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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技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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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一平台建设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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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然科技资源信息共享是促进实物共事的重要手段，建设一个高质量的信息共享平台，可以为自然科技资

源的实物共享提供更加广阔的渠道和有效的保障。国家自然科技资源e一平台建设是国家重要的科技计划项目之一，

2004年1月正式启动，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牵头承担建设。本文主要从设计和技术角度介绍国家自然科技资源

e一平台的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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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formation sharing as a tool could be help to improve sharing of natural resource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The high—quality information—sharing infrastructure can offer all kinds of ways for sharing of

natural resource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give a strong suppofl to it．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n·

frastructure of Natural Resource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an important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pla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It started in January，2004，and implemented by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China．In this article，we introduce how to design the infrastruc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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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技资源是在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的

大背景下提出来的，是指自然生成、有人类科学研

究活动加于其上，并对人类科学技术研究和科学

技术进步起基础作用和支撑作用的物质材料⋯。目

前比较认可的自然科技资源的定义是，自然科学

资源“一般指经过长期演化自然形成(如化石、岩

矿)及人为改造(包括收集、整理等)的、对人类社

会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为人类社会科技与生

产活动提供基础材料，为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起

支撑作用的重要物质资源”⋯。国家科技基础条件

平台提出的自然科技资源主要包括植物种质、动

物种质、生物标本、岩矿化石标本、人类遗传、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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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菌种、实验材料、标准物质八大类资源【3．41。

为扭转我国目前自然科技资源保存与利用中

的无序、分散、流失、低效的局面，需要构建数字化

和网络化的有序、系统、高效的保存利用体系I 51。国

家自然科技资源e一平台建设是国家重要的科技

计划项目之一。e一平台是自然科技资源的信息共

享平台。该平台的建立促进了自然科技资源共

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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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集成资源信息和共享服务的共享平台，提

供了有利于共享和可持续发展的技术保障，从而

促进共享参与主体的目标一致，减少和消除共享

中矛盾和冲突，进而实现共享行为的巨大合力。

1 国家自然科技资源e一平台综述

1．1 建设背景

国家自然科技资源e一平台(以下简称e一平

台)建设工作，是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自然科技资源综合数据库体系、国家

自然科技资源子门户管理和应用系统(以下简称

“子门户”)、国家自然科技资源虚拟博物馆三位一

体构成了国家自然科技资源信息共享平台，即国

家自然科技资源e一平台。自2004年1月1日正

式启动后，e一平台完成了系统规划、数据管理、环

境建设、系统建设等工作。该平台最终将实现我国

自然科技资源共享信息的高度集成和多方位服

务，综合提高资源信息的利用效率和效益；把自然

科技资源信息共享在数据、系统、管理等层面上做

到高度融合。

平台建成后，可以从信息来源、技术支撑等方

面为信息的共享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弥补国内现

有单一专业资源数据库系统和网站的许多不足，

提升自然科技资源信息和实物的综合服务能力。

1．2 建设目标

按照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整体部署，e一

平台的建设目标是围绕“整合、共享、完善、提高”

的建设思路，按照统一的数据描述标准和数据质

量规范，建立完善的国家自然科技资源信息共享

体系，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八大类自然科技资源

信息进行整合、高度集成为一个集中的、虚拟的自

然科技资源“库”或“馆”，以便于国家更好地管理

和社会更有效地利用自然科技资源。利用平台提

供的图片、音频、视频、3D等多媒体信息进行自然

科技资源的可视化和多元化表达，构建自然科技

资源信息共享网络服务系统，开发平台在科技创

新、人才培养、科学普及等领域的服务功能；实现

平台与国际接轨，形成一个集成、高效、开放、连通

的，具有信息整合共享、信息导航、资源可视化虚

拟展示的国家自然科技资源信息平台，实现我国

自然科技资源信息的全面共享和应用服务，进而

推动自然科技资源的实物共享⋯。e一平台的建设

目标，如图1所示。

图1 e一平台总体建设目标

2 平台设计思想

e一平台在总体设计上，采用成熟的主流数据

整合和信息服务技术，在统一的资源描述规范和

数据整合规范指导下，建立一个详情信息分布式

存储，共性信息集中式管理，提供一站式信息服务

的多层协同、高速并行的信息共享平台。e一平台

的总体建设工作分为如下4个部分：①实物资源

信息化：由各资源保藏单位根据共性描述规范的

要求，完成本单位资源的共性描述信息的加工处

理，然后上报给e一平台；②数据整理和整合：对资

源保藏单位上报的资源共性描述数据进行加工、

整理、整合、质量控制和数据管理；③建设平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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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体系：一套完善、科学的数据库系统，保障数

据的存储和有效利用，e一平台的数据库体系分为

八大类自然科技资源共性描述信息数据库、分类

库、发布信息数据库、资源关联信息数据库、统计

信息库、管理信息库六大类；④建设平台门户系统

和后台管理运行系统：将整合后的自然科技资源

信息进行多角度发布和展示，为用户提供多元化

的信息和知识服务，后台管理系统为整个平台的

管理提供支撑。实物资源信息化工作是整个信息

共享平台建设的基石，是信息共享的前提；数据整

合是数据集中发布的数据基础，而数据发布前的

质量管理是使数据科学、正确的有力保障；平台数

据库提供了数据的存储保障。这些基础工作完成

后才能进行后台管理系统和平台门户的建设。这

几部分工作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3 技术解决方案

平台通过数据转换工具、数据文件汇交等方式获

取共性描述数据，整合到中心数据库，然后通过平

台门户集中发布。用户通过门户检索资源数据，保

证了资源的检索效率。详情信息是资源的特性属

性信息，存放在资源单位的数据库。当用户查询到

一份资源的共性描述信息后，用户还可以发出进

一步的查询请求，查询该资源的详情信息。

为保证国家自然科技资源平台服务的持续与

稳定，平台采用双机热备技术，提供应用服务器及

数据库服务器的冗余备份服务，保证从服务器角

度提供不问断的服务响应。服务器构架如图3所

示。

目前，我国资源数据共享尚缺乏健全机制保

障，资源单位考虑到数据保密和知识产权保护等

诸多因素，无法将本单位全部详情信息发布到互

联网上进行完全共享。e一平台通过共性描述规范 圈3 I务'ttll't$tll

的制定和应用，已经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元数据 系统由2台Web应用服务器采用双机热备方

统一性问题，但平台数据整合范围非常广泛，整合 式，并配备一台磁盘阵列，用以存储大量多媒体数

数据量也将达到千万级别。考虑到系统效率等诸 据；2台数据库服务器放置于交换机DMZ区，以确

多方面因素，采用详情信息分布存储、共性描述信 保数据的安全性；所有服务器均安置于专业硬件

息集中发布的方案是合理有效的解决办法。技术 防火墙后，确保系统整体安全性。同时，为了保证

方案见图2。 分散在不同网段的专家在进行数据评价时，能拥

各资源单位的数据库存放资源的详情信息与 有更快的网络响应速度，还在科研网段进行了评

基于共性描述规范加工整理的共性描述数据，e一 价服务器镜像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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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2 分布存储、集中发布的技术方案

4 取得成果

4．1 引导信息共享工作走入标准化、规范

化轨道

技术标准已经成为国际科技规范化的大趋

势，e一平台项目组制定数据制作和上报的技术标

准和操作规范，从根本上解决了数据汇交和数据

质量的问题，数据整合工作效率明显提高。图像规

范的研制工作有效带动资源图像整合与利用工作

 



专题研究：自然科技资源共享·国家自然科技资源e一平台建设实践

的开展，通过《图像规范》，资源建设单位对图像数

据工作的认知程度和重视程度有了明显提高，资

源单位多媒体信息采集加工水平显著提高，图像

数据质量实现了飞跃。

4．2 通过数据整合工作彻底改变我国自然

科技资源数据分散的局面

经过近4年的建设，e一平台整合的数据从

无到有，逐年加速递增，直至形成目前百万级的

规模。截至2008年3月底，累计共性描述数据量

达到4103357份，累计多媒体数据281212份。数

据来源于全国20多个省市的100多家平台参建

单位。

4．3 双重审查机制切实保障信息共享平台

数据内容的质量

为保障全面、准确、完整的高质量资源数据对

外提供信息共享服务，e一平台开发了格式审查软

件和数据上报软件，利用合理的工作流程和机制

来保障数据的质量。组建了一套专家评价系统为

主的进行资源数据的质量控制系统。专家评价系

统针对通过格式审查的上报数据，聘请各领域知

名专家对上报数据内容的科学性进行评价，确保

数据的权威性。

4．4 实现八大类自然科技资源信息共事

建成完善、统一的资源信息共享服务门户。

通过项目的实施，建成自然科技资源e一平台信

息共享管理与应用系统，同时作为自然科技资源

领域的门户网站，对外提供相关服务。e一平台先

后完成植物种质资源等八大模块资源信息检索

系统及其他总计28个可执行子系统研制开发。

建成资源保藏地信息展示系统，实现资源多元化

揭示。

4．5 与各级门户互联互通。访问量大幅攀升

在共享与互通方面，e一平台处于一个承上

启下的重要位置，它既要实现与国家科技基础条

件平台总门户的无缝链接，也要通过一套接口，

实现与各资源单位(指已经建有独立子平台的单

位)子平台每份资源详情的互访。目前，e一平台

网站(www．ninr．crl)已经成功开通，并拥有了一定

数量的用户群。随着网站影响的不断扩大，网站

用户数量及响应次数也在不断扩大，产生了广泛

的社会影响。

4．6 虚拟博物馆推动自然科技资源领域

科普工作蓬勃发展

在自然科技资源领域，e一平台是最早提出

虚拟博物馆的概念并付诸实践的平台之一。4年

时间里，e一平台坚持不断推广虚拟博物馆概念，

目前有多家单位已建、在建及计划建设各自的

“网络化博物馆”，通过热点专题等信息组织形

式，将多种网络多媒体技术应用于其中。e一平台

在领域内起到了良好的带头示范作用，成功促使

行业内网络化科普工作蓬勃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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