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 媒2023 年 3 月 31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 曹竞 见习编辑 / 毕若旭 罗希 版面编辑 / 张蕾

Tel：010-64098444 7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程 思

“这是我第一次真实接触到复杂的系统，我感受

到了数据库的魅力。”日前，第二届 OceanBase 数

据库大赛 （国内首个分布式数据库内核开发大赛）

决赛在北京落下帷幕。浙江大学“K-ON!队”荣

摘桂冠，对于队长林浩然而言，这次机会让他对数

据库的了解更深入了。

第二届 OceanBase 数据库大赛（以下简称“数据
库大赛”）启动后吸引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

学、浙江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电子科

技大学等高校的近 2000 名选手参赛，还有一些来自

企业的数据库爱好者也参与其中。

最终，浙江大学“K-ON!队”拿下冠军，西北工

业大学的“426 白给突击队”与电子科技大学的“0xc0
队”获得亚军，北京大学的“824445721 队”、浙江大学

和北京理工大学跨校组队的“Don’t panic队”，以及华

东师范大学的“DaSE997 队”获得季军。

跨越书本，上场练兵

在数据库大赛举办的 6 个月里，王炳杰打开了

新世界的大门，但开门的过程并不容易。

王炳杰是西北工业大学大数据存储与管理工业

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成员，他和队友杨俊琨、张

成林算是参赛选手中和数据库打交道比较多的。在

他们看来，数据库记录着社会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信

息，“金融、军工、日常生活⋯⋯从微观到宏观的

各种信息，记录本身就是数据库最大的意义。”而

王炳杰他们要做的，就是在参赛过程中更好地优化

和管理数据库。

三人是瞒着实验室的指导老师“偷偷报名”参

赛的，因为三人只想把这次比赛当作一个练兵场，

王炳杰说，“就想看看自己的水平，压根儿没想过

拿名次的事。”

或许是实力不允许他们低调，初赛赛程过半的

时候，“426 白给突击队”就拿到了 340 分，是所有

参赛队伍里第二个拿到满分的。

西 北 工 业 大 学 计 算 机 学 院 副 教 授 刘 文 洁 是

“426 白给突击队”的指导老师，她在比赛中途才

得知自己的几个学生报名参赛了，心里很高兴。她

说，“自己心里是鼓励学生参赛的，也想通过比赛

看看自己学生的水平。”

然而，复赛难度的升级，以及复赛团队更为强

劲的实力，给刚刚迎来“开门红”的团队来了一个

下马威。由于复赛初期团队初始框架有问题需要重

写，三人一边看着实时更新的排行榜上其他队伍的

成绩不断提高，一边咬牙坚持修改。看着团队迟迟

没有成绩动态，刚刚得知他们参赛的导师也来询

问，“你们还参赛吗？”

在历时 6 个月的大赛中，类似的难题几乎每个

队伍都曾遇到过。

冠 军 “K-ON!队 ” 在 比 赛 进 程 到 一 定 阶 段

后，难以找到新的优化点。“可能一些比较容易想

到的优化我们队做了，其他队也做了，到分数比较

高的时候就很难找到可以继续优化的点，这个过程

是比较煎熬的。”林浩然说。

对于 12 强“trivial 队”而言，难题在于“误删

功能导致成绩作废。”决赛开始后，团队的成绩一

度排在排行榜的第一名，但由于错删了系统中的检

查功能，团队成绩将视作无效，分数归零。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距离决赛结束还有 3 天，

但 是 想 重 新 添 加 已 经 被 删 除 的 功 能 并 不 容 易 。

“trivial 队”队员，本科学习计算机专业，现在就读

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陈淇奥表示，“很多理论知

识学习过，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针对类似的情况，OceanBase 首席技术官杨传

辉表示，“当前高校的数据库教育注重理论，但是

很多学生学完数据库理论后，依旧没有办法理解数

据库到底是什么，更没办法知道实际的数据库是怎

么做出来的。”举办数据库大赛正是为了发现、培

养更多未来管理和优化数据库的青年人才。

寻找理论通往实践的出口

面对选手在参赛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刘文洁表

示 ， 数 据 库 理 论 知 识 和 实 战 能 力 二 者 缺 一 不 可 。

“如果要做数据库底层代码，基础知识，包括计算

机专业的理论课程都要掌握得非常好；强调实战能

力是因为我们发现一些学生的理论分数很高，但让

他去写一段代码，半天写不出来。”

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员、

博导段翰聪的学生也参与了此次数据库大赛，他的

感受和刘文洁类似，“关于数据库领域，以及其他

国家所急需的软件技术，国家整体有规划，战略上

有相应的投入，但实际上我们基层教学一线还应该

进一步加大投入。”

教师们的关注点，也是不少学生的痛点，参加

数据库大赛正是这群青年寻找理论通往实践出口的

一次尝试。

参加数据库大赛前，“K-ON!队”刚刚结束一

场比赛十分疲惫，但 OceanBase 数据库大赛选用企

业开源代码的赛题形式依旧让他们忍不住报名参

赛。“赛题选用了企业的真实开源码，是工业界实

际使用的代码，和平日科研学习中用到的小型代码

不一样，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工程。”林浩然说。

林浩然觉得数据库大赛更像是一个综合实践的

过程，他把参赛当作检验自己理论学习的一种方

式。同队的林雨欣在参赛后，对如何综合运用数据

库知识有了更好的体会，也对编程的优化和实现有

了更多的理解。

在王炳杰看来，复赛过程中大量的实践任务让

他和队友体验了一次“实战”。比赛过程中，针对

某个模块设计，杨俊琨觉得王炳杰的想法过于抽

象，为了确认哪种运行方式更为可行，王炳杰和杨

俊琨分别按照自己的思路完成赛题，“最终谁的实

践结果好就按照谁的方案来。”杨俊琨说。

来 自 电 子 科 技 大 学 计 算 机 学 院 “0xc0 队 ” 的

凌健、高弘毅和张钦栋，最初“抱着玩一玩”的心

态参赛，顺带着检验自己的实践能力。初赛的时候

3 人 忙 着 “ 闭 门 造 车 ”， 忽 略 了 平 台 搭 建 的 沟 通

群。队员高弘毅说，“相比自己琢磨，官方的沟通

群里有专业的数据库工程师答疑，复赛后和他们交

流变多更能打开操作思路。”

3 人在实验室接触过不少工程项目，也曾学过

不少理论知识，但独立实现一个数据库，在企业级

的数据库上完善功能还是头一次。

为大学生搭建一个从理论迈向实践的平台是

OceanBase 数据库大赛创办的初心，杨传辉希望更

多同学通过参赛接触到实际生产系统中的内核撰

写，并且通过这个平台开展讨论、交流，从而更好

地理解数据库工业系统。

华东师范大学“DaSE997 队”是 6 强选手中唯

一来自数据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选手，他们形容自

己 的 参 赛 经 历 “ 像 坐 过 山 车 ”， 队 长 陈 睿 皓 最 大

的 参 赛 感 受 是 “ 理 论 只 有 结 合实践才能发挥最大

的作用”。

这次参赛经历给科班出身的他们带来了不小的

收获，“原来只知道写 SQL 语句，到现在明白 SQL

语句执行的完整过程，能独立实现数据库增删查改

的功能。”从理论学习到实践操作，队员陈煜开始更

加注重代码的简洁性和可复用性。她还开始纠正自

己的编码习惯，因为在和队友合作开发的过程中，她

发现“原来代码可以如此优美”。

搭建成长赛道，产学研齐发力

今年两会期间有全国人大代表指出，当下推进

产学研深度融合十分必要，“开展产学研结合，促进

高校人才和企业双向交流，开展合作，开发新技术、

高新技术成为一条可行之路”。

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联合高校搭建实训平

台。OceanBase 希望通过与高校协同，探索产学研

协同育人的新模式，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

中创新。刘文洁认为，需要进一步促进企业和高校

的产学研融合，加速数据库人才的培养。“实战人

才的培养需要让同学们接触真实的开源码，有机会

了解内核的实现机制，才能更好地加入数据库的研

发团队中。”

在 OceanBase 创 始 人 兼 首 席 科 学 家 阳 振 坤 看

来，人才成长需要周期，人才培养需要持续。回忆

十几年前自己组建数据库项目组时的情景，他感慨

如今的变化。

阳振坤坦言，“数据库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

齐放才是春。”百花齐放需要更多产业、更多人才

参与建设，对青年数据库人才的培养、关注和发

现，在数据库领域的快速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明理书院院长杜小勇则希望同学

们通过比赛能够认知数据库、喜欢数据库，在未来

求职时选择将数据库作为自己的就业方向，为发展

国产数据库贡献力量。

像杜小勇院长期待的那样，完成整个赛程后，

来自北京大学“824445721”队的黄朴凡、冯惠和

范乾一都更加明确了将数据库作为自己未来发展方

向的决定。

研一下学期，黄朴凡就在学校组织了一个“民

间数据库兴趣小组”，组里都是对数据库兴趣浓厚

的同学，平时经常一起分享学习资料、交流研讨。

那个时候，他们便盘算着以后要进入数据库行业工

作。在了解到数据库大赛后，黄朴凡第一时间拉着

组员冯惠组队参赛。这次参赛也更加坚定了他们的

决心。

作为为数不多的本科生参赛选手，来自北京理

工大学睿信书院的何宏栋通过参赛学到了不少新知

识。他和队友贾博凯商量着，如果明年有比赛就继

续报名参加。在何宏栋眼里，“数据库大赛给了我

一次接触真实世界的数据库存储引擎的机会”。

（刘俞希、王军利、罗希、庾可寒对本文亦有
贡献）

数据库新青年成长记：跨越书本，迎接实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毕若旭
见习记者 罗 希
实习生 范子菁

北京大学教师韦东奕出的一道数学题被初二学

生解出的消息，勾起了就读于陕西一所高校的郝圆

圆的兴趣。搜索这位北大教师的相关资料时，他偶

然间发现，“哈佛大学破格邀请韦东奕入学”竟是

一则谣言。最初看到相关消息，郝圆圆没多想，只

觉得这位拎着矿泉水和白馒头、大脑中却装满智慧

财富的北大教师更让人肃然起敬了。直到看到韦东

奕亲自辟谣，他意识到，这大概是造谣者借韦东奕

来博取流量的戏码。

就读于湖南一所高校的杜松霖曾因网络谣言而

恐 慌 。“ 高 考 完 的 那 个 暑 假 ， 看 到 有 网 友 造 谣 说

‘高考试卷泄露了，有可能会出现重考’，虽然第一

反应是不相信，但还是因此产生了一点焦虑情绪。”

社 交 媒 体 时 代 裹 挟 着 “ 爆 炸 ” 的 信 息 来 临 ，

“人人都有 麦 克 风 ” 的 便 利 也 带 来 网 络 谣 言 容 易

快 速 产 生 和 传 播 的 副 作 用 。 中 国 青 年 报 · 中 青

校 媒 就 网 络 谣 言 相 关 问 题 面 向 全 国 各 地 的 大 学

生 发 起 问 卷 调 查 ， 共 回 收 有 效 问 卷 2911 份 。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86.95%受 访 者 留 意到了网络谣言的存

在，包括关于社会热点事件的谣言 （72.79%）、关

于某个个人的谣言 （64.24%）、关于突发公共事件

的谣言 （61.87%）、关于某个社会机构或组织的谣

言 （35.35%）、 关 于 某 类 人 群 的 谣 言 （34.46%），

等等。

超四成受访者曾受网络谣言负面影响

河南一所高校的赵默深知被网络谣言“中伤”

的难过。她曾看到一位明星陷入一个热点事件，许

多人在网上群起而攻之。“这件事明星本身没有什

么错误，但很多人骂得非常难听。”实在看不下去

的赵默忍不住在评论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一些网

友很快将情绪转向了她，在她的评论下发文批评

她、甚至辱骂她。让她更加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

久 ， 这 位 明 星 的 粉 丝 也 来 攻 击 她 ， 说 她 是 “ 黑

粉”，声称她的评论给明星招致了更多人的攻击。

有人专门把她的评论截图发到网上，告诉更多网友

她是“黑粉”，导致越来越多人向她的个人账号发

起 进 攻 。 因 为 一 句 评 论 ， 就 被 以 讹 传 讹 成 “ 黑

粉”，表示自己只是一个爱打抱不平的“纯路人”

的赵默感到很委屈。

即便不是被造谣者，来自天津一所高校的程

津津也感到，谣言离自己并不遥远。比如掀起食

盐购买热的“盐水漱口可以预防新冠”，“网友们

稍 不 留 神 ， 就 会 掉 入 网 络 谣 言 的 陷 阱 。” 在 她 看

来，网络谣言的危害重重，一则具有针对性的谣

言可能对被造谣者造成很大的舆论压力，让其产

生情绪甚至心理问题；“某某植物治百病”“这个

习惯让你活到九十九”等饮食、生活习惯类的谣

言，也会对缺乏信息辨别能力的群众带来错误引

导，甚至引发焦虑。

随着网上生活在人们生活中占比越来越高，网

络谣言正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每个网民。中青校媒

调查显示，43.39%受访者曾受到网络谣言的负面影

响。其中，10.07%受访者自己曾被造谣、身心受到

伤害，37.48%因网络谣言而焦虑、恐惧，73.34%认

为浏览谣言浪费了自己的时间。此外，受访者意识

到，网络谣言会给社会和他人造成一定的负面影

响，如对被造谣者造成伤害 （82.76%）、导致公众

情绪波动和焦虑 （68.02%）、扰乱社会公共秩序或

造成经济等方面的损失 （66.78%）、无端占用公共

资源 （64.27%） 等。

32.18%受访者曾主动参与辟谣

就读于北京一所高校的刘金桥回忆起，高中时

他的一个朋友遭受过网络谣言的困扰。这位女生长

相漂亮，就有人传她的风言风语。他在朋友圈看到

过关于这位女同学的指指点点，以及一些人阴阳怪

气的评论。有一次还有朋友和他讨论起：“她是不

是私生活不太检点？总是看她和一些男孩走在一

起。”听了这话，刘金桥马上反驳：“我认识她，知

道她不是那样的人。”尽管知道自己的一句话对破

除谣言不一定有实质帮助，但他还是想尽己所能减

少谣言的扩散。

随着一些抵制网络谣言的活动、教育的开展，

一些青年开始有意识地参与到破除谣言的行动中。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32.19%受访者主动参与过网络

谣言的辟谣，形式包括看到官方辟谣信息后向身边

的家人、朋友传递辟谣信息 （65.21%），看到官方

辟谣信息后通过网络转载 （55.92%），自己发现消

息真实性存疑后通过网络发表质疑观点或直接辟谣

（42.48%），自己发现消息真实性存疑后向身边的朋

友表达质疑观点或辟谣 （41.52%） 等。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智媒研究

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蒋俏蕾鼓励网友，在意

识到一些信息是谣言时，不妨力所能及地参与到

辟 谣 中 。“ 谣 言 传 播 产 生 影 响 需 要 一 定 的 过 程 ，

并非立竿见影，甚至对于很多网友来说并不直接

可见。但谣言会引发很多负面影响，例如可能引

发网络暴力、经济损失、危害身心健康或人身安

全等。一些网友可能觉得某个谣言和自己没什么

关系，只要没有参与传谣，也不需要额外再做什

么 。 但 如 果 长 此 以 往 ， 会 形 成 ‘ 破 窗 效 应 ’， 也

就是面对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大家都放任其存

在，就会越来越坏，某种程度上会助长造谣、传

谣 。” 蒋 俏 蕾 建 议 网 友 在 觉 察 信 息 可 能 失 真 时 ，

可以向平台或媒体反馈，或者呼吁其他网友不传

谣 、 等 待 官 方 信 息 ， 也 可 以 向 身 边 的 朋 友 、 亲

人 、 甚 至 网 友 传 递 经 过 核 实 的 官 方 信 息 ，“ 力 所

能及地去抵制谣言。”

提及抵制网络谣言，一些受访者希望从我做

起。16.18%受 访 者 意 识 到 网 络 谣 言 存 在 时 ， 看 到

官 方 辟 谣 信 息 后 会 选 择 转 发 ；45.48%受 访 者 会 在

谣言涉及公共利益或与身边人相关时转发官方辟

谣 信 息 。82.82%受 访 者 愿 意 多 学 习 如 何 识 别 网 络

谣 言 ；63.38%受 访 者 表 示 会 不 轻 易 相 信 网 络 上 煽

动 性 的 言 论 、 图 像 或 视 频 ；53.21%受 访 者 会 遇 到

信 息 先 找 可 靠 的 信 源 ；32.84%受 访 者 看 到 周 围 人

造谣、不了解情况时传播信息，会主动制止；另

外 ， 31.05% 受 访 者 希 望 参 与 抵 制 网 络 谣 言 的 活

动，传播相关知识。

蒋俏蕾表示，一些青年朋友有比较积极的抵制

网络谣言的主观意愿，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谣

言往往具有冲击性和相关性，遇到这些信息时，首

先需要培养自己的信息核查能力，先去思考这个信

息到底来源于哪里、真实性如何。”蒋俏蕾介绍，

在获取信息的渠道多元化的当下，大众需要意识

到，在每个个体、甚至 ChatGPT 等人工智能已然

参与信息生产的时代，网络中流传的信息，很多是

未经核查、来源不明、真实性存疑的，因此遇到相

关信息，尤其是比较耸动、看起来很重要的信息

时，需要花一点时间去甄别。“可以根据自己所掌

握的方法，到官方机构、权威媒体去查询，获取经

过核查的信息。”

每位网民不仅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信息传播

的参与者。“信息转发和传播的便捷，让信息能够

非常容易地在网络中流通，谣言也是如此。因此看

到自己不能确定的信息，首先不要去贸然转发和定

论，因为一个随手的转发、评论，就有可能成为谣

言传播的一条途径，所以大家要从我做起避免谣言

的扩散。在此基础上，作一些批判性的思考，告别

信息‘拿来主义’，对相关事件经过详尽了解、分

析后，慢慢地形成自己的判断，甚至可以通过对事

件的了解和分析，借助媒体或网络平台提供的渠道

反馈或举报，阻止谣言进一步产生负面影响。”蒋

俏蕾说。

消除网络谣言须多管齐下

“消除网络谣言，仅靠网友的力量是不够的。”

蒋俏蕾认为，从社会层面，需要对产生负面影响的

造谣、传谣有相应力度的惩戒和警示，通过多种

形式的普法让大众了解相关法律，针对不断新兴

的网络传播手段和内容生产方式，也需要实时匹

配和跟进新的法律法规；政府部门、学校和媒体

也需要通过教育、公益宣传去宣导不造谣、不传

谣，以及如何在遇到谣言时维护自己的权益；能够

掌握和核查信息的官方机构和专业媒体，则需要及

时发布准确的信息，同时利用好全媒体矩阵，将谣

言彻底粉碎。

随着互联网等新生事物的不断发展演变，相关

法律也在随之跟进。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 等均对造谣、传谣的处罚、量刑作出

相应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 亦对网络诽谤、传谣的

处置标准作出了相应解释。

中 青 校 媒 调 查 显 示 ， 16.49%受 访 者 对 网 络 造

谣、传谣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非常了解，熟悉相关

条款；27.31%受访者了解一些条款；44.35%知道有

相关法律法规，但不太清楚具体条款；10.61%受访

者不太了解相关法律法规；1.24%受访者不知道有

相关法律法规。

蒋俏蕾指出，向大众普及网络谣言危害和造

谣、传谣的法律惩处，需要通过多种生动鲜活、易

于接近的方式。“单纯的法律条文对于大众来说较

为抽象难懂，而且在缺乏相关案例的情况下，普通

人很难联想到传播谣言到底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影

响。因此，可以把实际发生的案例作为素材，融入

媒体的报道、社区和学校的普法教育中，通过讲述

真实发生的事件，让谣言的危害和造谣传谣的后果

真实可感。”

赵默开始意识到网络谣言的负面影响，是在看

了影片 《搜索》 后。故事讲述了一位女性在车上

没给老人让座，被拍下来传到网上，对她的恶意

攻击和后续事件导致的网络谣言随之爆发。故事

以女主角无法忍受网络攻击而结束生命结局。一

目 了 然 、 表 达 生 动 的 电 影 ， 让 赵 默 很 快 认 识 到 ，

造谣、传谣究竟有多大危害，不能让网络谣言肆无

忌惮地传播。

关于如何提高大众的网络谣言辨别能力，受访

者提出的建议有开展网民媒介素养教育，如线上课

堂、组织博主传播相关知识等 （77.33%），在社区

和大中小学校园中设置媒介素养相关推广活动、讲

座、课程 （61.77%），政府、媒体、网络平台加强

警 示 ， 提 示 网 友 网 络 信 息 可 能 存 在 谣 言

（64.07%），鼓励网友使用工具辨别谣言，例如信息

搜索、寻求权威信源等 （50.36%）。此外有 42.25%
受访者认为，一些谣言对公众而言难以辨别，还是

需要尽快官方辟谣。

刘金桥的一个同学曾在社交平台上被造谣有传

染病，直到同学检查没有问题后，还献了血、领到

了献血证，谣言才得以平息。刘金桥曾试图通过社

交网站投诉发布谣言的人，但并未得到平台反馈，

那条“谣言帖”也没有被清理，或被标注是谣言。

在他看来，网络平台设置的投诉通道还有待完善和

提高。

蒋 俏 蕾 介 绍 ， 网 络 谣 言 往 往 来 自 非 官 方 渠

道，例如普通的社交媒体账号，网络信息平台应

更加积极地参与谣言的应对与治理，通过更加精

准的信息核查和甄别能力，及时发现谣言、降低

谣 言 的 负 面 影 响 。“ 网 络 信 息 平 台 可 以 通 过 技 术

手段，为网友提供常态化的提示警示。例如，当

平台识别出一则信息真实性存疑、且产生了较大

的影响力，就可以在网友转发时弹窗提示‘相关

信息来源不明确、真实性存疑，请谨慎转发 '，或

者提示用户他们发布的信息可能存在造谣、传谣

风 险 ， 需 要 警 惕 ， 等 等 。” 蒋 俏 蕾 表 示 ， 平 台 遇

到疑似谣言的信息大量传播时，可以通过善意的

提醒让用户意识到信息存疑，长此以往还可以帮

助 用 户 养 成 发 布 、 转 发 前 先 进 行 判 断 的 习 惯 。

“ 平 台 还 可 以 应 用 一 些 从 源 头 上 帮 助 网 友 甄 别 信

息的方法，例如更明显地标注信息来源，让网友

在扁平的网页上一眼就能看到信息是来自权威信

源还是普通用户，帮助网友进行判断。”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赵默、刘金桥为化名）

超六成受访大学生想做网络谣言“粉碎机”

第二届 OceanBase 数据库大赛决赛答辩现场，来自北京

大学的“824445721 队”正在回答评委提问。 来自浙江大学的“K-ON!队”队员正在讨论答辩抽签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