海量资

源，从前沿科研项目的重金扶持，到高校专业院系的蓬

勃建设，再到产业园区的拔地而起，一系列举措宛如强

大引擎，推动该领域一路高歌猛进，引得从业大军随之

扩容，人才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置身于高新技术前沿

的计算机领域，恰似闯入一片高精尖的“科技丛林”，

对从业者有着严苛“准入门槛”。一名合格的计算机工

作者，犹如一位全能的“科技侠客”，实操技能与理论

知识如同其手中双刀，缺一不可。精湛的实操，能在代

码编写中“手起刀落”，高效搭建复杂程序架构、精准

调试运维系统；深厚的理论知识，则似内功心法，从计

算机底层逻辑、算法原理到前沿架构理念，渊博储备方

能支撑技术创新与难题攻克。更为棘手的是，计算机科

技仿若一列高速飞驰的“创新动车”，更新换代的速度

令人目不暇接。从业者需化身“永动机式”的求学者，

马不停蹄追撵前沿，不断汲取新理论、磨砺新技能，动

态更新知识“弹药库”，强化实操“战斗力”，契合岗

位的严苛要求。可现状却不容乐观，诸多计算机从业

者虽头顶高学历“光环”，实际专业能力却深陷“浅

滩”。大部分人仍徘徊在文字处理、基础软件运用的

“舒适区”，面对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算法开发、区

块链架构搭建等核心业务，要么望而却步，要么力不从

心，距离理想中的“全能型”专业素养，尚有漫长征途

亟待跨越[2]。

3��大数据背景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对策

3.1  加强信息安全防护
（1）强化加密技术研发应用。在大数据汹涌浪潮

下，海量敏感信息穿梭于网络，传统加密手段渐显乏

力，科研团队当聚焦量子加密等前沿领域，量子密钥分

发依托量子态传输特性，使密钥具不可窃听、破解优

势，为金融、政务数据筑牢首道防线。对称与非对称加

密结合亦关键，如文件加密用对称提升效率，数字签名

选非对称保认证安全，适配多样大数据场景，防信息泄

露于源头。（2）筑牢网络安全监测体系。以智能算法
赋能监测系统，运用机器学习剖析网络流量，精准揪出

异常数据波动，识别潜在入侵。基于深度学习的入侵检

测模型，经海量样本“训练”，能速辨黑客攻击、恶意

软件“伪装”，从端口扫描到漏洞利用皆无处遁形。联

动预警机制不可或缺，一旦监测异常，即刻短信、弹窗

警示运维，同步封锁可疑端口，守护数据“安全屋”。

（3）完善法规与安全管理规范。于立法维度而言，亟
待精细梳理数据从收集起始，到存储环节的妥善安置，

再到合法合规使用的全流程权责边界。针对肆意践踏隐

私红线、违规采集个人信息的行径，祭以雷霆手段，高

额罚款直击经济要害、责令停业整顿以儆效尤，从根源

处斩断企业违规逐利的妄念。在企业运营内部，搭建严

密权限管控体系，依循不同岗位职责任务，精准界定数

据访问级别，从核心研发到后勤辅助，层层“量权定

界”、步步设防，同时，周期性开展数据操作审计核

查，紧盯内外部风险，严防内部人员泄密与无心误操

作，以制度铁腕守护大数据安全防线[3]。

3.2  推动技术更新与人才培养
（1）助力核心技术攻坚突破。于处理器性能领域，

聚焦多核、异构架构并行计算精研深挖，充分释放芯片

算力，契合大数据并行处理刚需，GPU加速计算便是例
证，其凭借海量核心，处理图像、深度学习任务时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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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落。存储技术层面，积极探寻新型非易失内存，如3D 
XPoint，集高速度与持久存储特性于一身，大幅缩减内
存与硬盘的速度鸿沟，为数据的存储、调取筑牢“快速

通道”。（2）优化高校学科教育体系。课程革新作为
“先手棋”，要打破传统理论局限，积极嵌入大数据实

战项目，带领学生从繁杂的数据清洗起步，历经深度分

析直至可视化呈现，在实践里领悟知识真谛，达成知行

合一，同时，增设云计算、边缘计算选修课，帮学生瞭

望前沿。高校与阿里、华为等名企共建实验室，引入设

备、案例，供学生实操演练，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催

生创新成果。（3）强化在职人员继续教育。线上平台充
分发挥便捷优势，推出系列微课程与直播课，邀请资深

专家深入解读大数据安全新规，剖析前沿架构，从业者

利用碎片化时间即可汲取知识、为自身“充电”。线下

的技术特训营同样不可或缺，紧密围绕热门的Hadoop、
Spark框架优化调整开展集训，以真实案例实操演练，
分享实战经验，助从业者更新技能库，规避“技能老

化”，成长为多元复合型人才。

3.3  深化行业融合与创新发展
（1）赋能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在制造业领域，大

数据宛如强劲“引擎”，驱动工业4.0加速前行。遍布
车间的传感器精准捕捉设备运行状态、产品细微质量数

据，经深度剖析，优化繁琐生产流程，提前预警故障，

有效削减成本、提升效率，就像汽车厂借此实现组装环

节精密把控，次品率大幅降低。于农业板块，物联网、

卫星遥感齐上阵，广泛收集土壤墒情、气象变幻等海量

数据，据此精准规划灌溉水量、施肥时机，搭建追溯体

系，助力农业从“靠天吃饭”迈向“智慧耕耘”，保障

农产品优质安全。（2）催生跨领域创新业态。医疗与

计算机紧密携手，影像大数据协同AI，赋能医生智能阅
片，瞬间洞察病变，远程医疗借助数据流转，跨越地域

阻碍，破解看病难题。文旅板块同样出彩，基于游客偏

好深挖数据，景区规划个性游线、开发文创，出行APP
整合资源，化身“智能管家”，一站式贴心服务，撬动

新消费热潮。（3）搭建产业协同创新平台。政府发挥关
键“纽带”作用，牵头组建产学研用联盟。科研院所潜

心钻研算法，攻克技术难关；高校精培人才，厚植智力

土壤；企业高效转化成果，物尽其用。各方紧密协作，

资源共享。定期开展大数据“创新马拉松”，企业亮难

题，团队秀方案，现场打磨、速接资本，助力前沿项目

破壳，汇聚众力拓宽计算机创新天地[4]。

结语

综上所述，大数据背景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

前景广阔，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通过加强信息安全防

护、推动技术更新与人才培养、深化行业融合与创新发

展等策略，可以有效提升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竞争力，

为大数据时代的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未来，随着技

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场景的拓展，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将

在大数据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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