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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技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由资源汇交系统、资源加工处理系统、资源目录服务系统和日志系统4个子系统构

成。该平台体系的建设采用混合式的P2P体系结构。这种体系结构是用一台中央服务器来存储各节点资源的元数据信息，而

各个资源节点服务器则负责存储科技资源数据。这样的混合式P2P体系结构可以更好地管理元数据，也能够支持进一步的

资源查询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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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2004年，我国启动了“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

建设”项目，其目的是要充分运用信息、网络等现

代技术，对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进行战略重组和系

统优化，以促进全社会科技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

利用，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而我国科技信息资源

的有效整合、共享和服务是其重要建设内容之

’。一。

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和特区，都设有相应的科

技信息工作部门。传统的科技资源共享交换是依

靠组织体系或通过邮件、移动存储设备、CD、DVD

等媒介来完成的。这样的资源共享范围有限，交换

过程耗时耗力，并且传递的资源内容分散，难以实

现统一管理与可靠存储。随着科技信息服务建设

工作的深入开展，各地区都逐渐建立了各自的科

技资源数据库和应用系统。通过对我国各省市信

息科技资源数据库和相关应用系统的调研发现，

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和管理，各地区科技资源分

类体系不一，各个资源数据库和应用系统彼此孤

立，相互之间难以实现资源共享和信息传递，致使

各个应用系统只能是孤岛式的运行，无法实现资

源间、系统间的资源共享和信息联动。

这些现实困难与挑战要求构建的科技信息资

源共享服务平台，能够提供以下服务：便捷的资源

汇交工具，支持异构科技资源数据库的汇交，以使

资源提供者可以轻松地提交共享的科技资源；汇

交资源的加工处理，以保证共享资源的科学性、有

效性；资源的恰当分类与存储，为共享资源提供简

单快捷的访问方式；合理的系统体系结构，支持资

源的分布式存储与统一管理。

2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系统设计

2．1 总体结构

科技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应由资源汇交系

统、资源加工处理系统、资源目录服务系统和日志

系统4个子系统构成。根据项目对用户统一管理

的要求，科技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的用户管理

采用项目统一的用户注册与身份认证系统以及授

权与访问控制系统，根据系统提供的访问接口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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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交互，实现基于角色的用户授权与访问控制。资

源共享服务平台的功能结构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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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功能结构图

2．2 资源汇交系统

资源汇交系统支持资源提交者对科技资源进

行定制，配置科技资源元数据信息，提供科技资源

数据库的访问接口；支持资源提交者进行目录融

合操作，以实现科技资源与系统科技资源标准分

类目录的关系映射，达到资源分类体系的统一。资

源提交者通过资源汇交系统进行相关配置，实现

其科技资源数据库的共享接入与目录融合。资源

汇交系统主要包括资源定制、资源编辑、目录融

合、资源封装与传输、资源解析、资源更新以及操

作日志等模块，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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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资源汇交系统功能模块图

资源定制模块用于建立与科技资源数据库的

连接，并完成元数据配置。其流程为：资源提交者

一18一

选取本地要接人共享的科技资源数据库，根据数

据库类型配置相应的数据库驱动，并填写连接数

据库所必需的参数；测试与本地科技资源数据库

的连接，测试成功则进行元数据信息的填写，否则

返回前一步即数据库连接配置⋯；选择资源汇交模

式(集中模式和分布模式)，集中模式则将科技资

源数据库的全部数据连同所提取的数据库信息以

及元数据信息一起提交到资源中心，而分布模式

则只提交所提取的数据库信息以及元数据信息。

此模块提取的数据库信息、元数据信息以及所选

择的汇交模式信息均存储在XML文件中⋯，同时

将资源提交者的用户ID、数据库大小、日期、IP地

址等信息写入操作日志。

资源编辑模块用于资源提交者对已定制的资

源进行修改，可更改数据库连接配置以及元数据

信息。更改完成后对原XML文件进行更新，同时

将用户ID以及所做的更改操作写入操作日志。

在获取的数据库信息及元数据信息的基础

上，目录融合模块支持资源提交者建立其科技资

源目录，然后实现与系统科技资源标准分类目录

的关系映射，从而将资源提交者汇交的科技资源

数据映射到统一的分类体系中，实现科技资源的

统一分类。目录融合完成后，科技资源数据表信息

及其所属目录信息同样以XML文件存储。

针对集中汇交模式，资源更新模块用于实现

资源中心与本地科技资源数据库的同步，将本地

科技资源数据库中的原始数据的修改以及新增数

据更新到资源中心，保证资源中心与本地科技资

源数据的一致性。新增的数据所属目录与其所属

数据表保持一致。

资源封装与传输模块用于对包含各种配置信

息的XML文件(如数据库信息、元数据信息、汇交

模式信息和目录融合信息等)以及科技资源数据

(针对集中汇交模式)进行格式转换和统一封装，

建立与资源中心服务器的通信连接，将封装好的

数据传至资源中心服务器。

数据资源解析模块用于在资源中心服务器端

对所接收到的数据包进行解析，获取由数据包封

装的相关配置文件(包含数据库信息、元数据信

息、汇交模式信息和目录融合信息等)以及数据文

件(针对集中汇交模式)，通过配置文件解析、标准

器一多懒／≮～．o帆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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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映射、实体数据存储等过程，最终实现科技资

源的汇交。

操作日志模块是资源汇交系统与日志系统的

接口。在资源汇交系统中用户(资源提交者)的相

关信息、所提交资源的相关信息以及操作信息通

过操作日志模块记录，并按照一定格式存储，提供

给日志系统。

2．3 资源加工处理系统

资源加工处理系统负责对资源汇交系统所汇

交的数据进行审核和加工处理，实现资源加工处

理的流程化管理，为资源目录服务系统提供有效、

科学、权威的科技资源数据。资源加工处理系统主

要包括资源审核模块和数据标引模块(图3)。

臣垂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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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资源加工处理系统功能模块图

资源审核模块用于对汇交到资源中心服务器

的信息和数据进行审核，实现汇交资源的质量控

制。对于资源审核模块汇总待审核的任务，根据审

核级别的不同，审核员将接到不同的审核任务列

表，最终通过各级审核都的资源能够被用户访

问。

资源加工处理模块用于对通过审核的科技资

源数据进行主题分析和主题标引，支持标引的增

加、删除、修改和浏览；此外，此模块还负责数据的

定时转移，在设定的时间段将已完成主题标引的

资源数据转移到相应的存储位置或存储数据库，

以供用户访问。

2．4 资源目录服务系统

在相关科技资源分类体系标准规范的指导

下，资源目录服务系统负责建立科技资源标准分

类目录，并支持对分类目录的增加、删除和修改等

管理行为：将汇交的有效科技资源数据以目录导

航的方式提供给用户访问，同时提供目录服务访

问接口，为其他应用系统集成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的建设成果提供支持。资源目录服务系统包括目

录建立、目录管理、访问接口、目录导航以及操作／

访问日志等模块(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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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建立模块用于建立系统科技资源标准分

类目录，而采用的分类体系标准均按照项目标准

规范的内容要求执行，即为同时采用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社会经济目标分类、学科分类、地域分类

和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分类五大分类体系。目

录分类编码均按照国家标准执行。

目录管理模块用于对建立的科技资源标准分

类目录进行增加、删除和修改等操作，使系统具有

一定的扩展性。资源目录服务系统所建立的科技

资源标准分类目录将提供给资源汇交系统，用于

目录融合模块中。

访问接口模块是为汇交的有效科技资源标准

分类目录提供的，为其他应用系统集成资源共享

服务平台的建设成果提供通道。

目录导航模块响应用户的请求，为用户提供

统一的科技资源目录视图，通过与访问接口的交

互，使用户可以按目录层级浏览资源，从而实现资

源的分类导航。

操作／访问日志模块记录管理员用户的具体

目录管理操作，如删除了哪个分类体系下的哪个

目录节点，使管理操作都有据可查；同时，还记录

用户对资源的访问情况，为今后用户的个性化服

务以及相关统计分析工作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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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志系统

日志系统是为了满足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系统

管理的需求，为系统管理员提供基本的操作历史

数据和访问历史数据，并按照不同的类别将日志

数据以友好的方式呈现给系统管理员。此外，还支

持基于用户、日期等关键字的日志数据查询，使系

统管理员能更加快捷地查找所需记录。日志系统

主要包括资源汇交日志、目录操作日志、资源访问

日志以及日志检索等模块(图5)。

； 资源汇交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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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日志系统功能模块图

资源汇交日志模块用于呈现资源汇交的日志

信息，主要包括资源提交者的用户ID、数据库大

小、提交日期、IP地址等信息。目录操作日志模块

用于呈现目录操作的日志信息，主要包括管理员

的用户ID、IP地址、操作时间、操作类型等信息。资

源访问日志用于呈现资源访问情况的日志信息，

主要包括用户ID、IP地址、访问时间、访问的资源

等信息。而日志检索模块则用于快速查找所需的

日志信息，可以根据用户名查找其关联的所有日

志信息，或查找某一时间段内的所有日志信息。

3 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体系结构

计算机对等网(Peer—to—peer network，P2P)

技术能够对元数据信息进行管理，并进行资源查

询检索，是目前流行于国际计算机网络技术研究

领域的一个热点。在设计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时候，

应充分利用这种先进的技术。

3．1 P2P简介

根据文献【4】，P2P可定义为：

定义1 P2P即对等计算，是一种新的分布

式计算模式。这种计算模式组成的网络中，节点之

--20---

间的地位是对等的，网络中的所有节点共享它们

的部分硬件或软件资源；这些共享资源能被其他

对等节点直接访问而无需经过任何中间节点；每

个节点既可以是数据和服务的提供者，也可以是

数据和服务的需求者。

从P2P的定义可以看出，网络中的节点既可

以获取其他节点的资源或服务，同时又是资源或

服务的提供者，即兼具客户机和服务器双重身份，

因此P2P是一种分散的、分布式的资源管理模

型。

P2P系统在实际的产品实现中存在着多种不

同的结构，如，FreeneO51、Gnutellat6】等采用的所有

节点完全对等的纯P2P结构，Napster／7l采用的带

有中央服务器的混合P2P结构，Kazaa／81采用的具

有多个超级节点的P2P结构等。

3．2 混合P2P

根据文献[9】，混合P2P结构可定义为：

定义2 如果一个分布式网络结构满足下面

的两个条件，则可以称为混合P2P结构：(1)除去

一个节点外，满足定义1；(2)必须有一个中央节点

(目录节点)专门提供服务，此节点仅提供服务而

不向其他节点提出请求。

从本质上说这种结构并不是纯粹的P2P，因为

这里存在一个中央节点，但是这里的中央节点不

同于传统C／S模式中的服务器，其仅仅负责维护

整个系统中所有内容的目录索引，并不存放真正

的文件内容。当节点加入系统时，需要向中央节点

进行注册登记节点的有关信息和所共享文件的目

录。当需要查询某个文件时，对等节点会向中央节

点发出文件查询请求。中央节点进行相应的检索

和查询后，会返回符合查询要求的对等节点地址

信息列表。查询发起的对等节点接收到应答后，会

根据网络流量和延迟等信息进行选择，与合适的

对等节点建立连接，并开始文件传输。

3．3 基于混合P2P的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体

系结构

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将部署在各个资源节点

上，最终整个平台将由一组资源节点服务器和一

个中央服务器组成。一个资源节点服务器通常为

某个拥有资源的科研机构或部门所有，由他们负

责管理运行，这样可以更好地对资源数据进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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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更新、存储和管理。而通过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提取其元数据信息，在中央服务器存储并建立索

引，这样用户就可以按目录浏览资源节点服务器

上的资源。

与MP3共享软件Napstert71、科学实验数据共

享软件SciPorttl0。111相似，资源共享服务平台采用

混合式的P2P体系结构来共享和集成科技资源数

据(图6)。

图6 混合式P2P体系结构

所有资源节点服务器就是通过混合式的P2P

体系结构连接在一起。这种体系结构用一台中央

服务器来存储各节点资源的元数据信息，而各个

资源节点服务器则负责存储科技资源数据。这样

的混合式P2P体系结构可以更好地管理元数据，

也能够支持进一步的资源查询检索。不过，在资源

共享服务平台的体系结构中，中央服务器还可以

存储一部分科技资源数据。

每一个资源节点服务器都安装着一套完全相

同的软件系统即资源共享服务平台，资源节点服

务器可以作为服务器独立运行。科技资源数据存

储在本地，而每当增加元数据信息时，元数据首先

添加到本地服务器(即资源节点服务器)，然后再

发送到中央服务器。而目录信息的增加和修改也

同样如此。

中央服务器首先是一台目录服务器。与传统的

文件共享系统(如Napsler)不同，它除了保存着文件

名及其存储位置信息外，还包含有更丰富的信息。

中央服务器存储着各个资源节点服务器发来的元

数据，并根据资源节点服务器发来的目录信息，建

立一个覆盖所有节点资源数据的统一目录视图，在

用户权限认证通过的情况下，用户可以连接到资源

节点服务器，获取具体的科技资源数据。

4 结语

根据我国科技资源的建设现状，科技资源的

分布式存储与统一管理要求的矛盾，以及应用系

统彼此孤立与信息共享、信息联动之间的矛盾，本

文对科技信息的资源共享服务平台设计进行了探

索，提出了一种面向科技信息的资源共享服务平

台设计模式。该方案采用混合式的P2P体系结构，

用一台中央服务器来存储各节点资源的元数据信

息，而各个资源节点服务器则负责存储科技资源

数据。这样的混合式P2P体系结构可以更好地管

理元数据，也能够支持进一步的资源查询检索。在

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取得了比较理想的应用效果。

希望这种体系结构设计能为其他以科技资源共享

为基础的项目提供软件运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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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科技政策与管理学术年会在西安举行
本刊讯2009年10月16—17日。以“经

济危机背景下的创新政策与管理”为主题的第

五届中国科技政策与管理学术年会暨研究会

理事会在西安交通大学举行。来自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

学、大连理工大学及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

术信息研究所、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等众多高

校及科研院所的200余名科技政策与管理领

域的研究人员参加了本届年会并进行了交

流。本次年会共设科学学基本理论与学科建

设、经济变化与科技创新、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与科技体制改革、自主创新与企业创新能力、

区域创新与社会发展等5个分会场，共有40余

篇论文进行了宣讲与交流，许多思想与观点引

起了参会人员的共鸣。来自东北师范大学政法

学院的许志峰教授提出了大科学观雷达模型，

设计了以数学科学、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社会

科学、思维科学、哲学科学6大模块为基础的中

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来自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学院的胡平研究团队就我国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资助效果的评价方法、评价指标和主

要结论等进行了阐述；来自西交利物浦大学管

理系曹碹玮以鲁尔区钢铁产业集群为例对组织

学习与集群发展路径演化进行了分析，发现区

域内核心组织的组织学习对于整体区域的发展

路径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等。其他比较受关注

的议题还有科学计量、知识发现、技术创新、产

业创新等。大会研讨内容既涉及理论探讨，又

不乏实践指导，达到了为构建创新型国家提供

理论参考和决策借鉴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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