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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数据的安全性和可信赖性对于面向用户的公共存储至关重要。我国国家层面的科学数据政策体系还不

完备，科学数据仓储建设还较薄弱，在数据仓储评估认证方面还存在空白，迫切需要了解国际的前沿动态。本文选取

荷兰的数据认可印章（DSA）为调查对象，详细阐述DSA的组织架构、标准架构、评估认证流程，介绍DSA与国际科联

世界数据系统（ICSU-WDS）联合提出的可信数字仓储的核心认证机制。结合DSA数据认证机构的经验，提出对我国科

学数据仓储认证和相关标准制定的思考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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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curity and trustworthiness of scientific data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to user-oriented public 
depository. Because the scientific data policy system at the national level is not complete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data repositories is relatively weak. There even exists gap in assessment and certification 
of scientific data repository, thus it is urgent to learn and understand more advanced world experiences i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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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科学数据仓储是开展科学数据汇聚、管理和

共享服务的重要基础设施。科学数据仓储的核心

目标是确保数据的真实、可靠、完整和可用性，

国际上将数据仓储具备的这 4 种特性称之为“可

信任”。可信数字仓储（Trusted Digital Reposi-
tory，TDR）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

（Research Library Group，RLG）于 1996 年提出，

2002 年进一步明确了可信数字仓储的属性及特

点。RLG和保存与获取委员会 [1]将可信数字仓储

描述为“一个可信数字仓储的任务为现在和将来

提供可靠的、长期可访问的、在其管理社区内的

数字资源”。而“认证”是指由国家认可的认证

机构证明一个组织的产品、服务、管理体系符合

相关标准、技术规范或其强制性要求的合格评定

活动 [2]。科学数据仓储的认证即指由认证机构证

明数据仓储管理能力和可信任性（trustworthy），
既要得到数据提供方的信任，获得存放数据的机

会，提升数据仓储长期吸引、汇聚、保存数据资

源的能力，又要得到用户对仓储的信任，能够放

心地使用这些数据，提升该数据仓储的应用水平

和社会影响力 [3]。

目前，已经成立的可信数据仓储认证标准

或机构有：荷兰皇家科学院下属的数据认可印章

（DSA）、美国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

发布的《可信数字仓储审核与认证：指标体系与

核查表》[4]、ISO发布的数字档案馆认证国际标

准《可信任数字馆藏的审计和认证》（ISO 16364）
等 [5]。2009 年，国际科联世界数据系统与荷兰数

据认可印章DSA合作建立了对可信数字仓储的核

心认证机制（the DSA and WDS certification）[6]，

共同开展对科学数据仓储机构的评估认证工作。

本文拟介绍国际数据机构推荐认可的DSA
的发展历程，阐述其针对数据仓储的评估指南和

认证体系，提出其理念、经验和发展特点，为我

国开展科学数据仓储可信任性标准及认证工作提

供借鉴和启示。

1 DSA的组织管理系统

1.1 DSA概述

2005 年，荷兰皇家科学院和荷兰科学研究组

织共同建立了数据归档和网络服务并赋予该项目

数据发展认可印章的任务，以确保存储数据能被

发现、理解和使用。2009 年，DSA被移交给一

个国际理事会，即DSA Board，并由该理事会管

理和继续发展评估指南和同行评审流程 [7]。

DSA由DSA社 区（DSA Community）、DSA 
联合会（DSA General Assembly）和DSA 理事会

（DSA Board）三部分组成。

DSA社区由拥有DSA认证仓储的所有机构

组成，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DSA共有 60 个

社区成员，其中欧洲有 50 个，美洲有 7 个，非

洲有 1 个，全球性组织有 2 个，如图 1 所示。目

前，DSA认证机构主要分布在欧美国家，亚洲地

区被认证机构为 0。

field. The paper selects Data Seal of Approval (DSA) as research objective. DSA’s organization structure, standard 
architecture, assessment process, core certification and the mechanisms for trusted digital repositories that set 
up by DSA and WDS are introduced and discussed.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 experience of DSA, the paper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certification for scientific data repositories and trustworthy standards in China. 
Keywords: scientific data management, certification, trustworthiness, DSA, data repositories

图 1 DSA社区成员各大洲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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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A联合会由DSA社区中选举产生。联合

会选举产生DSA理事会，在必要时向理事会提供

建议。联合会成员每年最多进行 3 次同行评审，

以确保DSA在团体主导下的可持续发展。现任

DSA联合会由 ICPSR、UKDA等机构的 21 个成

员组成 [8]。

DSA 理事会处理DSA 社区的日常事务、管

理和监督DSA评估流程并负责召集联合会活动。

DSA 理事会由 6 ～ 8 个成员组成，每个偶数年从

联合会机构代表中选举产生，任期两年。理事会

在任期内须考虑DSA指南和规程的修订，所有变

动在当前印章周期结束时提出 [9]。2016 年 1 月 1
日新任命的理事会成员分别来自斯特拉斯堡天文

数据中心（Strasbourg Astronomical Data Center，
CDS）、DANS、莱布尼茨学会社会科学研究所

（GESIS-Leibniz Institut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都柏林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芬兰社

会科学数据档案（Finnish Data Archive，FSD）、

UKDA、CINES 和MPI。
1.2 DSA标准架构

1.2.1 标准指南概述

DSA利用可信数字仓储的核心认证机制对

科学数据仓储机构进行评估认证，通过科学数

据仓储认证证明数据仓储管理能力和可信任性。

DSA主要是通过规定的评估指南来检验数据生

产、存储、使用和复用方面的质量，将符合指南

要求作为DSA理事会授予数据仓储数据批准印

章的前提。评估指南内容是依照现有国家级或国

际上的数字化数据存储指南来制定的 [10]。评估

指南的基本原则有以下 5 条：第一，数据可从网

上发现；第二，在个人信息和知识产权相关法规

的允许下，数据是可获取的；第三，数据以可利

用的格式提供；第四，数据是可靠的；第五，数

据可通过永久标识引用 [11]。评估指南和 5 条原则

主要针对 3 个利益相关者，即数据生产者、数据

仓储和数据用户。数据生产者对数字化数据的质

量负责；数据仓储对数据管理（数据保存及可用

性方面的质量）负责；数据用户对数据使用质量

负责。

1.2.2 指南详细内容

DSA 评估指南主要包括 16 条，分为三大部

分：一是针对研究数据的质量；二是针对数据仓

储的机构与程序；三是针对研究数据的使用质

量 [12]（表 1）。
1.2.3 DSA-WDS核心认证评估指导

世界数据系统（WDS）的主要任务是开展

科学数据和信息的收集、交换和服务，同时应国

际科学联合理事会（ICSU）的要求，承担了一

系列重要的国际科学计划申明要保存的数据的管

理 [13]。WDS和DSA于 2009 年开始合作建立可信

数字仓储核心认证机制（Core Trust Seal），该认

证在简单性、健壮性和需要完成的工作之间取得

平衡。2014 年年初，成立了联合工作组来协调

简化认证选项阵列，改进和激发科学数据的核心

认证服务。WDS-DSA标准和认证理事会通过与

欧洲研究数据联盟（the European plug-in of the 
Research Data Alliance）、数据归档和网络服务

（DANS）的合作项目，正在研究建立一个评估指

导系统，该系统依据 16 项指南，提出相应的 16
项评估指导。

评估指导 1：仓储要把保存数据、保证数据

可访问作为明确的使命。

评估指导 2：仓储要制定并维护用于数据访

问和使用的许可，并监督数据使用者遵从相关

许可。

评估指导 3：仓储要制定持续性计划，确保

仓储内的数据保存和使用的可持续性。

评估指导 4：仓储保证在数据的创建、访问、

使用过程中，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

评估指导 5：仓储要具备充足的资金和专业

的工作人员，制定明确的管理制度有效地践行

使命。

评估指导 6：仓储要采取相应机制确保专家

指导和反馈的持续性。

评估指导 7：仓储必须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

真实性。

评估指导 8：仓储保存的数据和元数据必须

符合相关标准，确保数据对用户的易懂性和关



·专题研究：科技资源管理研究·韩雪华等：荷兰数据认可印章科学数据仓储认证及启示

─ 17 ─

联性。

评估指导 9：仓储要采用文件化的程序管理

数据的归档和存储。

评估指导 10：仓储要承担长期保存数据的责

任，并制定相关的规划与文件。

评估指导 11：仓储要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来

处理技术数据和元数据，并提供足够的信息供用

户进行数据质量评估。

评估指导 12：仓储的数据归档要根据明确清

晰的数据周期工作流进行。

评估指导 13：仓储允许用户发现数据，并以

合理方式持久地引用。

评估指导 14：仓储允许重用数据，并确保有

标准的元数据用于对数据的理解和使用。

评估指导 15：仓储在支持的操作系统和其他

核心基础设施软件上可以运行良好，并使用适合

的硬件和软件技术服务指定社区。

评估指导 16：仓储的技术基础设施要能够为

其数据、产品、服务和用户提供保护。

2 DSA评估及认证

2.1 评估标准

DSA的 16 项评估指南参考以下 5 个级别

（0-4）开展评定。0 代表不适用；1 代表未考虑；

2 表示有理论性的概念；3 表示在实施阶段；4 表

示完全遵守并实施。在当前的 16 项评估指南中，

指南 1、指南 2、指南 7、指南 8、指南 10、指

南 11、指南 12 和指南 13 等 8 项评估指南最低要

求为“3”。另外的指南 3、指南 4、指南 5、指南

6、指南 9、指南 14、指南 15 和指南 16 等 8 项

评估指南最低要求为“4”。如果一个数据仓储符

合指南第 4 条到第 13 条，其数据生产者达到指

南第 1 条到第 3 条的要求，数据用户达到指南第

14 条到第 16 条的要求，则被认定为可信的数字

仓储（TDR）[14]。

2.2 认证流程

DSA可信赖认证主要包括两种认证方式：

自我评估和第三方认证（包括主管机构或资助

表 1 评估指南详细内容

序号 指南内容 指南侧重点

指南 1
DSA要求数据生产者在将数据存入数据仓储时，提供充足的信息以供他人评

估数据的质量并遵守相关的学科和伦理规范

第 1-3 项主要涉及研究数据质量。研

究数据质量主要包括：科学与学术价

值、研究数据及辅助信息的存储格式、

针对研究数据的说明文档（元数据或

是背景资料）

指南 2 DSA要求数据生产者按照数据仓储推荐的格式提供数据

指南 3 DSA要求数据生产者按照数据仓储的要求在提交数据时一并提交元数据

指南 4 要求数据仓储拥有并发布数字化存储领域的明确任务和使命

第 4—13 项规定了针对数据仓储的机

构与程序的要求。数据仓储的质量取

决于以下两点 :一是数据仓储组织框

架的质量；二是数据仓储技术基础设

施的质量。DSA认为，可信数字仓储

机构应拥有健全、可靠的财政基础、

组织基础和法律基础

指南 5
要求数据仓储进行尽职调查以确保符合法律法规和契约，必要时还应包括以

人为对象的保护规定

指南 6 要求数据仓储按照有据可查的流程和步骤管理数据存储

指南 7 要求数据仓储有针对数字资产长期保存的规划

指南 8 要求仓储根据贯穿数据生命周期的明确工作流程进行存储

指南 9 要求数据仓储对数据生产者就数字对象的获取和可获得性承担责任

指南 10 要求数据仓储使用户能够发现和利用数据，并能以一种永久的方式引用数据

指南 11 要求数据仓储确保数字对象和元数据的完整性

指南 12 要求数据仓储确保数字对象和元数据的可靠性

指南 13
要求仓储的技术基础设施明确支持国际认可的存储标准（如OAIS）中描述

的任务和功能

指南 14 要求数据用户遵守数据仓储制定的规程

第 14—15 项主要针对数据用户使用

研究数据使用的质量
指南 15

要求数据用户遵守并同意相关领域普遍认可的交换与合理使用知识与信息的

行为准则

指南 16 要求数据用户尊重数据仓储有关数据使用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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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审查）。通过认证后可在其网站上展示

DSA标识。DSA评估认证过程主要包括 3 个

环节（图 2），即自评、同行评审和印章展示。

DSA提供相应的评估认证在线工具。

在自评阶段，申请者首先在指定页面提交申

请表，收到用于登录在线工具的用户名、密码和

登录链接后启动自评。申请者登录在线工具对 16
项指南逐项做出解释说明，并提供相应材料证明

其达到了每项指南的要求并说明符合程度。自评

通常需在 3 个月内完成。

自评提交后进入同行评审阶段。同行评审由

DSA理事会指定人员完成，人员范围包括专业审

核人员、理事会成员、相关领域内有资格人士。

评估依据主要包括：自评中的陈述说明与指南是

否符合、与指南要求的级别是否一致、是否有相

应的说明文件等。同行评审通常需在 2 个月内完

成。在适当情况下，理事会可采取相应措施保证

同行评审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同行评审有以下两

种结果。

结果一：申请方需补充更多材料。说明申请

方自评已被审核，但现有证明材料未能达到DSA
认证要求。申请方需再次登录，根据审核人员意

见，提交修订后的申请和证明材料。修订版申请

以及增加的材料继续被审核，直至达到DSA的认

证要求。该过程可重复多次，若申请方与审核员

之间发生分歧，可联系理事会进行沟通。

结果二：通过认证。申请方将收到授予DSA

认证的系统通知和DSA提供的HTML代码。可

将DSA的标识和机构链接展示在其网站页面。同

时，DSA将在官网上发布通知，认定新的DSA
成员，并公开该仓储在申请过程中提交的证明

材料。

DSA的评估与认证还包括更新与延续环节。

DSA认证是无限期的，但如果要长期保持DSA
的认证，数据仓储需要定期进行更新维护，以

符合DSA发布的最新标准，并展示最新的DSA
标识。

3 启示

自 2015 年 8 月 31 日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

据发展行动纲要》[15]以来，在各个行业领域加强

了科学数据基础设施的发展，作为核心基础设施

的科学数据仓储如何汲取国际经验，加强其自身

的规范化建设是一个急迫的课题。我国科学数据

仓储（数据中心）长期存在着分散薄弱、规范不

一、难以持久等问题。与科学数据仓储建设薄弱

相对应。DSA作为通用基础的科学数据仓储认证

机构，广泛适用于不同背景下的存储机构，包括

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数字仓储、科学数据

仓储等 [16]，其认证理念、认证过程对于我国科学

数据管理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发展具有借鉴和

启示作用。

（1）DSA的分层认证、逐步完善的认证流程

对我国建立自主科学数据仓储认证机制具有重要

图 2 DSA评估认证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