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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科学实验和研究活动中会用

到实验试剂、动植物种质、微生物

菌种、生物标本、岩矿化石标本、标

准物质等，这些被定义为自然科技

资源[1]。自然科技资源的应用价值很

高，多由专业机构进行集中收集和

保存。一直以来，自然科技资源的收

集和保存情况基本通过收藏机构出

版的动植物志或目录等方式公开。互

联网普及以后，建立具有检索功能的

自然科技资源网站也成为主要的信

息公开渠道。但是，由于自然科技资

源的种类丰富，保藏机构繁多，迄今

为止，我国还未建立起各类自然科

技资源统一检索的网站为科技工作

者提供服务，因此，在国家科技基

础条件平台计划中，启动了国家自

然科技资源e-平台的项目，旨在把

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八大类自然科技

资源信息进行整合，提供集成检索

服务。这项工作开展的关键基础性

工作之一就是构建自然科技资源唯

一标识符体系。

2 标识符体系的基本概
念和原理

在数字环境中，标识符是在信

息分类的基础上，将信息对象（编

码对象）赋予具有一定规律的、易

于计算机和人识别处理的符号，以

便正确地定位和管理该对象[2]，有

时被称为“客体标识符”[3]。这种

标识符要求在一个信息系统中是唯

一的，国际上对信息资源标识方案

中，使用较为广泛的有数字对象标

识体系（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和统一资源标识符（Uniform 
Resource Identif ier，URI）等。资

源标识对资源的描述和发现具有

重要意义，用以实现资源在网络环

境下的唯一识别[4]。

一般来说，标识符系统应该包

括名称空间、唯一标识符、命名机

构、命名登记系统和解析系统5个
部分[5]。

2.1 统一资源标识符

统一资源标识符（U n i f o r m 
Resource Ident i f ier，UR I）[5]是

一个互联网标准，属于请求注解

（Request for Comments，RFC）
档案式文档系列。所有的U R I都
要在互联网地址编码分配机构

（I nte r ne t  Assig ned Nu mber s 
Authority，IANA）注册。URI规定

了统一资源标识符的语法构成。

在U R I体系下，有两种主要

的应用，分别是统一资源定位符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U R L）和统一资源名（Un i fo r m 
Resource Name，URN）。三者的关

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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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URI、URL和URN的

关系（引自维基百科）[6]

U R N是一种与资源位置无关

的标识符，其语法规则使其他命名

空间的资源能非常简便地映射到

URN空间中。URL则用于在互联网

上指示资源所在的地址。U R N和

URL的联合使用，可以提供资源的

识别与定位服务。URI统一解析的

基本思想是实现一个解析发现系

统（Resolution Discovery System
或Resolver Discovery Service，
RDS），使之工作在各种标识符解

析系统之上，为各种标识符提供统

一的解析入口。当用户向RDS提交

一个U R N后，有R DS负责发现解

析该U R N的实际解析系统，并按

照合适的规则将解析请求发送给

该系统，之后真正的解析系统将标

识符解析后返回给客户。但是URI
统一解析的实现还在研究与试验

过程中，还不能实际进行使用。在

实际应用中，URI被许多系统分别

用来进行资源标识和定位，并使

用URL重定向机制解决URL更新

问题。

2.2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是由美国出版协会（AAP）提出并

建立的标识系统，是为了解决数字

对象的跨系统操作，针对网络环境

中数字对象具有移动、易变性和多

源性的特点，用一种持久稳定的数

字对象定位方案来保证数据对象

的地址长期可访问[7,8]。现在DOI
由国际DOI联盟（IDF）统一管理

和维护，各个地区的DOI注册机构

（RA）在IDF的管理下，开展DOI
命名的分配、解析、描述和管理。

与URI相比，DOI不再仅仅是

一种技术标准，其应用和推广严格

遵循了唯一标识符的开发和使用要

包括名称空间、唯一标识符、命名

机构、命名登记系统和解析系统5
个部分的要求。主要表现在：

（1）在名称空间上，DOI已经

正式成为ISO标准体系的一部分。

（2）在组织上形成了三级结

构，最上层是IDF，负责全球DOI的
管理和统一解析服务，向各注册机

构（RA）分配DOI前缀；第二层是

一批RA。RA负责某一区域或行业

的DOI注册和服务，管理一批DOI
的前缀。第三级是出版代理（PA）。

PA负责生成每个DOI，维护DOI的
可用性维护等。

（3）开发了DOI解析系统，提

供注册程序接口和工具。

因此，D O I的推广和使用比

URI更具有全球统一性和可用性。

2.3 已有唯一标识符体系

在自然科技资源e-平台建设中

遇到的挑战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在实际

应用中，DOI体系比URI具有更强

的可用性。考虑到自然科技资源的

战略性和国家安全的需求，国家自

然科技资源e-平台（以下简称“e-
平台”）可以借鉴DOI体系在我国国

内建立起自然科技资源在互联网环

境中的唯一标识体系。但还需要解

决自然科技资源实物资源与网络信

息目录、多媒体展示图片、音视频文

件的相互对应，以及一种自然科技

资源在多个机构保存的对应规则问

题。具体来说，即：

（1）每个自然科技资源保存

机构在资源数字化过程中，会制作

资源目录、资源图片、资源视频、资

源音频等文件，在资源信息服务

系统中，目录信息、图片信息、视

频信息、音频信息对资源用户来

说，具有不同的用途，因此既需要

将目录信息与图片信息、视频信

息、音频信息建立关联，又要进行

分别管理。

（2）每种资源可能被多个机

构保存，这些不同机构保存的资

源，既可以认为是由不同的机构进

行采集、加工和制作的不同版本、

不同质量的不同资源，被分别赋予

毫不相关的DOI号，也可以认为是

同一种资源的多个备份，被赋予有

关联关系的一组DOI号。

以上问题需要在自然科技资源

e-平台建设过程中予以解决。

3 国家自然科技资源e-
平台唯一标识体系方案及思
考

3.1 e-平台唯一标识的对象

及特点

自然科技资源共享是一个复杂

的系统工程，涉及资源单位、资源用

户、政府部门、国家、社会等多个主

体，发生整合、利用、监督、服务等

多种行为，关系个人利益、国家利

益和社会利益等多元利益[9]。国家

自然科技资源e-平台整合了植物种

质、动物种质、微生物菌种、人类遗

传、生物标本、岩矿化石标本、实验

材料与标准物质共八大类自然科技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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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类资源完全不同，自然科

技资源的多元化决定了在对其进行

唯一标识时，需要充分考虑每类资

源的特殊情况。自然科技资源数据

是八个数据库，数据类型既有结构

化的共性描述规范数据，有的资源

还有图片、音频、视频、动画和3D模

型数据。共享描述规范是自然科技

资源共享平台中对自然科技资源共

性及身份描述的统一标准，包括

各类资源共享的护照信息、标记

信息、基本特征特性描述信息、其

他描述信息、收藏单位信息和共享

信息[10]。

下面详细介绍自然科技资源的

八大类资源特点以及在e-平台上存

储的数据情况。

（1）植物种质：植物种质是所

有携带遗传物质的活体，不仅包括

种子，还包括植株、根、茎、胚芽和

细胞等等，甚至是DNA片段[11]。在

e-平台的数据库中，每份植物种质

资源的信息有结构化的共性描述数

据，部分资源还有对应的图片，在

虚拟博物馆中，还有部分植物种质

资源的视频数据。

（2）动物种质：动物种质资源

既包括已知的种质或者遗传物质，

也包括一些遗传潜力材料。在e-平
台上共有寄生虫、经济昆虫、水生

动物、特种经济动物、畜禽五大类

动物种质资源的信息。因为动物

种质资源信息的特殊性，在e-平台

上，既有动物种质结构化的共享描

述数据，又有图片和3D模型数据，

在虚拟博物馆中，还有部分植物种

质资源的视频数据。

（3）微生物菌种：参与e-平台

的微生物种质资源保藏单位，都已

建有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微生物

菌种数据与实物菌种一一对应，主

要是微生物菌种共性描述并发数据

和部分菌种的图片数据。

（4）人类遗传资源：人类遗传

资源是指含有人体基因组、基因及

其产物的器官、组织、细胞、血

液、制备物、重组脱氧核糖核酸

（DNA）构建体等遗传材料及相

关的信息资料 [1 2 ]。在e -平台上共

享的人类遗传资源主要是人体物

质资源、重大疾病资源和少数民族

资源，主要是共性描述信息和图

片信息。

（5）生物标本：e-平台共享的

生物标本信息有菌物标本、动物

标本和植物标本，主要是共性描

述信息和图片信息，在虚拟博物馆

中，还有部分的视频数据、3D模型

数据。

（6）岩矿化石标本：岩矿化石

标本包括化石标本、矿石标本、岩

石标本和矿物标本，因为岩石晶体

的化学结构非常复杂，所以在数据

存储时考虑化石拉丁名、矿物晶体

结构等专业描述符号的表达与存

储，图片更多。岩矿化石标本除了必

须有共性描述信息外，图片数据量

非常大，还有部分标本的视频数据

和3D模型数据。

（7）实验材料：从应用和共享

服务的角度出发，依据不同实验材

料所具有的特殊属性和应用属性进

行分类，同时根据目前的工作基础

和科技发展对实验材料的需求，e-
平台上的实验材料资源仅限于实验

动物、实验细胞和微生物培养基。

在e-平台上的数据有共性描述规范

数据，实验动物资源有较多的图片

数据。

（8）标准物质：按照国际

标准化组织指南3 0和国际通用

计量学基本术语定义，标准物质

（Reference Material，RM）是具

有一种或多种足够均匀和很好确

定的特性值的、用以校准设备、评

价测量方法，或给材料赋值的材料

或物质。这决定了标准物质的特殊

性，既可以物质形式存在，也可以

是计量方法等，数据存储主要是结

构化的共性描述数据。

从上述情况可知，自然科技资

源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具有丰富

性和独特性，承载着人类对自然

资源的科学认识或技术评价。自

然科技资源收集和保藏的机构很

多，各机构之间的保藏资源有重

复，但是也有很多共享和业务联

系，比如，植物种质和动物种质的

培育，标本的互借等。因此唯一标

识符的建立最好既能体现出不同

机构收藏的资源具有唯一性，也

要方便展现出不同机构间收藏的

重复性资源，以及不同类资源的相

关性。因此，e-平台资源的唯一标

识符的命名规则确立了以“资源

分类码+保藏机构代码+资源顺序

码”的编码方案，其解析规则定为

以唯一标识符为核心，辅之以资

源分类和关键词来展示资源的相

关性。

3.2 e-平台资源唯一标识符

命名规则

e-平台资源实现属地化管理，

即由资源拥有单位或个人对所拥有

的资源及其资源信息进行全权管

理。因此，平台资源的唯一标识符

的命名规则是：

资源分类编号（2位）+单位所在

区域编号（2位）+资源单位性质代码

（P或C）+资源保藏单位/人序号（4
位）

各部分的编码规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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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种质资源：11                 动物种质资源：13    微生物菌种资源：15         人类遗传资源：17

 生物标本资源：21                 岩矿化石资源：23    实验材料资源：31         标准物质资源：33

11
12
13
14
15
21
22
23
31
32
33
34
35
36
37
41
42
43

代码 代码省市名称 省市名称

44
45
46
50
51
52
53
54
61
62
63
64
65
71
81
82
99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台湾省

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

不详

图2 e-平台的资源命名机构

◆ 资源分类编号

◆ 单位所在区域编号

◆ 资源单位性质代码

P（Person）——表示资源提

供者是自然人；

C（Corporation）——表示资

源提供者是法人实体。

◆ 资源保藏单位/人序号

资源保藏单位 /人序号排名不

分先后，只依据数据进入e-平台数

据库的先后顺序来编号，具体序号

由国家自然科技资源平台管理联合

办公室统一给出。

例如，中国农科院品资所保藏的

植物种质资源编号为：

1111C 0 0 01 0 0 0 0 0 0 0 01，
1111C0001000000002，……

e-平台方案的优缺点分析：

e-平台现有的编码方案的优点

在于，明晰了各类自然科技资源信

息的所有者和责任单位，管理和维

护职能方便。其缺点在于：e-平台现

有的编码方案仅能区别出一级资源

类及其保藏机构，而不能区别出四

级以下资源在哪里保藏。如果在编

码方案中置入四级分类编码，则可

实现四级分类资源的标识、指示和

解析服务。

3.3 命名机构及其管理

e-平台的资源命名机构采用三

级管理的方式。各级机构的关系如

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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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级，是在全国设立一个资

源机构管理中心，负责对全国各地

资源保藏机构进行认证，为通过认

证的资源机构编制单位编码，并把

确定的唯一标识符前缀信息告知e-
平台运维单位，负责组织对各类资

源的质量审查工作。该中心由科技

部农村中心承建并运行[13]。

第二级，是e-平台运维中心，负

责管理和运行e-平台，收集各资源

单位提交的资源信息文件，上载到

信息管理系统中，并进行发布。

第三级，是各资源保藏机构。

这些机构负责将自己保藏的资源按

照e-平台资源规范进行分类，制作

资源题录信息、图片信息、视频信

息，并按照统一的格式要求赋予资

源唯一标识码后，将这些信息定期

编制成资源文件，提交到e-平台的

运维中心，由运维中心负责将格式

正确的资源信息文件正式载入到管

理信息系统中。

e-平台对命名机构的管理满足

了自然科技资源管理的需求。

3.4 登记系统设计

资源登记系统分为两级，一级

是各资源单位将制作完成的资源信

息文件，提交给e-平台运维中心，

运维中心根据《国家自然科技资

源数据上报规范》，编制了数据

规范审查软件，对各资源单位提

交的数据中的必填项、共性字段、

个性字段的数据规范性、书写格

式、内容格式、字段值的赋值类

型、存在性及唯一性等是否符合

规定等进行审查，以确保资源信息

的基本可用性。

第二级是专家评价。经过格式

审查后的数据，根据随机抽取规则

抽取部分数据，随后进入专家评价

系统，由各行业专家对数据内容的

科学性和正确性进行审查，从而有

效地保证了数据的科学、客观和真

实可靠。

经专家审查通过的资源数据，

才正式完成了资源的登记工作。

登记系统保证了e-平台数据的

质量，有利于e-平台数据的管理和

维护。

3.5 解析系统设计

国家自然科技资源e-平台基于

唯一标识符的解析主要考虑三方面

的功能。

1）根据关键词进行解析

主要针对资源名称、资源描

述、资源关键词等字段提供检索结

果。通过关键词的检索，可以得到

资源名称、资源描述和资源关键词

的检索结果。

2）根据资源分类进行解析

e-平台可以根据资源一级分类

码，再辅之以关键词的检索，即可

获得想要的资源信息。

3）多元信息的展示

在检索到想要的资源之后，系

统除了提供资源题录信息外，还提

供资源的图片信息、音视频信息、

三维图像信息等，以便用户能多方

位地获得想要的各类信息。

在e-平台的规则空间中，有单

位编码和一级资源码的限制，使得

e -平台的解析系统只能解析到一

级资源，若使e-平台能解析到四级

分类码，则做到四级资源的多项解

析，从而为用户提供更加细致、全面

的资源服务功能。

4 总结与展望

通过对e-平台唯一标识体系的

梳理，可以看出e-平台已经初步完

成了“有哪些资源分别在哪里”设

计目标，但在唯一标识体系的管理

和应用上，还有以下几方面工作需

要深入研究：

（1）在资源编码的粒度上，目

前的资源编码是以自然科技资源的

一级分类+资源单位+资源的单位

序号为基础的，这样的编码设置，

不利于检查资源提供机构是否为

每个资源提供了详细的资源信息。

随着资源信息精细化加工工作的

深入，e -平台导航系统还可以改

进资源编码规则，细化编码前部

的资源分类码到四级类，这样将

有利于资源导航至更加细化的资

源信息页面。改进方案就是将资

源的四级编码嵌套到唯一标识码

中，即可揭示同一种资源在不同机

构的保藏情况。在此基础上，可以

提供在多项解析基础上的关联信息

展示等服务。

（2）采用DOI编码方案的e-平
台唯一标识符是不定长编码，在互

联网上传输的过程中，容易造成因

传输原因导致的编码错误又无法

校验的情况，为了保证用户检索信

息获取的准确性，在未来的系统

升级改造时，可以考虑这样的传

输校验机制：连续发送三次编码，

在用户端进行比对，取两次以上一

致的结果为准，三次都不一致的将

报错。

（3）在DOI编码确定后，可以

在未来的e-平台服务中，增加面向

科技论文参考文献的引用的服务

内容。可以考虑参考文献引用的格

式，采用“作者，资源信息发布机

构，资源链接，DOI编码”的格式，

方便用户对自然科技资源信息的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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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form identifier system is commonly used i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is important for information 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finding 
is. After sorting out international common identifier system, this paper formulated the uniform identifier system schema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e-Platform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Then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he scheme was described. Finally,  a few 
improvement comments were put forward.

Keywords: Uniform identifier, Information resources sharing system,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e-platform

                                                                                                                                                                                                                           （收稿日期：2013-01-29）

34


	ú”/��Æ&—ˆ{‰áoD’q«ûß—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