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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3计划资源环境领域项目数据汇交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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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国内科学数据共享的推进，我国科技计划项目的数据汇交逐渐得到重视和发展。本文基于实践，对已经

实施的 973 计划资源环境领域项目数据汇交的进展进行阶段回顾，介绍了数据汇交在政策制定、汇交中心组建、组织实

施策略、汇交环境建设、数据接收管理及共享服务方面的具体做法和进展。并在此基础上，针对 973 计划资源环境领域

项目数据汇交未来在其他领域的推广与汇交数据的深度开发利用进行了初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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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data sharing in china, research data archiving derived from national 
funding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 are valued and developed. Data archiving in national basic research program 
of china (973 Program) in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field was launched in 2008. Based on its practice, the 
paper summarized its main progress in 6 aspects, i.e., data archiving policy, data archiving center building, data 
archiving strategy, data archiving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data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and data sharing.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data archiving, 2 aspects are stressed, i.e., data archiving model, data sharing 
and 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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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8 年，科技部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

划（973 计划）资源环境领域开展数据共享试点，

并依托于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建立 973 计划资源环境领域项目数据汇交管理中

心，开展我国科技计划项目数据汇交的实践 [1-2]。

973 计划资源环境领域项目数据汇交的内容是项目

在研究过程中新产生的各类数据，具体包括新增

原始数据、研究分析数据以及应用软件等 [3]。新

增原始数据指项目产生的观测数据、监测数据、

探测数据、试验数据、实验数据、调查数据、考

察数据等。研究分析数据指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

和加工后形成的数据。应用软件指项目支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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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处理、加工和分析软件及其使用说明。973
计划资源环境领域项目数据汇交工作自 2008 年 3
月启动以来，已经有 2 年多的进展。本文将基于

这一数据汇交试点的实践，对其进展进行回顾和

分析，以期形成共识，为我国科技计划项目数据

汇交的推广提供借鉴，促进科技计划项目产生数

据资源的共享效益。

2 数据汇交实践
973 计划资源环境领域项目数据汇交在实施

过程中，主要包括 6 个环节，即数据汇交管理办

法的制定、数据汇交中心的组建、数据汇交实施

策略、数据汇交环境建设、数据接收和管理、数

据共享服务。

2.1  数据汇交管理办法与数据汇交中心

数据汇交管理办法主要回答 3 个方面的疑

问：（1）数据交到什么地方去？（2）交什么？怎

么交？（3）数据汇交后的权益如何保护？ 2008
年初科技部制定了《973 计划资源环境领域项目

数据汇交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内容包

括数据汇交的组织管理、汇交内容、数据汇交计

划、数据汇交流程、数据管理、权益保护、监督

与信用管理等，系统回答了需要解决的这三大疑

问。

针对疑问一，数据交到什么地方去？《办

法》规定要建立数据汇交管理机构，即数据汇交

中心。该中心将在科技部的领导下，具体负责数

据的接收、归档、管理和共享服务。

针对疑问二，交什么？如何交？《办法》规

定汇交的数据内容包括项目新增原始数据、研究

分析数据以及应用软件等，汇交的数据集应有元

数据和数据说明。在汇交方式上，要求汇交的项

目数据以数字化形式提交，数据标准按数据汇交

中心规定的标准执行。《办法》同时确立了数据汇

交的工作流程，具体包括 4 个阶段，即数据汇交

计划制定阶段、数据汇交准备阶段、数据汇交阶

段和数据管理与共享服务阶段。

针对疑问三，汇交后的数据权益如何保护？

《办法》规定对汇交数据进行分类、分级存储和管

理，确保项目数据的物理安全，不得擅自修改和

删除汇交的项目数据。项目数据可设置保护期，

其中保护期内的项目数据仅供项目和课题承担单

位及其授权范围内的用户访问和使用；保护期结

束后，数据汇交中心以在线、离线等方式分期、

分批向全社会提供数据共享服务。用户利用汇交

数据产生的研究成果须注明数据源。

2009 年科技部依托于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

家重点实验室成立“973 计划资源环境领域项目

数据汇交管理中心”。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则承担数据汇交的具体工作。数据汇交

中心采用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理事会由

973 计划资源环境领域的咨询和项目专家组成员

组成。理事会下的协调办公室设在科技部基础司

基础性工作与综合处。数据汇交中心设置综合办

公室、标准规范研究组、数据接收管理组、数据

平台开发组、数据共享服务组，分工开展汇交管

理工作。

2.2  数据汇交实施策略

在开展数据汇交工作之初，数据汇交中心确

立了两条基本的数据汇交实施策略。

（1）“分阶段、分类型”的数据汇交实施策略

分阶段是指按照《办法》规定，数据汇交工

作将按数据汇交计划制定、数据汇交准备、数据

汇交和数据共享服务 4 个阶段有序开展。分类型

是指在 2008 年开展数据汇交工作之初，已经实施

的 973 计划资源环境领域项目处于不同的进展状

态，可分为三大类型，即新启动项目、在研项目

（包括中期进展和即将结题项目）、已结题项目。

针对不同类型的项目，根据其当前状态对应不同

的阶段，直接开展相应的汇交工作。不同类型的

项目与数据汇交阶段的对应关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分阶段、分类型数据汇交对应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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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先服务、后汇交”的数据汇交实施策略

数据汇交中心禀承为各 973 计划资源环境领

域项目提供服务的核心理念。在汇交工作开展之

前，数据汇交中心首先征求各项目对于项目研究

和执行中的数据需求，基于中心此前承担的国家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网

的已有数据基础为这些项目提供数据共享服务。

这包括两个方式：一是如果本中心有相关的数据

则直接提供数据共享服务或数据资源加工定制服

务；二是如果本中心没有相关数据，则尽量为其

提供资料的来源渠道或资源导航信息。为了具体

落实数据汇交的协调和共享服务工作，数据汇交

中心还专门设立 4 个工作联络组，分别有专人与

对应项目进行沟通和联系，保障汇交工作的有序

开展。

2.3  数据汇交环境建设

数据汇交工作伊始，数据汇交中心就通过自

身建设落实《办法》规定的各类措施的执行，尽

可能地为各项目数据汇交提供便利的条件。这包

括标准规范制定、汇交软件工具研发、汇交管理

与共享服务平台研发、数据汇交存储环境建设 4
个部分。

（1）数据汇交标准规范：973 计划资源环境

领域产生的数据资源内容复杂多样，类型不一。

为了保证汇交数据的一致性，《办法》规定了数据

汇交要遵从一致的标准规范。为此，数据汇交中

心制定了若干具体的规范，并提前下发到各项目

开展应用。已经制定的标准规范包括数据汇交计

划格式、元数据标准、数据文档格式、数据质量

检查规范、数据光盘刻录规范、首席科学家审查

报告格式、数据汇交工作方案格式等。这些已制

定的规范与国家已经实施的科学数据共享工程和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制定的相关标准规范保

持一致。

（2）汇交软件工具：《办法》规定了所有汇交

数据都必须同时提供数据的元数据和数据文档信

息。为了保证各项目都按统一的标准采集元数据

信息，数据汇交中心开发了元数据汇交工具。这

包括离线采集工具和在线采集工具两类。离线采

集工具是单机版的录入系统，可在 windows 操作

系统下方便使用，具有数据的录入、修改、模板

管理等功能，其界面如图 2 所示。在线采集工具

则是基于 B/S 的网站系统，具有数据在线录入、

修改和管理功能，其界面如图 3 所示。

（3）数据汇交管理与共享平台：面向数据汇

交管理与共享服务两方面的功能需求，开发了数

据汇交管理与共享平台。其数据管理功能包括汇

交数据的进度管理、内容管理、统计管理等功

能，界面如图 4 所示；针对数据用户的需求，开

发了数据的元数据查询和目录服务功能，界面如

图 5 所示。

（4）建立数据汇交的备份存储环境：为了确

保数据的物理安全，数据汇交中心构建了 100TB
存储容量的磁盘阵列存储系统，建立统一编目的

光盘存档系统，实现了双备份的独立存储环境。

2.4 数据接收、管理与共享服务

截至目前，973 计划资源环境领域有 66 个

项目（1998-2010）参加数据汇交，其中已结题

图 2　离线元数据软件采集工具界面 图 3　在线元数据采集工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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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39 个（1998-2006），在研项目 27 个（2007-
2010）。已结题项目已全部完成数据汇交，汇交数

据集 1800 多个，数据量约 2TB。汇交的数据包括

属性数据、矢量数据、栅格数据、文本数据等多

种数据类型。在研项目全部完成数据汇交计划的

编制。数据共享服务工作按照《办法》的规定，

与数据管理同步展开。当前提供的数据服务包括

4 种类型：（1）数据汇交共享服务网站的数据查

询、元数据浏览和信息服务；（2）数据实体的离线

申请服务；（3）部分整编汇交数据的内容访问及再

分析服务；（4）提供数据汇交简报、标准规范及工

作资料下载服务。

3 数据汇交的初步思考
973 计划资源环境领域项目数据汇交工作还

只是开始，面向未来发展，还有很多方面需要不

断完善和提高。结合实践，提出两个方面的思

考：一是如何总结和形成科技计划项目数据汇交

的模式，供相关领域推广和开展数据汇交工作时

借鉴参考；二是如何对已汇交的数据资源进行加

工分析和再利用，实现数据汇交工作的科技支撑

效益最大化。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在实践的基

础上深入分析。笔者在此提出几点看法。

3.1 数据汇交工作模式

数据汇交的工作模式包括政策的制定、政

策的执行和政策的效果落实 3 个部分。这其中涉

及 3 个利益主体的关系，即科技计划项目管理部

门、项目负责人和数据生产者以及数据汇交中

心。只有在其工作模式上，协调好 3 个方面的关

系，才能保证汇交工作的顺利开展。基于 973 计

划资源环境领域项目数据汇交的经验，初步提出

的工作模式如图 6 所示。即在数据汇交工作开展

之前，首先要在政策和制度层面制定数据汇交管

理的办法和条例，并由权威机构发布。在此基础

上，通过遴选已有机构或组建新机构的方式建立

数据汇交中心。在管理办法（条例）的指导下，

同步开展数据汇交中心建设和科技计划项目的数

据准备和汇交工作。最终要在数据接收、管理的

基础上开展存档和共享服务，实现科技计划项目

产出数据的价值和效益。在数据共享的过程中，

数据生产者、数据用户以及存储数据资源的数据

汇交中心之间会产生很多关联，同时也会发现许

多问题。这将进一步反馈到数据汇交中心的建设

和数据汇交工作的流程，进而反馈到数据汇交管

理办法（条例），以确定其是否合理，是否需要完

善。这种正向的工作流程与反向的反馈流程将不

断交互、螺旋式发展，逐渐实现科技计划项目数

据汇交效益的最大化。

3.2 数据资源利用

科技计划项目汇交数据的利用是汇交工作的

最终目的之一，包括数据的重复使用和加工分析

应用。其一，重复使用是共享的基本方式，其关

键在于如何确保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这是数据

共享的基本问题。其二，数据的加工分析应用，

则需要有明确的科学目标导向。由于科技计划项

目汇交数据本身是发散的且不完全以科学目标为

导向，因此如何组织和开发利用这些数据资源有

很大挑战性。就目前的认识来看，将科技计划项

目数据汇交与某些有导向性的国家重大战略、重

大科技计划相结合，有益于数据的开发利用。

图 4　数据汇交进度管理界面 图 5　汇交数据查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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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数据资源的利用，973 计划资源环境领

域项目数据汇交管理中心已经开展了扎实的数

据共享工作，包括：（1）基于数据汇交管理中心

承担的“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地球系统

科学数据共享网”为 973 项目 / 课题提供无偿数

据共享服务；（2）按照《办法》要求，所有汇交

数据的元数据信息将在接收数据 1 个月内，对

外开放，目前接收到的 1833 条元数据全部上网

（www.973geodata.cn），对外开放，提供检索和离

线数据申请；（3）按照数据保护期要求，对于可公

开的数据资料，以离线方式提供数据实体服务，

这要求申请数据的用户提供遵守数据知识产权的

数据使用声明；（4）已经开始并将逐步增加开放资

源的在线下载服务，进一步加强数据资源共享的

力度。以上这些工作为汇交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

创造了基本的共享环境，随着越来越多数据资源

的共享，必将在资源开发利用模式上会有更多的

认识。

4 结语
科技计划项目数据汇交工作是科技资源管理

中的一个热点和难点。本文结合实践，对 973 计

划资源环境领域项目数据汇交在政策制定、汇交

中心组建、组织实施策略、汇交环境建设、数据

接收管理及共享服务方面的具体做法和进展进行

了初步分析。这些工作已经在 973 计划资源环境

领域的数据资源积累、项目研究数据的规范化、

数据共享利用等方面发挥了初步效益。希望随着

各方面工作的推进，不断完善提高，尤其在数据

汇交模式提炼、数据资源深度开发利用等方面进

一步提高认识，充分发挥数据汇交的价值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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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科技计划项目数据汇交管理概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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