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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设和维护在线服务系统是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履行科技资源管理与共享服务

职能的重要方式。国家病原微生物资源库是我国病原微生物资源领域的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其在线服务系统

www.nprc.org.cn具有菌（毒）种资源目录查询、知识技术交流、相关行业动态与资讯提供等诸多功能。本文阐述在线服

务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及其运行机制，展示共享服务的应用与实践，分析存在问题，为进一步做好国家病原微生物资源

共享服务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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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online service system is one of the main tasks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 sharing service platform,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way to fulfill the function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service sharing. The national pathogen resource center (NPRC) is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 sharing service platform in the field of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 resource 
in China. According to its related management measures of national science &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NSTI) 
and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 resources characteristics, taking “sharing and biosafety” as the basic principle, the 
NPRC constructed and maintained the online service system www.nprc.org.cn. This online service system has many 
functions, such as querying the catalogue of microorganism strain, exchanging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providing 
relevant industry news and information, etc.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online service 
system and its operating mechanism, demonstrates the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of shared services, analyzes existing 
problems,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ing the national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 resource sharing service.
Keywords: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 resources,sharing service,online system, platform for the national 
pathogen resource center , platform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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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9 年 6 月，科技部、财政部印发文件，调

整优化了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体系，形成

了包括国家病原微生物资源库在内的 30 个国家

生物种质与实验材料资源库 [1]。病原微生物是国

家重要战略资源，是进行传染病防治、科研、教

学、药品和生物制品生产、出入境检验检疫等工

作的重要科技基础支撑条件，同时也直接关系国

家生物安全 [2-3]。2004 年以来，我国进一步加强

了病原微生物保藏在内的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

作，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标准 [4-5]。2011 年，在科

技部和财政部支持下，“国家微生物资源平台”

运行工作正式启动，以中国农业、医学、药用、

工业、兽医等 9 个国家专业微生物菌种管理保藏

中心为核心单位共同承担，开展微生物资源的整

理整合和共享运行服务，为我国微生物资源共享

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微生物资源平台建立

了门户网站（www.nprc.org.cn），各领域保藏中

心也相继建立了各自网站，开展对外共享服务。

然而，从覆盖种类和范围来讲，原“国家

微生物资源平台”仅涉及一部分致病性细菌和病

毒，尚未将大部分病原微生物，尤其是未将人间

传染的病原微生物纳入其中。从工作需求上讲，

我国还没有建立针对病原微生物的专门的共享服

务网站，难以满足传染性疾病防控等科研人员对

病原微生物资源共享服务的需求，加之多年来在

我国病原微生物资源保藏机构指定工作开展前，

就存在实物资源保藏分散、重复，菌（毒）种背

景信息标准不一、信息化建设相对滞后、未能很

好地开展统一规范的共享服务等诸多问题 [6]。因

此，在形势发展的需求下，有必要建设我国病原

微生物资源的在线系统，统一描述规范与标准，

建立资源共享机制，做好国家病原微生物资源共

享服务。本文将就此进行研究，探讨国家病原微

生物资源库在线共享服务平台的构建与应用。

1 在线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实现病原微生物资源共享功能是建设和维

护在线系统的核心任务。根据病原微生物资源的

国家生物安全特殊性，依据科技资源信息安全标

准，对平台信息系统进行安全等级保护管理 [7]，

采用必要的信息安全手段，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实现共享服务功能。

1.1 设计原则

共享的方便性、实用性和可及性是在线系

统的设计原则。在设计在线系统页面时应注重排

版和导航，在文字、图像等要素在空间占用上应

注意分布均衡，并采用互联网主流的前后端分离

的软件系统架构进行开发，前端网页应使用轻量

级的构建用户界面渐进式的 JavaScript框架Vue.js
开发，运行速度更快，后台系统采用经典的轻量

级框架Spring + Spring MVC + MyBatis开发，降

低耦合性。同时，在线系统首页页面设计简捷清

爽，功能主题导向明确，以病原资源数据的展示

查询、病原资源的辅助资料下载、病原资源的技

术服务等栏目为主，为用户提供便捷、高效的资

源共享服务，突出实用性。

1.2 基本功能

在线系统主要是面向大众用户和专业技术

人员，提供病原微生物相关的新闻展示、知识文

献学习、资源查询、技术服务、资源目录等保障

应用。同时，在线系统具有定制开发、系统融合

以及可以进一步拓展等功能，主要体现在新闻

动态、知识传播、资源采集、资源目录、数据共

享、技术服务等方面。资源库在线系统功能模块

结构如图 1 所示。

（1）新闻动态。发布病原微生物相关的行业

动态和科研新闻，报道国内外最新的疫情动态，

展示国家病原微生物保藏中心的工作动态及研究

成果。

（2）知识传播。共享病原微生物专业方面相

关的信息资源，展示国家关于病原微生物以及保

藏管理等最新的政策法规、标准以及专业机构的

研究成果和学术成就，提升基层从事相关业务人

员的能力水平。

（3）资源采集。资源库相关单位通过在线

系统后台管理模块对病原微生物资源数据开展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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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修改、审核、删除、提交等信息收集工作。

（4）资源目录。将资源库中保藏的病原微生

物资源数据信息以目录的形式提供给用户，便于

学习、检索。

（5）数据共享。各有关机构产生的高质量

的病原微生物相关数据均可在系统上汇交并公开

展示，以促进相关研究单位之间资源的整合、交

流，实现数据的集中、共享，从而产生更大的社

会效益。

（6）技术服务。向广大病原微生物研究相关

单位提供病原微生物资源相关服务，促进资源的

良性交流沟通，以及资源的合理合法使用。

1.3 整体架构

在线系统采用B/S结构和多层架构，其整体

架构主要分为基础层、数据层、支撑层、应用层

和共享服务层等 5 层，为共享提供更好的技术支

撑。国家病原微生物资源库在线服务系统建设架

构图如图 2 所示。

（1）共享服务层为用户提供病原微生物资源

浏览、查询，相关知识文献下载，技术服务，资

讯动态分享等病原资源的共享服务功能。

（2）应用层为系统主要应用功能，包括支撑

病原数据的采集、分析和比对新闻录入、网站基

本信息管理、知识文献管理、资源目录管理、技

术服务、系统管理等基本应用功能。

（3）支撑层由后台管理系统和前台资源库网

站两大组成部分，实现对所有业务功能和功能模

块的应用支撑，包括统计分析组件、资源采集组

件、数据审核组件，实现整个系统业务流和数据

流的正常运转。

（4）数据层存放业务数据，包括用户数据

库、新闻资讯库、病原数据库、知识文献库、系

统数据库等。

（5）基础层用云服务，在满足总体硬件结构

的基础上，可以大大节省硬件成本，同时享受提

供商给予的一定程度上的安全运维服务。

2 运行机制

在线系统是共享服务平台线上服务的重要

窗口和体现形式，线上系统可以通过多样化、多

渠道、多方位的展示，为用户提供简便快捷的服

务。2019 年 6 月，国家病原微生物资源库共享服

务平台依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中国医

学科学院、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中国科学

院微生物研究所、青海省地方病预防控制所组建

完成，目前已初步建立自己的运行机制。通过健

全平台管理组织架构，逐步健全完善平台（数据

资源平台）、分平台（细菌、病毒、真菌）与各

类资源子库（功能模块）为层级的“金字塔”运

行管理架构。形成依托单位负主体责任，分平台

支撑、分工协作、各有侧重、互为备份的资源收

集整合模式，建立了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国家

病原微生物资源库平台运行机制。

国家病原微生物资源库共享服务平台在运行

图 1 国家病原微生物资源库在线系统功能模块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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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已逐步建立健全了自己的工作制度，包

括平台运行管理制度、编号规则、网络上报制

度、专家委员会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与要求。该平

台目前已制定了定期组织召开工作研讨会制度，

通过各库负责人与联系人定期研讨、交流平台运

行与管理，不断推进平台的运行与服务的完善。

目前，该平台采用线上服务与线下服务相结

合的形式运行并提供服务。线上服务的方便、快

捷，用户可通过线上浏览、检索相关信息，查找

所需服务内容，而对于实物资源以及其他需要实

地提供服务的需求，可以先与资源库相关负责人

联系，以线下服务方式获得服务。平台在线上服

务的基础上，通过线下服务实现了实物资源的共

享与交流。为了更好地做好资源库线下的配套

服务工作，规范实物资源接收与对外提供，资源

库建立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与配套程序文件。为了

进一步保护知识产权，还建立了双方共享协议机

制，保障线下服务的效率与质量。

3 共享服务应用与成效

在遵循开放共享的基础上，以确保生物安

全为前提，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提供共享服

务。同时，在线系统实现与国家资源共享网数据

的对接服务，按照“充分汇交原则、及时更新原

图 2 国家病原微生物资源库在线服务系统建设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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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真实可靠原则、服务有效原则”与科技部资

源共享网进行数据的对接和用户的共通。国家病

原微生物资源库的病原微生物数据可以在线或者

通过excel表形式方便快捷地将数据汇交给资源

共享网，实现资源的共享与集中。

目前，资源库在线系统已实现部分病原微生

物资源的共享服务与应用。这些已实现的共享服

务与应用，在相应领域，尤其在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域中，通过及时向公

众及专业人员共享信息资源，线下提供实物等服

务，为开展诊断试剂、疫苗研发及药物筛选 [8-9]，

进而为疫情防控提供了重要支撑与先决条件。

3.1 发布国家病原微生物资源库第三类病原微生

物目录

研究制定保藏目录是资源共享利用重要手段

和途径 [10]。在线服务系统整理病原数据库中三类

病原数据，提供病原微生物三类病原资源目录，

包含中文名称、外文名称、生物危害程度、保藏

编号、来源历史等信息，不仅向用户展示保藏的

资源信息，而且为领域内专家以及需要获取相应

菌（毒）种信息的有关单位提供资源清单。

3.2 发布中国新冠病毒首株毒株信息

2020 年 1 月 24 日，由国家病原微生物资源

库与国家微生物科学数据中心联合开发的“新型

冠状病毒国家科技资源服务系统”正式启动。该

服务系统启动后，即发布了我国第一株新冠病毒

毒种“新型冠状病毒武汉株 01”，英文名称C-

Tan-nCov Wuhan strain， 编 号NPRC 2020.00001
信息及其电镜照片、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引物

和探针序列等国内首次发布的重要权威信息，并

开展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专题

服务。同时，英文系统同步上线（http://nmdc.cn/
nCoV），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新冠病毒的毒株信

息，及时共享资源信息，为疫情的研究、诊断试

剂以及疫苗的研发提供支撑。

3.3 发布北京新发地新冠疫情及病毒基因组序列

数据

2020 年 6 月 18 日，“新型冠状病毒国家科

技资源服务系统”正式发布了 2020 年 6 月北京

新发地新冠疫情及病毒基因组序列数据。其中

有 3 条数据来自北京市确诊病例基因组序列数据

（NMDC60013902-01、NMDC60013903-02） 以

及环境样本基因组序列数据（NMDC60013903-
03），为北京新冠疫情防控提供了支撑。

4 存在问题与对策建议

病原微生物菌（毒）种资源是一把双刃剑，

具有双面性；一方面可以为科研工作与传染病防

控提供重要支撑；另一方面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

给人类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一旦病原微生物菌

种（毒）被不法分子恶意使用，实施生物武器研

究或生物恐怖袭击，将会给人类带来不可挽回的

重大损失。因此，病原微生物菌（毒）种资源作

为国家重要生物资源，既要保护生物资源，又要

关注可能由病原微生物菌（毒）种资源所带来的

生物安全问题。

在构建在线系统时，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对

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实行分类管理，对实验室

实行分级管理。其中，第一类、第二类病原微生

物属于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由于高致病性病原

微生物菌（毒）种及相关信息属于国家秘密范

畴，其信息与实物资源的对外提供与共享将受到

诸多限制。针对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信息资源与

实物资源提供，平台目前实施审核上报制度，通

过完善的管理制度以及严格审批，保障了资源的

安全。针对在线系统，平台依据保密要求，建立

安全等级保护措施。用户可以按照平台的相关规

章制度，提出申请，提供材料，通过审核、签订

协议，完成线下实物资源的获取。

除线上线下共享信息与实物资源外，平台

下一步还可以为有需求的机构提供菌（毒）种鉴

定服务；利用已经建立的检测鉴定方法，为用户

提供生物活性鉴定与评价服务；利用保藏技术和

设施的优势，为有需求的机构提供委托保藏、公

开寄存等技术服务 [11]；还可以通过合作与交流形

式，为用户提供人员进修与学习机会，通过线下

服务与线上服务紧密结合、相辅相成，持续为用

户提供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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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病原微生物保藏，提升我国病原微生

物资源自我保障能力，事关国家生物安全和核心

利益。在全球生物安全形势日益复杂多变的情况

下，进一步规范我国病原微生物菌（毒）种保藏

管理，特别是将我国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及

其相关数据规范地“写”在自主建设的国家科技

基础资源数据中心和库（馆）中，是提升我国实

物资源和数据库权威性、发挥引领作用的重要举

措，也是国家病原微生物资源库共享服务平台的

重要职责。

2017 年，科技部《“十三五”生物技术创新

专项规划》指出，目前全球生命科学已经进入大

数据、大平台、大发现时代 [12]，科学数据作为大

数据时代最基本、最活跃的一类科技资源，是科

技创新的重要产出和动力源泉 [13-15]。在大数据背

景下，推动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有利于提高数据

质量、促进数据持续、有序积累，促进有效流通

与利用 [16]。建立基于大数据背景下功能强大的服

务平台，正是国家病原微生物资源库共享服务平

台积极努力实现的目标与重要使命。

共享服务平台是资源提供方、资源需求方资

源共享的桥梁 [17]。在线系统共享服务与应用是资

源库在线系统最重要的职能与核心内容。国家病

原微生物资源库平台在“边建设、边服务、边完

善”的工作思路指导下，通过积极收集、整合各

方资源，逐步完善国家病原微生物资源库在线服

务系统功能和共享服务可及性，不断提升我国病

原微生物资源的共享服务能力和水平，满足于我

国传染性疾病防控和国家生物安全需求。随着在

线系统的不断测试以及更新与升级，必将为公众

及领域内从业人员提供更多、更便捷、更优质的

服务与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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