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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生物资源是支撑我国蓝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海洋生物产业，需要政府引导、科技主导、产业

创新，需要构建能够贯通三者的示范性产业服务平台。本文对海洋生物产品服务平台的构建与应用进行阐释。该平台

采取“线上信息集成”和“线下服务对接”的模式，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整合市场、企业、专家等多层面数据和信息资

源，帮助客户准确把握所关注行业的发展趋势，为产业的发展和资源整合提供依据，实现了科研、教育、生产不同社

会分工在功能与资源优势上的协同与集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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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ine bioresources is important part of the blue economy of China. To develop the industry of 
marine bioresources, guidance by the government, leading by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of the industry, are 
needed. And a platform which integrates the three elements is required. Service platform for marine biological 
products combines the two modes, online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and offline service consulting. Targeted by 
the market demands, the platform integrates multi-dimension data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 of the market, 
companies and experts. It helps users to seize the trends of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resources. As a successful demonstration of the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it realizes the functional integration and resource synergy of different 
social divisions of labor such as research, education and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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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人类发展至今，陆地生物资源的开发已经趋

于饱和甚至是开发过度。而广袤的海洋能够提供

丰富的生物资源 [1]，是我国蓝色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 [2]。当前，我国大力发展海洋生物资源的开

发与利用，规模不断扩大，但加工转化率较低，

以初级产品为主，技术装备较缺乏，而且对海洋

生物资源的保护形成了威胁，影响了我国海洋生

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发展海洋生物产业，需

要政府引导、科技主导、产业创新。而这三者的

结合，需要一个创新示范性的产业服务平台。

在我国蓝色经济版图中，山东省烟台市海

洋生物资源种类繁多，有着良好的区位优势，扎

实的海洋产业，优良的海洋资源，完善的保障体

系，是全国优势水产品主产区。2018 年，山东省

烟台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了建设海洋经济大市

的战略目标，以山东自贸区烟台片区为契机，推

动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海洋生物产品

服务平台（http://bioblue.yic.ac.cn/）作为烟台海

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公共服务平台应运而生。该

平台的建立解决了政府引导、科技主导、产业创

新三者难以有效结合的问题，为海洋生物资源的

保护、利用一体化提供了创新示范性的产业服务

平台。

目前，我国已经有若干贯通产学研的示范公

共服务平台的成功实践，如“环北部湾海洋生物

产业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服务平台”[4]、“天津市科

技工作者创新创业服务平台”[5]和“黑龙江省科

技创新创业共享服务平台”[6]，虽然这些平台面

向的服务对象不同，具体策略不同，但都对当地

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样地，作为示

范公共服务平台，海洋生物产品服务平台从烟台

市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的总体思路入手，

充分考虑了烟台海洋生物产业链和产业孵化集聚

的需求，以及项目参与单位的相关基础，通过产

业链协同、产业聚集效应和配套服务能力技术创

新及管理创新，采取“线上信息集成”和“线下

服务对接”的模式，配置资源和要素条件，开发

一系列高端的海洋生物产品，服务于一批高端海

洋生物食品和农用制品领域的规模企业的转型升

级和中小微科技企业的规模发展，取得了显著的

成效。

本文将阐述海洋生物产品服务平台的在线系

统结构与功能、运行机制，介绍其共享服务应用

与成效，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相

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海洋生物资源乃至陆

地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参考与借鉴。

1 在线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1.1 设计原则

海洋生物产品服务平台的建设目标是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以行业为主线，整合市场、企业、

用户、专家等多层面数据和信息资源，帮助客户

准确把握其所关注行业的发展趋势，为产业的发

展和资源整合提供依据，并通过数据的累积和技

术更新逐步形成中国海岸带生物产业共性技术公

共服务平台。因此，海洋生物产品服务平台采用

B/S结构设计，使用全栈 Java Web应用框架，包

括一个简单的无状态MVC模型，具有Hibernate
的对象持续，一个基于Groovy的模板引擎，以

及现代Web应用所需的各种组件。平台在功能上

的设计遵循了以下 3 个原则：一是易用性原则。

方便产业界会员浏览和操作，最大程度地减轻后

台管理人员的负担，做到部分业务的自动化处

理。二是可扩展性原则。系统设计要考虑到业务

未来发展的需要，尽可能设计得简明，各个功能

模块间的耦合度小，便于系统的扩展。如果存在

旧有的数据库系统，则需要充分考虑其兼容性。

三是安全性原则。对于敏感的数据通信（如账户

登录），基于安全的通信协议，并在网络入口设

立安全防火墙和路由访问策略，建立入侵检测环

境。通过配备系统级防火墙，进行系统安全加

固，关闭不必要的系统服务及对外端口，保障受

访安全。

1.2 基本功能

海洋生物产品服务平台面向企业、政府、科

研机构，提供海洋生物产品相关的平台大数据概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54卷第1期 2022年1月

─ 42 ─

览、资讯动态展示、生物资源展示、海洋科技成

果、海洋生物专家和产业全景。海洋生物产品服

务平台的在线系统功能模块结构如图 1 所示。

（1）平台大数据概览

围绕企业、专家、互联网信息建立企业信

息资源库、专家信息资源库、企业需求信息资源

库，提供平台检索功能，该功能可通过索引库，

根据关键词搜索企业、资讯、成果、专家、生物

资源、行政审批、政策法规分类的相关内容。平

台大数据同时以创新地图的方式展示。汇集海岸

带产业内相关院所、公共研发平台、企业、孵化

器、重点实验室等创新要素、创新实体。

（2）资讯动态展示

平台首页展示资讯动态最新 10 条信息，可

通过更多链接查看所有的资讯动态信息，以列表

形式，时间降序分页展示资讯动态列表，可通过

标题链接查看审批详情。资讯动态内容来自国家

海洋局网、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网、烟台市海洋

与渔业局网等外部官方信息源。

平台还专门开辟了政策法规和科技计划两

图 1 海洋生物产品服务平台功能的模块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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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专栏。政策法规以列表形式，时间降序分页展

示政策法规信息列表。科技计划根据海岸带产业

发展环境和国家相关科技发展规划，展示科技计

划体系以及科技、人才、公共研发、科技金融专

项等。

（3）生物资源展示

生物资源展示内容包括资源名称、资源简

介、生长环境、分布范围、养殖方式、栽培技

术、主要功效等信息，可通过更多链接查看所有

的生物资源信息，批量生物资源内容可通过资源

数据导入数据库。

在听取企业用户意见的基础上，将该模块

的生物资源展示和商情推荐、供需平台集中在一

起。商情推荐提供面向企业、政府、科研机构的

“互联网+”情报挖掘服务，提供最新动态、知识

产权、产品研发动向等信息。供需平台为企业提

供发布需求入口，针对企业技术问题提供特色的

专家服务与培训。

（4）海洋科技成果展示

该功能模块展示海洋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

其中知识产权部分展示产业内的相关知识产权、

发明专利数据，并实现数据可视化。科技成果除

了后台定时自动采集三大网站海洋科技成果相关

内容（包括研发完成日期、技术成熟度、技术类

型、所在地、完成单位、技术介绍等信息），还

展示本地高校院所待转化的科技成果。

（5）海洋生物专家信息展示

该功能模块展示海洋生物专家的相关内容，

包括姓名、性别、所在地、工作单位、职务、研

究专业、个人简历、成果、论文等信息。该模块

与后端的海洋生物专家库连接，通过专家信息管

理和产学研供需撮合的方式把计算结果展示在前

端页面。

（6）海洋产业全景

海洋产业全景包括企业地图展示和企业链

路图谱。企业地图展示以地图形式展示海洋生物

企业所在地理位置，点击地图标注点位，可查看

当前位置的企业信息。企业链路图谱主要是通过

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对海洋生物企业根据产品

与技术进行聚类分析，建立产业链节点；通过企

业提交的产业链数据进行上下游产业关联，形成

产业链结构；通过数据可视化技术将产业链呈现

出来。

海洋生物产品服务平台的后端管理模块，以

数据融合、获取、管理和维护的方式，在平台前

端展示和对外服务中展现各自的功能；海洋生物

产品服务平台的整合服务模块，通过供需平台和

商情推荐，为高校院所和企业进行撮合，推动从

海洋生物资源到海洋科技成果的转化。

1.3 整体架构

海洋生物产品服务平台采用B/S结构，其整

体主要分为分布式实时检索系统、分布式实时采

集系统、分布式数据存储与管理系统、日志收集

与管理系统和资源状态监控系统，以基础平台访

问接口连接海洋生物产品服务平台的前端平台门

户和后端各个系统。海洋生物产品服务平台的建

设架构如图 2 所示。

（1）分布式实时检索系统

分布式实时检索系统提供平台检索功能。该

功能可通过索引库，根据关键词搜索企业、资

讯、成果、专家、生物资源、行政审批、政策法

规分类的相关内容，结果进行关键词高亮显示。

（2）分布式实时采集系统

该系统实时地从国家海洋局网、山东省海

洋与渔业厅网、烟台市海洋与渔业局网等采集

内容。后台采集任务是定时自动地采集这三大

网站的行政审批相关内容（包括申请人、名称、

日期、结果、类型等信息）、资讯动态相关内容

（包括标题、摘要、作者、发布时间、正文）、海

洋科技成果相关内容（包括研发完成日期、技术

成熟度、技术类型、所在地、完成单位、技术

介绍等信息）、海洋生物专家相关内容（包括姓

名、性别、所在地、工作单位、职务、研究专

业、个人简历、成果、论文等信息）、海洋科技

成果相关内容（包括研发完成日期、技术成熟

度、技术类型、所在地、完成单位、技术介绍等

信息）等。

（3）分布式数据存储与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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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资源、资讯动态、海洋科技成果、产业

全景等相关展示内容包括资源名称、资源简介、

生长环境、分布范围、养殖方式、栽培技术、主

要功效等信息，生物资源内容可通过资源数据批

量导入数据库。数据通过URL去重、内容分析、

动态归类、生成Sphinx索引、结构化数据存入数

据库。

（4）日志收集与管理系统和资源状态监控系

统

海洋生物产品服务平台的日志收集与管理系

统和资源状态监控系统实现了统一日志分析与审

计，为用户提供面向对象的综合网络资源统一管

理，对网络系统中的网络设备和安全设备进行全

面监控和实时告警，确保网络系统、网络设备、

安全设备的正常运行。

2 运行机制

海洋生物产品服务平台采取“线上信息集成”

和“线下服务对接”的模式为用户提供简便清晰

的服务。该平台整合市场、企业、用户、专家等

多层面数据和信息资源，帮助客户准确把握所关

注行业的发展趋势，为产业的发展和资源整合提

供依据。通过数据的累积和技术更新，海洋生物

产品服务平台已经形成了自身的运行机制（图 3）。
海洋生物产品服务平台在运行机制上可以分

为“外部数据融合”“数据获取与管理维护”“平

台展示与服务”三大部分。其中，“数据获取与管

理维护”是整个平台运行机制的核心，不仅管理

维护有关海洋生物资源和资讯政策的两个数据库，

而且从外部数据（包括工商企业信息、海洋局调

研信息、国家知识产权库等）中获取信息，通过

数据采集、清洗、抽取等方法融入平台的数据库。

平台的对外服务由数据库出发，从两个方面

形成产学研供需撮合的服务机制。一是在数据管

理方面，平台通过企业库管理、海洋生物专家管

理和高校院所科技专员管理等 3 个主要模块，以

专家人才为中心，实现企业与高校院所之间的供

需撮合。二是在数据融合与分类关联方面，通过

资讯政策库从抽取需求信息、通过海洋生物资源

库关联科技成果，进一步推动企业与高校院所的

供需撮合。

平台在综合展示方面，形成了创新地图、产

业全景、产业链和企业图谱 4 个主要数据产品，

以平台上的前端功能模块分类展示（图 3）。在对

图 2 海洋生物产品服务平台的整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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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服务上，以产业与学术交流论坛、技术人才培

训、组织产权标准申报和提供数据存储服务等 4
个职能上，构建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良好服务

体系。

在以上 3 个部分运行机制、结合 3 个管理模

块的基础上，海洋生物产品服务平台实现了数据

整合，以平台大数据预览的方式实现了平台内各

个部分数据的统一展示：企业历年注册趋势、资

讯动态每日活跃情况、生物资源数量统计、科技

成果每月增长情况和平台每日访问情况。

3 共享服务应用与成效

海洋生物产品服务平台项目已采集展示海

洋相关资讯 1 万余条，海洋生物资源信息 500 余

条，企业 1 000 余家，科技成果 1 000 余条，已

获得软件著作权 1 项，对外开展技术培训与企业

服务，开展对行业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海洋生物技

术技能培训，累计技术培训 1 000 余人次。海洋

生物产品服务平台作为国家“十三五”海洋经济

创新发展示范项目已经通过验收，并取得了良好

的成效。以下介绍海洋生物产品服务平台的 3 个

典型服务案例。

3.1 海藻资源的数据存储与企业对接服务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自 2009 年起对

黄渤海海藻资源的变迁进行了多年连续的调查和

分析，存入了海洋生物产品服务平台的生物资源

数据库。聚焦天然海藻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开展

了长岛和黄河口区域的海藻场养护与多重生态系

统构建工作，形成了近 326 公顷示范。在海藻植物

资源产业化方面，开展了基于发酵工艺的新型海

藻肥研发与应用工作，2015 年实现产业化，基于

海藻发酵技术形成的海藻肥生产线于 2019 年实现

年产能 30 万 t。海洋生物产品服务平台服务于地方

经济与海藻肥相关企业，成功实现了海洋生物资

源保护与利用的一体化 [7]，为企业和研究所之间的

“产、学、研”实现成功贯通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海洋生物产品服务平台服务于黄渤海区域

海藻的保护利用一体化实践，实现了资源共享效

益、环境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为该海域的海藻

资源提供数据存储服务，并通过在线展示模块在

平台网站上公布。在成功形成海藻场养护与多重

生态系统构建示范后，通过平台的海洋科技成果

模块展示，促成了平台会员单位的接洽联系，实

现了院企合作和产业化。

3.2 支撑组织海洋食品产业中韩专家论坛

海洋食品产业在海洋经济中占有重要的战略

地位。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建设“健康中国”

与“海洋强国”伟大目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8]。

图 3 海洋生物产品服务平台的运行机制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54卷第1期 2022年1月

─ 46 ─

海洋食品产业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海洋产业发展，

产生了极大的海洋经济效益。海洋生物产品服务

平台为烟台海洋食品产业提供了展示和交流平台。

为加强烟台与韩国食品及相关行业间的交

流互鉴，充分利用自由贸易试验区烟台片区启动

的战略机遇，在 2019 年 11 月 11 日至 13 日，烟

台市海洋新兴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主办召开了

“第一届烟台海洋食品产业中韩专家论坛”，海

洋生物产品服务平台和论坛分别在线上和线下将

中韩企业的相关产品进行了展示和推介，对了解

当前我国和韩国的食品产业发展趋势和食品深加

工技术的发展前沿、加强中韩食品科技和产业交

流、推动建立中韩国际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

台，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海洋生物产品服务平台不仅通过产业全景和

海洋科技成果、资讯动态展示 3 个模块为烟台海

洋食品产业提供了展示和交流平台，并且通过平

台内的海洋生物专家库，召集组织了该论坛的专

家进行讨论发言，实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资源

共享效益。

3.3 依托建设海洋生物知识产权服务平台

2018 年 5 月，海洋生物知识产权服务平台依

托海洋生物产品服务平台建设成立。海洋生物知

识产权服务平台发挥了山东智宇知识产权运营公

司的资源优势，通过与海洋生物知识产权服务平

台展开合作，提供信息展示、技术对接、成果转

化、举办论坛、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培训等服务，

构建科技创新服务体系，调动海洋生物产业科研

创新和转化的积极性，促进烟台市海洋生物产业

持续健康发展。

两个平台围绕烟台市中心工作和发展大局，

深入研究和配合烟台市发展方略，与市内外相关

机构建立密切合作，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推进

高校院所与企业、政府与企业、知识产权与资

本的全方位对接，形成技术型企业政、产、学、

研、资的一站式“创新—保护—运营—产业化—

再创新”闭合链条，推动烟台市相关产业及企业

的创新发展、转型升级和动能转换。

海洋生物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在依托海洋生物

产品服务平台建设成立的过程中，海洋生物产品

服务平台通过其生物资源展示和海洋科技成果展

示模块为前者提供了信息展示功能，通过与平台

企事业会员单位的数据信息，实现了技术对接和

成果转化的服务。此外，这两个平台还通过举办

论坛和培训班进行知识产权管理标准的宣传和培

训服务，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4 存在问题与对策建议

（1）“科学研究端”对平台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海洋生物产品服务平台为企业和科研机构之

间的产学研实现成功贯通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是

国家“十三五”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项目。该

平台在系统设计之初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以面向企

业界为主，突出服务功能和科学普及。然而，产

学研的“科学研究端”科研院所和部分高技术企

业对平台中生物资源数据模块的要求远远高于普

通企业人士。

（2）海洋及海岸带的生物资源种类覆盖面

甚广，生物资源的多样性极高。我国海岸带约有

115 科 359 属 517 种具有经济潜力的耐盐高等维

管植物 [9]。其中，药用资源植物有 436 种，芳香

资源植物有 46 种，纤维资源植物有 83 种，油脂

及树脂资源植物有 50 种，饲草资源植物有 152
种。此外，还有蜜源植物和观赏植物。我国海岸

带藻类种类繁多，主要有红藻门、褐藻门、绿藻

门、蓝藻门四大类。据统计，我国拥有经济海藻

510 多种，包括 66 种蓝藻、226 种红藻、115 种

褐藻和 103 种绿藻 [10]。由此可见，以上这些生物

资源的多样性极高。

（3）不同层面对生物资源需求的矛盾凸显。

几个庞大的生物门类压缩在功能不足的生物资源

模块中，当资源记录增大到一定程度后矛盾就显

现出来了，而且一些高科技企业对信息的专业性

已经很高，和“科学研究端”一样，对生物资源

模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普通企业仍然需要

简单明了、易于操作的生物资源信息。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国家科技条件基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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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国家基础学科公共科学数据中心的资助下，生

物资源模块从海洋生物产品服务平台中独立分离

出来，构建了独立完善的中国海岸带植物资源数

据库。该数据库按照用户需求分为高等植物、大

型藻类和微型藻类 3 个子数据库。因此，为满足

更专业用户的大数据需求提出以下建议：①更精

准地利用资源：数据库应记录海岸带植物资源

的鉴别信息并描述该资源的具体用途，提供可鉴

别、易查询的信息功能；②更有针对性地引导公

众：数据库应面向国家“碳中和”和“青山绿

水”的重大需求，宣传和鼓励民众来保护和利用

植物资源并服务于低碳经济。

5 结语

作为国家“十三五”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

项目，海洋生物产品服务平台是产学研深度融合

的成功实践，实现了科研、教育、生产不同社会

分工在功能与资源优势上的协同与集成化，形成

了一个“综合信息、分析测试、技术支撑、申报

服务、人才培训”五位一体的线上线下协同服务

平台。本文对海洋生物产品服务平台的在线系统

结构与功能、运行机制进行了阐述，并介绍了其

共享服务应用与成效。实践经验表明，当同时有

来自不同产学研不同领域的用户需求时，将侧重

集成化、实用性的服务平台和侧重精准化、学术

性的专业数据库分开独立运行，注重并做好各自

的核心功能而不追求大而全，能够更好地实现自

我管理和对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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