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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阐述NSTL重点领域信息门户农业立体污染防治专项的建设背景、门户构建策略与服务思路，提

出学科语义知识库构建思路和情报加工质量控制方法。结合专项门户实践，总结学科门户资源建设的关键问题

及采取的技术手段，提出开放资源整合与门户建设是图书馆拓展服务渠道，丰富知识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能力的

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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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立体污染防治重点领域信息门户建设实践*

1 引言

E-Science环境下，图书情报机构依托自身资源和互

联网开放资源构建特色学科知识服务平台，面向学科领

域提供专业信息资源聚合和深度知识服务，成为当前深

化服务的热点。Hemminger等通过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

科学家使用在线科学数据库、虚拟研究实验室、数据共

享中心、学科门户网页等开放电子资源，这类资源的使

用频率超过个人通信的使用频率，接近电子期刊的使用

频率[1]。Vockner等提出学科门户必须是易用的，不仅能

向用户提供数据，还可提供知识服务，此外领域门户服

务应该提供语义文本匹配与情报推荐[2]。张晓林提出图

书情报服务应该抓住知识服务的机遇，满足新的支持知

识服务的技术机制需求。该技术机制需充分支持数据

挖掘和知识发现的技术应用，支持个性化、专题化和智

能化信息服务，支持以用户为中心的信息交流、知识析

取和知识应用，充分融合用户信息资源和信息系统[3]。

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以

下简称“《规划》”）中，现代农业成为最新亮点。《规

划》对农业污染防治与修复、农林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

利用、节水农业、循环农业、盐碱地改良增效、农林生物

质高效利用等农业前沿和关键技术研究进行部署，以

期实现农业的绿色发展。力争到2020年，建成信息化主

导、生物技术引领、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技术体系，

支撑农业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

200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专家在多年农业污染防

治研究基础上，提出农业立体污染综合防治新概念。专家

主张改变传统单一的农业污染防治思路与技术，进行集

成高新技术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加强对大气污染、水环

境污染、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进行治理。作为中国农业

科学院国际合作重点领域的科研人员迫切需要一个综合

政策法规、战略规划、研究热点、行业标准、科技文献等

学科领域知识的一站式服务云平台。为此，在国家科技图

书文献中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brary，
NSTL）的支持下，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开展

了农业立体污染防治信息门户的建设与服务。

本文对农业立体污染防治门户的资源建设思路、

领域本体构建方法和服务模式等问题进行分析总结，

以推动领域信息门户可持续发展，拓展科研服务渠道，

深化学科知识服务。

2 门户建设思路

遵循“自动汇集领域信息资源，提高网络资源利用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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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为学科交叉研究提供开放

性平台，为学科前沿热点研究提供优质高效土壤，为科

技创新提供一站式信息支撑”的总体思路，基于互联网

环境搭建学科门户服务平台。农业立体污染防治门户建

设目标是在学科用户与知识间建立有效的链接通路。

张智雄等提出结构化监测的技术框架，在业务层

次上将自动监测系统划分为目标资源层、监测信息采

集层、监测计算分析层和监测服务提供层[4]。基于中国

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网络科技信息自动监测系统，农

业立体污染门户建设团队与国家科学图书馆系统建设

团队密切合作，构建农业立体污染门户。通过对互联网

开放信息资源的监测采集、深度组织与挖掘分析、数据

管理和情报服务，实现学科信息资源高效整合。农业立

体污染门户的建设总体框架如图1所示。

图 1 农业立体污染门户建设总体框架

学科知识监测资源层应集成与整合科技文献信

息、网站资讯、开放数据、国内外重大项目计划、政策

标准、专利和科学数据等各种多源异构数据，构建学

科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机制。门户资源的权威性、科学

性、及时性、覆盖率均建立在学科知识监测资源管理基

础上。门户建设内容层主要为数据采集、数据管理、语

义知识库构建、情报产品构建和系统管理，这五项建设

任务将实现学科开放资源的高效整合及再利用，并提

供面向用户的增值服务。服务展示层主要包括为用户提

供资源检索、资源评价、热点专题、情报推送等。

门户建设内容层的五项建设任务基础在于资源的

发现与获取，所以对数据的采集与管理在门户建设期

具有关键作用。数据采集服务主要采用多线程集群采

集模式，以满足门户对采集广度与深度的要求。采集广

度主要根据门户系统提供的采集配置，广泛采集国内

外领域内包括期刊、新闻资讯、博客、行业标准、科技

报告、科技成果等可开放获取的网络资源。监测资源管

理人员在资源筛选评价基础上，根据门户监测源管理

功能设置采集编码、采集周期、被采集目录的语种及采

集过滤规则等参数。采集正确率主要依赖采集配置的

及时更新，采集时效性可以根据信息源更新频率自由配

置。制定门户资源采集原则，构建资源评价指标体系，

确立监测质量、监控机制，以及依据用户需求不断对监

测资源进行更新维护，是门户持续发展的基石。

传统关键词检索效率低，构建本学科领域的语义

知识库有利于知识共享，实现基于本体的知识检索。系

统对采集到的科技信息资源通过知识抽取、内容识别、

监测对象，进行智能文本分析，将具有语义支撑的结构

化数据存储到语义知识库。语义知识库构建在系统自

动抽取的基础上，须结合国内外权威领域知识，汇总领

域专家反馈的语料与建设意见，推进本体规范、本体审

核与本体导入的流程规范，完善语义知识库建设。

门户不仅是对学科领域信息的聚合，更应该提供深

层次知识服务。科技情报分析人员通过门户可以进行机

构态势分析、热点主题分析和监测目标跟踪等，助力从

事农业立体污染防治研究工作的用户群体及时了解和

掌握领域研究热点及科研发展态势。科技情报分析人

员根据系统提供的监测服务进行情报分析，深度加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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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产品；情报分析人员可将编译的产品通过系统自动推

送功能发送到用户邮箱，也可以通过系统自动推荐功能

分享到微博、微信等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利用门户资源

为用户提供领域监测报告，这种情报产品的电子化、自

动化、网络化有利于学科领域知识快速传播。

门户知识需多样化聚类展示，应用元数据、XML、
OAI的通用数据规范，基于学科叙词表的本体构建、文

本挖掘等信息技术，为门户建设提供有效支撑。系统管

理人员通过网页配置、访问控制、用户管理、资源管理、

日志管理、访问统计分析等功能对整个门户进行管理。

通过数据接口服务可以实现与外部系统直接的数

据交互、数据同步、数据共享等操作，减少信息系统间

的数据冗余，解决信息孤岛问题。

3 门户建设重点

Tolle在科学第四范式报告中指明自然科学研究在

大数据时代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面向交叉学科的科学

研究社区，进行数据分析挖掘会促进研究人员科学研

究的新火花[5]。

探索如何建设符合学科实际需求的服务门户，如何

从海量互联网资源中遴选更好的学科领域研究热点，

如何将多元动态的科学研究数据进行融合并个性化展

示，使研究人员获得信息的途径不再是单向灌输而是共

享的、动态的。交互方式是门户建设服务需要研究的重

点，所以在门户建设构建过程中，需要着重关注以下关

键点：（1）用户需求分析关乎门户建设内容的领域相关

度，门户服务要支持用户研究、学习以及学术交流的知

识需求；（2）信息监测源管理要持续更新维护，监测源

质量提升需要制定监测原则、数据源筛选标准以及著

录规范；（3）系统精准检索、个性化推荐、资源评价等

更深层次的知识关联揭示依赖于领域语义知识库建设；

（4）服务于专项的情报产品需要可行的工作流程。

3.1 用户需求分析

随着科研环境数字化、网络化，农业污染防治研

究呈现精细化、集成化、及时性等特征。门户建设要满

足重点领域科研团队的多样性、动态性、复杂性的知识

创新需求，需要深入调研用户个性需求，将用户需求与

反馈机制贯穿研究团队的整个科研生命周期。以有研

究通过定性研究方法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放调查问卷

来收集用户需求。该方法收集反馈周期长，服务响应时

效差。在建设初期，门户采用情报分析工具综合定量分

析方法获取国家重点研发专家队伍与研究热点高频词

辅助了解用户研究背景、研究轨迹，并通过专家会谈、

邮件交流、微信、微博等多种沟通机制及时了解用户当

前研究热点、及时收集评价监测源、及时进行语料添加

和审核，从而详细分析本领域主体分类、创新团队、科

研项目等领域重点对象的知识需求。

门户用户个性需求获取融入环节：（1）利用ESI、
Citespace、TDA等情报分析工具综合定量分析方法，对

本领域的学科概况与发展趋势进行调研分析，了解学科

不同发展阶段研究热点、科技成果、主要面临的技术问

题等，主动与用户沟通，在调研基础上进一步挖掘领域

科技创新团队的理论研究和技术发展需求；（2）建立

责任与反馈机制，建立与科研团队的联络人机制，建立

多种沟通渠道，达到快速获取用户反馈和实时收集用户

需求的目的；（3）深入潜在用户群体，宣传门户服务内

容并获取持续新增的深层次服务需求；（4）根据专家、

学生、企业等不同用户类型制定个性化培训方案，组织

系统用户交流会，解疑答惑，收集门户建设意见；（5）
根据系统提供的个性化定制服务结合用户的游览行为、

检索行为及系统日志进一步动态分析用户需求。

3.2 信息监测源管理

监测资源库建设是门户服务的根基，门户建设需要

广泛收集农业污染防治领域内可开放获取的数字资源，

并对资源内容、资源形式进行评价。从信息资源精度、

广度、深度三个维度，提高门户专业信息资源质量。

为达到门户监测信息的精准高效，信息源监测需要

遵循四个原则。（1）采集范围具有学科针对性。建设初

期重点采集领域核心网站资源，由具备专业知识背景

的学科馆员筛选出国内外权威学科领域门户网站；建设

完善阶段主要根据用户需求定时、定量更新资源，保证

资源的学科针对性。（2）采集信息类别具有全面性。采

集的资源包括国内外权威政策法规与行业标准、领域

SCI核心期刊以及中文核心期刊、领域重要科技报告、

国内外项目计划网站公开的数据、学协会科研动态、高

等院校与科研机构的学术动态、试验器械设备研发市

场动态等类别。（3）保证采集信息持续性。采集监测源

必须稳定性高，经审核发布的内容具有权威性，然后根

据监测信息源更新频率制定不同的采集频率，持续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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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4）信息可维护性。建立质量监控机制，采集的数

据须定期维护，对网站真实性、科学性进行有效的动态

监控。对于失效的监测目录，采集规则要及时修改。高

质量信息可进行情报加工后直接推荐重点用户，而对低

质量信息及时删除。

根据以上原则，在门户建设过程中使用多线程集

群采集监测方法，并通过以下手段支撑监测资源管理：

数据源质量控制需要制定明确的数据源筛选标准和

著录规范；领域本体质量控制有利于采集管理员提高

效率、保证质量；完善采集器自动采集的采全率、采准

率，更好地实现人机结合，提高资源研判的准确率。

国外图书馆已开展大量网站影响力评价和电子资

源采集标准研究，而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方

面。由于学科领域标准不同，需要制定符合各学科领域

的评价指标体系。通常需要采用定性分析方法与定量

分析方法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6]。其中，定性分析方法

指根据专家组的反馈意见对监测目标进行评分，由15位
领域资深专家对已筛选资源进行评审，对需要量化打分

的资源给出分数及意见，综合专家意见评定资源的合

理分值；定量分析方法根据资源类型、网站更新频率、

网站数据资源量以及学科影响力（应用文献定量分析

方法计算在领域发文量排名情况），计算得出综合分

值。通过定性和定量方法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会更贴

合目前学科发展态势。

依据监测源筛选标准实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对要采

集的监测源进行采集配置，保证信息源的稳定性和采

集内容的权威性，保障领域学科范围的全覆盖。

通过文献计量学方法，科学、客观、定量地描述领

域科学发展脉络。总结农业立体污染防治重点领域近

二十年发展历程和研究进展，分析污染因素及防治技

术，为平台建设提供依据，对筛选领域重点监测机构、

基金项目等监测源与语料建设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通过专家回访、问卷调查、项目组走访等途径收集

专家建设意见，加大对信息源丰富学科、新兴交叉学科

未来发展方向的把握，扩大监测资源池。

通过自主开发的工具采集美国及欧盟的项目信息，

收集国家基金项目信息以及国内外学科相关科技报告

和政策规划等开放资源，充盈监测资源池。

3.3 领域语义知识库建设

由于领域交叉学科范围庞大，领域本体库构建需

要获得专家组支持，由领域专家参与审核。同时由于科

技词汇的动态性，决定了本体库需要不断更新，增加新

概念以及与此概念相关的各种关系。本体构建将增强

对内容的语义级理解[7]。语义库建设是有效实现基于本

体个性化服务的重要技术支撑。目前，领域知识库建设

多采用机器自动学习方法来自动抽取本体，但只采用

自动抽取方式，不辅以人工审核修正，将会影响本体质

量，导致学科相关性差。在机器自动学习，自动抽取术

语、人物、项目、机构、科技规划等本体的功能基础上，

由门户监测管理员对抽取的本体进行筛选、导入本体

库、依据本体类型进行管理，丰富本体库建设。

基于统计算法的文本挖掘技术包括文本分类、文

本聚类、文本摘要、重要性分析等，都需要领域知识语

料库的支撑，经门户三年的实践发现，通过自动抽取语

料、专家审核方式建设和积累语料库，可以有效提升数

据资源权值的准确率。农业立体污染防治门户采取五

种构建模式：领域专家推荐平台管理员批量添加；学科

叙词表导入，如STKOS超级词表[8]、GEMET词表；核

心期刊高频关键词抽取；系统根据采集内容自动抽取

本体后，由专业人员规范；重点用户自主添加。

实践发现，建立有效的语料甄别机制将有助于领

域语料库的建设；新闻资讯类的主题词与科技文献中

的关键词侧重点不同；语料评分机制将影响资源重要

性算法的精准性；如何权衡各语料来源的权重将影响

门户资源的重要度。

3.4 情报服务产品加工

门户情报服务人员利用资源管理和资源推送功能，

通过检索筛选、编辑专业资源，主动推送给领域重点

用户。情报加工需要清晰流畅的工作流程作为支撑，及

时报道领域热点。遵循快报生产过程中基本信息流的

运行规律，农业立体污染防治科研监测快报流程具有

可操作性和一定的操作弹性。门户情报产品工作流程

分为需求调查、监测选题、编辑加工、审校定稿、发布

推送与沟通反馈，其工作流程如图2所示。

（1）需求调查。根据各子专题的研究动向，以用户

需求目标为驱动力，为用户提供实用的科技情报服务。

（2）监测选题。在情报源获取、情报源筛选、情报

源优化的基础上，专项情报人员对资源进行选题组稿。

目前门户主要的情报源为系统每天定时自动采集的有

价值的情报资源以及系统外的资源，如专家推荐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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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情报产品工作流程

源、农业科技热点网络监测平台内资源、科学数据，以

及专利数据库等外部资源。

（3）编辑加工。农业立体污染防治情报产品的编

辑加工主要分为内容加工与文字加工。情报人员在内容

加工方面需要通读全文，确定主题是否明确，逻辑顺序

是否层次分明，文章标题是否贴切，及文章科学数据的

准确性、科学性；在文字加工方面，情报人员需要着重

注意科技术语的规范化。

（4）审校定稿。审查初稿中误译、错译等编译质量

问题，审校初稿的文法、语法、错别字与图表排版等编

辑排版的质量。对文章主旨阐述是否精确，翻译是否正

确，分析报告是否合理，审校人员可咨询领域专家。

（5）发布推送。利用平台情报产品发送功能，将新

发布的情报产品推送至领域重点服务用户的邮箱。

（6）沟通反馈。通过有效的沟通机制，与用户保

持充分互动；通过多次循环迭代的过程，实现快报服务

质量的持续提升。

4 门户服务模式与成效

随着科学研究信息化的飞速发展，国内外科研团

队研究趋向协同化、实验设备网格化，促使海量知识

资源成为科研工作创新发展的核心动力。阳广元等对

2002—2013年的国外E-Science研究进行趋势分析，发

现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科研实力最强，其次是以美

国为首的美洲国家，亚洲和大洋洲发文量只占总发文

量的4%—5%；提出国外研究聚焦在网格、Web服务、

云计算等方面[9]。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牛津大学等国外

高校都构建了知识资源服务平台，提供面向学科的知识

服务。如英国印第安纳大学的Fox等论述了Web 2.0的服

务方式以及应用Tagging与书签等技术发现科学家重

叠的研究兴趣领域，实现科学社区建设与服务[10]。

除技术外，平台服务也需要创新数字图书馆服务模

式。面向科学家、创新团队、重点实验室等科研群组，

围绕科研流程，组建跨学科的研究机构网络。服务主导

型模式、嵌入式学科服务模式[11]及门户网站式服务模

式[12]的有机结合，不仅为用户提供了便捷获取网络开放

学科知识的平台，还实现了以用户个性化需求为导向的

增值服务。门户提供的专题服务、定制资源推送等主动

式服务，将网络信息资源进行整合，提供的一站式定制

服务模式增强了服务的可见度和用户黏性。

门户根据专项进展情况制定年度培训方案。根据

与领域内重点科研机构沟通情况，完成用户培训资料

发放、用户培训、答疑等。迄今为止，门户组织了面向中

国农业科学院、华中农业大学等机构共计10次用户培

训会。门户通过确定领域内的目标用户群，制定年度详

细推广方案及传播策略。具体方案包括针对学术论坛，

通过编写软文进行宣传推广；面向用户，直接向其发放

门户宣传册；通过网站链接，宣传推广门户；通过微博

发布门户最新推荐的热点资源；通过微信传递最新情

报产品；通过邮件与电话，进行用户反馈跟踪；通过接

口调用实现数据交互等。截至目前，门户筛选收录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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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监测目录，基本实现专项权威网络资源覆盖的建设目

标；通过系统收录的2 556个监测本体，增强网络资源

的语义级理解能力；通过门户整理出有价值的信息资源

进行编译，共计400条国内外领域新闻报道，推荐1 093
条热点专题；编写了反映最新农业立体污染防治学术

水平和科技进展及最新科技成果的37期科研监测快

报；定期向重点领域服务对象发送专业情报信息，通过

微博、微信与微信公众号等多种途径推送情报产品。

根据2016年访问统计结果，门户全年用户访问数超过6
万人次，具有良好的服务效果，成为支撑和保障本领域

科研需求可靠的科技信息门户。

5 结束语

在门户建设过程中，收集用户信息进行服务的同时

应注意隐私保护，文章编译报道时应注意知识产权保

护。无论是个人空间体验，还是资源使用、检索、情报产

品服务的体验，都应着重考虑用户的感受，以及用户使

用过程中的便捷程度。门户工作需要善于结合各类信息

分析工具，汇聚图书馆各类服务资源，实现知识管理。

只有注重数据质量、增强服务深度、改善运行机制以及

完善工作流程，才能提升整个重点领域信息门户的服务

能力，满足用户持续增强的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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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construction background, strategies and service thoughts of NSTL agricultural muti-dimensional pollution portal, and put 
forward the develop idea of semantic knowledge database and quality control method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e of special portals,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key issues and technical measures of building the subject portal resources. Open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portal construction were the important 
measures to expand the service channel, enrich the contents of the knowledge service and enhance service capabilities in the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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