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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LAMOST，也称郭守敬望远镜）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其每天

观测获取的原始数据及经过处理产生的次生数据，可以通过LAMOST数据发布平台实现开放共享。本文回顾近10年来

LAMOST数据开放共享历程。对LAMOST数据发布批次、数据概况、发布系统架构及功能等进行概述，并总结相关科

学成果，展望未来发展。LAMOST数据开放共享促进了中国虚拟天文台技术的进步，符合未来科学数据管理的发展方

向，推动了科研模式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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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

（Large Sky Area Multi-Object Fiber Spectroscopic 
Telescope，LAMOST），也称郭守敬望远镜，是

一架由我国自主研制兼具大口径、大视场（5°）、
高光谱获取率等特点的反射式施密特望远镜。其

利用焦面上 4 000 根精确定位的光纤，可以同

时观测 4 000 个左右的天体目标，通过分布式

可控光纤定位系统，将数据记录在 16 台光谱仪

上的 32 个CCD中（每台光谱仪分红、蓝端）。

LAMOST在每观测日可获取约 10 GB原始数据以

及处理分析后产生的更多的次生数据 [1-2]。

LAMOST于 2008 年建设完成并进行了第一

次测试观测，于 2011 年 10 月开始先导巡天观

测 [1]。从那时起，这架国家重大科学望远镜开启

了它 10 年巡天观测的历程，像一只坐落在我国

北方壮丽群山之巅的观天巨眼，以惊人的速度和

效率捕获来自宇宙中天体的光谱信息，不断刷新

人类在巡天观测领域的光谱获取记录，孕育大量

科研成果，助力国内外天文学家在恒星、星族、

银河系结构及运动学研究等领域的不断开拓和

进取。

在天文学界，望远镜观测获得的科学数据经

过数据保护期后，通常会面向全世界范围公开发

布，使任何人（不仅仅是天文学家）都能通过一

定途径方便地获取数据、使用数据，进行科学研

究。保护期内的天文观测数据通常只面向观测及

项目团队内部使用，保护期时长根据不同望远镜

不同项目的规定各有不同，通常为 1 ～ 2 年。因

此，LAMOST的巡天观测数据最终向全世界开

放是一种必然。LAMOST的观测能力和数据获

取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必须为它构建一个与之相

匹配的数据发布系统和天文数据库，使其具备世

界级的数据管理、数据检索与开放共享能力。但

是，我国天文学界尚未建立如此海量天文数据的

开放共享体系。于 2001 年，在中国首届虚拟天

文台技术研讨会上提出了建设中国虚拟天文台

（China-VO）及面向虚拟天文台的LAMOST计

划 [3]。LAMOST经过 10 余年的建设与发展，推

动了我国天文数据相关技术的发展。国家天文科

学数据中心正在应用国际先进的虚拟天文台技术

为LAMOST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数据服务，并与

LAMOST运行和发展中心共同形成了相对完整稳

定的数据发布流程及系统，成为支撑望远镜从观

测到数据发布再到天文学家下载使用整个流程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本文将回顾近 10 年来LAMOST数据发布系

统的开发建设情况，并对系统架构及功能进行简

要介绍，探讨LAMOST数据的影响力，展示国

际发布工作及科普教育延伸应用开发取得的成

果，展望未来建设与发展。

1　LAMOST数据发布

LAMOST先导巡天观测于 2011 年 10 月 24
日正式启动，并于 2012 年 6 月结束，覆盖了 9
个月亮周期，获取光谱约百万条。最终经过信

噪比等筛选流程，保留了 319 000 条光谱。FITS
格式的光谱数据可以通过当时的LAMOST官

方网站（http://www.lamost.org/）进行索引和下

is a National Major Scientific Project built 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Data obtained through daily 
observation and through standardized reduction pipelines, will be released through LAMOST data release 
platform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cientific Committee and according to the data policy of LAMOS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LAMOST open data access in the past ten 
years. Briefly introduce the versions of LAMOST data, the basic functions of data release system,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and future outlook. The open data access of LAMOST promoted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f 
Chinese Virtual Observatory,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scientific data management and will 
continue to reform the wa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Keywords: astronomical data, open data access, virtual observatory, LAMOST, scienc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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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4]。这是LAMOST最早的数据发布。为了进

行数据的宣传和推广，研究团队在第 28 届国际

天文学联合会（IAU）大会上设置展台，制作包

含LAMOST先导数据的光盘（图 1）供天文学

家获取和研究数据。IAU会刊《天问》报道了

LAMOST建设、观测与数据发布的相关情况 [5]。

此后，基于先导巡天得到的经验，LAMOST
科学委员会分析了观测数据并制定了 5 年巡天观

测计划。该计划主要观测目标为河内恒星，也

包括相当一部分的河外源 [5]。2012 年 9 月 28 日，

LAMOST第一年巡天正式开始，至 2013 年 6 月结

束。在此期间，LAMOST汲取了斯隆数字化巡天

（Slona Digital Sky Survey，SDSS）的经验，高度重

视数据管理与发布工作，正式开启了LAMOST数

据发布系统的建设及数据开放共享的序幕。

1.1 LAMOST数据发布系统的源起

2015 年 3 月 19 日， 正 式 对 全 世 界 发 布

LAMOST取得的首批巡天光谱数据，即完全开放

共享。此次公开发布的数据包含 220 万条光谱信

息，完成了于 2011 年 9 月至 2013 年 6 月近两年的

巡天观测任务（先导巡天及第一年正式巡天）。其

中，信噪比大于 10 的恒星光谱有 172 万条，超过

了当时世界上所有已知恒星巡天项目的光谱总和。

同时，发布数据中还包括一个 108 万颗恒星的光

谱参数星表，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恒星光谱参数

星表 [6]。这批数据最早于 2013 年 8 月对国内天文

学家和国际合作者优先发布，并根据国际天文学

界的惯例，在数据保护期之后对全世界开放共享。

为更好地服务此次国际发布，中国虚拟天文

台团队基于自身在虚拟天文台领域和天文数据领

域的多年研究经验和技术积累，投入全部研发力

量与LAMOST数据团队合作，开发了为项目量

身定制的全新的数据发布在线服务系统（网站平

台）[7-8]。研发过程主要参考了国际上备受肯定

的SDSS检索界面和发布模式 [9]，借鉴了国际先

进的数据管理发布理念，尊重天文科研人员的使

用习惯，不仅支持数据下载，还提供LAMOST
先导巡天和第一年巡天数据（DR1）的在线检索

和浏览，是国内首个支持国内天文大科学装置的

专业数据发布平台。这也形成了现在LAMOST
数据发布系统的雏形。

平台实现了多项技术的融合应用，主要包

括：光谱数据可视化，支持在线查看光谱信息、

修改红移、自定义光谱发射线吸收线等；打通系

统和云平台的通道，检索结果可直接导入云空间

存储；每个版本释放前预先做好LAMOST数据

与 40 余个常用星表的融合工作并提供检索服务；

实现国际虚拟天文台联盟制定的锥形检索、光谱

检索等数据访问协议，拓宽数据传播范围和使用

渠道。这种设计开发思路不但保证了科研学者使

用时的流畅性和连贯性，也最大限度地向全世界

开放，并为对接国际化需求和标准铺平了道路。

此次LAMOST数据发布服务工作是在中国科学

院“十二五”科研信息化专项“天文学科技领域

云”和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天文数据

中心的支持下完成的。

1.2 LAMOST巡天观测数据发布

郭守敬望远镜是国家投资的大型科学设备，

按照天文界惯例，其观测数据需通过“数据发

布”最终向所有公众开放。截至 2020 年年底，

LAMOST光谱巡天观测数据已经进行了 26 次不

同批次、不同版本的发布（其中部分发布批次中

包含多个星表和光谱数据），设计开发全新数据

发布网站平台 10 余个，总发布数据量超过 29.74 
TB。为方便相关数据的使用和溯源，LAMOST
数据发布在线服务平台除提供最新巡天观测数据

的浏览、检索查询和下载服务外，还保留了所有

图 1 LAMOST先导巡天数据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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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布批次数据的公开检索服务。

LAMOST巡天观测获得的原始数据只有经过

复杂的数据处理流程（PIPELINE）后才能对外发

布。处理流程中的关键环节会形成中间数据、次

生数据等。为了保证数据的可追溯性，方便质量

控制，这些数据也会入库存储供后续使用。所有

观测和处理流程均有日志记录。目前的LAMOST
原始观测数据包括低分辨率、中分辨率两部分，

需经过分类处理进行参数测量、绘制光谱图、人

工检查等环节，再经数据质量控制，最终制作成

数据对外发布。其简化后的流程如图 2 所示。根

据《LAMOST 光谱巡天数据政策》，发布数据主

要包括以下 3 种类型：一是原始数据及原始来源

信息（如观测日志文件、校准文件等），由科学委

员会酌情公布；二是一维光谱数据，在每年观测

a　 LAMOST光谱巡天数据政策http://www.lamost.org/lmusers/cms/article/view?id=1。

季数据获取后 18 个月内进行增量发布；三是星

表数据，于一维光谱数据发布后的 6 个月内发布。

在实际发布中，星表数据通常与光谱数据同期发

布。为保护参与项目的机构和个人成员利益，只

有获得项目科学委员会批准的成员才能提前使用

未发布的观测数据。原则上除一维光谱数据、星

表数据外，原始数据不会公开发布，将进行长期

保存a。

LAMOST一期巡天观测（2011—2017 年）

仅提供低分辨率光谱及星表数据，中国虚拟天文

台团队为LAMOST巡天观测数据提供在线检索、

查询及下载服务的时间、发布网址等信息，如表

1 所示。

LAMOST二期巡天观测（2018—2022 年），

其数据发布以《LAMOST光谱巡天第六次数据

图 2 LAMOST巡天观测数据处理流程示意

表 1 LAMOST一期巡天（2011—2017 年）数据发布情况

数据集名称
观测

天区 /个
总光谱数

/条
观测时间 发布时间 发布网址

LAMOST光谱巡天第一次数据发布 1 202 2 204 696 2011-10-24—2013-06-03 2013-08 http://dr1.lamost.org

LAMOST光谱巡天第二次数据发布 1 934 4 132 782 2011-10-24—2014-06-05 2014-12 http://dr2.lamost.org

LAMOST光谱巡天第三次数据发布 2 667 5 755 126 2011-10-24—2015-05-30 2015-12 http://dr3.lamost.org

LAMOST光谱巡天第四次数据发布第一版 3 459 7 661 651 2011-10-24—2016-06-02 2016-12 http://dr4.lamost.org/v1/

LAMOST光谱巡天第五次数据发布第一版 4 154 9 017 844 2011-10-24— 2017-06-16 2017-12 http://dr5.lamost.org/v1/

LAMOST光谱巡天第四次数据发布第二版 3 461 7 620 612 2011-10-24—2016-06-02 2018-06 http://dr4.lamost.org/v2/

LAMOST光谱巡天第五次数据发布第二版 4 154 9 027 634 2011-10-24— 2017-06-16 2018-12 http://dr5.lamost.org/v2/

LAMOST光谱巡天第五次数据发布第三版 4 154 9 026 365 2011-10-24— 2017-06-16 2019-06 http://dr5.lamost.org/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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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第〇版第一季度》为起点。与一期巡天仅进

行低分辨率观测不同，二期巡天开启了中、低分

辨率光谱巡天交替进行的观测模式。二期巡天观

测数据的释放更加注重发布版本的规范性。以第

〇版（V0）对应季度数据，该版本数据为测试

版数据，于观测结束后一个半月内发布，仅限于

工作组成员和获得项目科学委员会批准的成员使

用；以第一版（V1）对应国内正式版数据，于

观测结束后一年发布（每年夏季），可供国内科

研工作者及国际合作者使用；第二版（V2）对

应国际正式版数据，于国内正式版数据发布一年

半后发布（每年冬季），该版本完全向全世界公

开开放，任何人都可下载使用。其他数据更新和

修正以子版本号标记，如V1.1、V1.2 等。由于

天文数据的特殊性，每个发布版本都有科研人员

使用并产出相应的成果，不能随意替换删除。因

此，LAMOST释放的所有数据版本在国家天文

科学数据中心长期保留，并允许科研人员根据

需求进行检索和下载。截至目前，LAMOST二

期巡天已发布数据的详细情况见表 2。从先导巡

天到一期巡天，再到二期巡天，LAMOST持续

进行光谱巡天观测工作，不断扩大观测天区范

表 2 LAMOST二期巡天（2018—2022 年）数据发布情况

数据集名称 分辨率 观测时间 发布时间 发布网址

LAMOST光谱巡天第六次数据发布第〇版 第一季度 低 2017-09-01—2017-11-30 2018-01 http://dr6.lamost.org/v0/

LAMOST光谱巡天第六次数据发布第〇版 第二季度 低 2017-12-01—2018-02-28 2018-04 http://dr6.lamost.org/v0/

LAMOST光谱巡天第六次数据发布第〇版 第三季度 低 2018-3-12—2018-05-18 2018-07 http://dr6.lamost.org/v0/

LAMOST光谱巡天第六次数据发布第〇版 低 2017-09-01—2018-05-18 2018-07 http://dr6.lamost.org/v0/

LAMOST光谱巡天第七次数据发布第〇版 第一季度
低

2018-10-05—2018-12-31 2019-02 http://dr7.lamost.org/v0/
中

LAMOST光谱巡天第六次数据发布第一版
低 2011-10-24—2018-05-18

2019-03 http://dr6.lamost.org/v1/
中 2017-09-01—2018-06

LAMOST光谱巡天第七次数据发布第〇版 第二季度
低

2019-01-01—2019-03-31 2019-05 http://dr7.lamost.org/v0/
中

LAMOST光谱巡天第七次数据发布第〇版 第三季度
低

2019-04-01—2019-06-30 2019-07 http://dr7.lamost.org/v0/
中

LAMOST光谱巡天第七次数据发布第〇版
低

2018-10-05—2019-6-30 2019-07 http://dr7.lamost.org/v0/
中

LAMOST光谱巡天第八次数据发布第〇版 第一季度
低

2019-10-23—2019-12-31 2020-02 http://www.lamost.org/dr8/v0/
中

LAMOST光谱巡天第七次数据发布第一版
低 2011-10-24—2019-06-08

2020-04 http://dr7.lamost.org/v1/
中 2017-09—2019-06

LAMOST光谱巡天第八次数据发布第〇版 第二季度
低

2020-01-01—2020-03-31 2020-05 http://www.lamost.org/dr8/v0/
中

LAMOST光谱巡天第六次数据发布第 1.1 版
低 2011-10-24—2018-05-18

2020-06 http://dr6.lamost.org/v1.1/
中 2017-09—2018-06

LAMOST光谱巡天第七次数据发布第 1.1 版
低 2011-10-24—2019-06-08

2020-06 http://dr7.lamost.org/v1.1/
中 2017-09—2019-06

LAMOST光谱巡天第八次数据发布第〇版 第三季度
低

2020-04-01—2020-06-30 2020-08 http://www.lamost.org/dr8/v0/
中

LAMOST光谱巡天第八次数据发布第〇版
低

2019-10-23—2020-06-30 2020-08 http://www.lamost.org/dr8/v0/
中

LAMOST光谱巡天第六次数据发布第二版
低 2011-10-24—2018-05-18

2020-10 http://dr6.lamost.org/V2/
中 2017-09—2018-06

LAMOST光谱巡天第七次数据发布第 1.2 版
低 2011-10-24—2019-06-08

2020-12 http://dr7.lamost.org/v1.2/
中 2017-09—2019-06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54卷第1期 2022年1月

─ 52 ─

围，累积获得观测光谱数量逐年增加，如图 3 所

示。截至 2021 年 3 月，在LAMOST光谱巡天第

八次数据发布第一版时，低分辨率总光谱数已

达 10 388 423 条，中分辨率总光谱数达到 6 038 
218 条。

1.3 LAMOST数据发布系统的架构及功能

随着LAMOST巡天观测的持续进行，数据

发布较为频繁，版本复杂多样，数据内容丰富。

为更好地方便天文学家检索使用数据，在每次发

布前还需要将发布数据与其他国内外光学、射

电、红外、紫外等常用星表融合，实现多种数据

在线检索和分析等功能，最终形成具有可用性、

易用性和实用性的在线服务平台。LAMOST数据

发布系统架构既能满足数据持续稳定对外发布需

求，也能为科研人员最大限度地提供便捷。该系

统由硬件层、系统层、在线服务、宣传推广 4 个

层面构成。其具体架构如图 4 所示。

其中，在线服务模块是用户直接体验和使

用的平台，由下面 5 个部分组成（以DR8 V1
为例）。

（1）数据发布系统首页：LAMOST巡天数

据以年度巡天为单位进行网站首页风格的升级和

设计开发，至今已正式发布的系统平台累计达 10
个版本。在每个系统的首页上展示版本名称、版

本号、常用功能连接、数据统计（低分辨率、中

分辨率）、致谢模板等。

数据集名称 分辨率 观测时间 发布时间 发布网址

LAMOST光谱巡天第九次数据发布第〇版 第一季度
低

2020-09-18—2020-12-31 2021-02 http://www.lamost.org/dr9/v0/
中

LAMOST光谱巡天第八次数据发布第 1.0 版
低

2011-10-24—2020-05-27 2021-03 http://www.lamost.org/dr8/
中

LAMOST光谱巡天第七次数据发布第 1.3 版
低

2011-10-24—2019-06-08 2021-04 http://dr7.lamost.org/v1.3/
中

LAMOST光谱巡天第九年数据发布第〇版 第二批数

据

低
2021-01-01—2021-03-31 2021-06 http://www.lamost.org/dr9/v0/

中

LAMOST光谱巡天第九年数据发布第〇版 第三批数

据

低
2021-04-01—2021-06-30 2021-08 http://www.lamost.org/dr9/v0/

中

LAMOST光谱巡天第九次数据发布第〇版
低

2020-09-18—2021-06-30 2021-08 http://www.lamost.org/dr9/v0/
中

续表

图 3 LAMOST低分辨率巡天观测总光谱数及观测天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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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在线检索：用户可通过该功能对低

分辨率和中分辨率光谱进行在线检索。该模块是

参考SDSS检索功能并结合LAMOST数据自身特

点设计的。用户可通过位置区域、指定目标、观

测 ID、红移、观测信息、恒星参数、类别、信噪

比等多种限制方式进行检索。检索后即返回如图

5 所示的数据列表。

用户可将检索结果返回列表以CSV或VOT-

able格式下载。光谱文件（FITS、PNG等格式）

可下载到本地计算机上，也可存储至中心提供的

云空间内进行在线科研。基于HTML5 开发的光

谱查看功能，可实现放大缩小检查光谱细节、查

看光谱分类、修改红移值、自定义光谱法射线吸

收线，可支持用户进行在线光谱可视化和数据

分析。

（3）数据获取：LAMOST巡天观测发布数据

包括星表数据、光谱数据等。系统允许用户通过

SQL查询数据、使用FTP下载、离线等方式获取

数据。前两者符合条件的用户可在线自行操作，

离线获取数据需要提交申请表，获得批准后即可

至数据中心线下拷贝数据。

（4）文档：系统中的文档栏目包括该版本

数据释放文档、低分辨率数据描述（中英）、中

分辨率数据描述（中英）和LAMOST数据政策、

发表政策等。

（5）帮助与联络：系统提供数据获取介绍文

图 4 LAMOST数据发布系统架构

图 5 LAMOST DR8 数据检索结果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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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常见问题（FAQ）等帮助信息，允许用户在

线提交联系LAMOST运行和发展中心的申请。

2　LAMOST数据的影响力

2015 年 3 月至 2020 年 9 月，LAMOST DR1
至LAMOST DR6 的数据逐年向全世界公开发布。

以LAMOST DR6 数 据 为 例，2020 年 9 月 发 布

版本为《LAMOST光谱巡天第六次数据第二版》

（LAMOST DR6 V2），包含先导巡天及正式巡天

前 6 年的光谱数据，如图 6 所示。这一数据发

布标志着在国际上LAMOST光谱数据正式迈入

千万量级时代，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获取光谱数超

千万的光谱巡天项目。

2.1 国际推广

除面向全球的数据释放外，国家天文科学

数据中心利用自身在国际虚拟天文台领域的影响

力，积极推广LAMOST数据的国际化应用，提高

中国天文数据知名度。2016 年 3 月，LAMOST
第一批巡天数据（LAMOST DR1）正式被法国

斯特拉斯堡天文数据中心（CDS）的VizieR数据

库系统收录，获得永久星表编号“V/146”。从这

一刻开始，LAMOST光谱数据完整地融入了国

际天文数据库系统。其星表和光谱数据均可按照

国际虚拟天文台标准接口和检索方式访问，可方

便地与其他数据交叉融合使用。此后，LAMOST 
DR2、LAMOST DR4 数据分别在 2017 年 3 月和

2018 年 9 月被VizieR数据库系统收录，并分别

获得了“V/149”和“V/153”的永久星表编号。

LAMOST数据被VizieR收录，提升了我国天文数

据在国际上的显示度，可以更大程度地发挥数据

的科学价值。

2020 年 6 月，欧洲空间局与中国科学院国家

天文台、国家天文科学数据中心合作为其交互式

天体图谱平台ESASky打造简体中文版，并收录

了LAMOST DR5 V3 数据。通过该平台，来自全

世界的天文学家和天文爱好者能够随时随地浏览

LAMOST巡天观测数据。

2.2 社会影响力

大数据时代，天文数据的开放性已引起越来

越多来自其他领域的关注和兴趣。海量真实的天

文观测数据不仅能够帮助天文学家探索未知，也

在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机器学习等方面展现

了跨领域应用的潜力。2018 年 2 月，国家天文

台—阿里云天文大数据联合研究中心启动了“天

文数据挖掘”天池大赛，以郭守敬望远镜巡天光

谱分类为课题，通过阿里云天池数据众智平台征

集高效、高准确率的自动化算法。2020 年 1 月，

由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主办，国家天文台、

图 6 LAMOST 先导巡天和正式巡天前 6 年的天区覆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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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评测平台biendata联合举办的天体分类数据

竞赛“智源杯天文数据算法挑战赛”正式启动。

参赛选手使用LAMOST DR4 数据集中近 100 万

条天体光谱数据，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分类算

法优化。此类竞赛不仅能为解决天文研究中的实

际光谱分类问题提供新的思路，也为人工智能算

法提供了天然的练兵场。大量参赛选手为高校学

生，他们通过实际科学问题的求解，有机会更加

深入地学习相关天文知识，增加了对天文数据的

了解。国家天文科学数据中心将总结相关比赛组

织经验，提炼标准数据集，继续拓宽LAMOST
巡天数据更广泛的应用场景。

3 成果与展望

3.1 成果与荣誉

LAMOST天体光谱数据开放共享的 10 年收

获颇丰。目前，该系统正在服务国内几乎所有

天文研究教学单位的专业用户和大量国际合作

者，累积超过千人。系统获得了国内外天文学

家的广泛认可，帮助他们在银河系结构与演化、

恒星物理、特殊天体及致密天体、类星体等重

要前沿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

成果。其中，《发现迄今银河系中自转最快恒

星》《发现宇宙中锂丰度最高恒星》《银河系发

现新的移动星群》等基于LAMOST数据取得的

研究成果在中央电视台相关栏目中播出，影响

广泛。LAMOST用户委员会对数据服务的评价

连年为优。

截至 2020 年年底，LAMOST数据发布系统

支持科学用户在线检索达 3 179 139 次，支持科

研学者使用LAMOST巡天数据产出SCI论文 700
余篇，利用LAMOST数据发表的SCI论文引用数

超过 7 000 次并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发表于RAA
的LAMOST DR1 数据发布论文由于高被引而荣

获“第三届中国科协优秀论文奖”和英国皇家

物理学会出版社 2018 年“中国高被引文章奖”。

2019 年 5 月，《郭守敬望远镜数据发布系统》入

a　 《郭守敬望远镜数据发布系统被评为中科院信息化优秀案例》https://nadc.china-vo.org/article/20190509090152?locale=zh_CN。

选“2018 年度中国科学院信息化优秀案例”a。由

国家天文科学数据中心和LAMOST运行和发展

中心共同研制的《海量天体光谱数据分析与产品

发布系统的研制与应用》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二

等奖。

3.2 未来展望

从打包下载到在线检索，从对国内释放到面

向全世界，从天文学家专用到服务于跨领域研究

应用，LAMOST观测数据的开放共享不断完善改

进，数据发布方式与内容从稚嫩探索走向成熟丰

富。其中，国家天文科学数据中心全程参与，使

天文学家使用LAMOST数据更加便捷，不仅能

够“用好数据”而且能够“好用数据”。数据全

生命周期管理模式为国内其他天文望远镜的数据

管理提供了示范。

追溯过往，国家天文科学数据中心的前身

中国天文数据中心已经成立 30 多年。但是在

LAMOST开始正式观测并持续生产天文数据之

前，我国缺少自己生产的大规模天文观测数据，

中国的天文学家和天文数据工作者也没有开展大

型天文数据库的建设以及学习并实践国际虚拟天

文台联盟相关标准的机会。LAMOST的出现和其

稳定的数据产出，对我国天文数据中心建设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中国虚拟天文台技术

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LAMOST数据的开放共享，缩短了中国天

文数据开放共享工作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打

开了全新交流窗口和渠道。10 年中，大量相关研

究人员和技术人才参与发布系统建设开发，不仅

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天文光谱库添砖加瓦，也锻

炼了队伍，积累了经验。科学数据管理指导原则

FAIR（可发现，可访问，可互操作，可重用）自

初见雏形到 2016 年正式提出，已成为科学数据

管理的国际准则 [10]。LAMOST数据发布系统完全

符合这一数据管理原则，其成功更是验证了该原

则的有效性，说明其符合未来科学数据管理的发

展方向。
 （下转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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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图谱构建 : 多源数据整合视角 [J].情报科学 , 2021, 
39(5): 115-123.

[17] 严佩敏 , 唐婉琪 . 基于改进 BERT 的中文文本分类[J]. 
工业控制计算机 , 2020, 33(7): 10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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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55页）
LAMOST二期巡天即将完成，LAMOST的

观测数据管理和开放共享将进入崭新阶段。未来

LAMOST数据团队将继续优化数据质量，提升数

据的可追溯性，规范数据入库过程，完善数据发

布系统，进行更深更广的国际化推广，打造国际

权威的科学数据库系统，并继续推动LAMOST
巡天数据在可视化与可视分析、人工智能、机器

学习、科普教育等领域的应用。同时，国家天文

科学数据中心将以国际化先进理念为指导，打造

科学平台，实现数据与科研要素的深度融合，对

天文数据的开放共享进行全新探索，推动科研模

式的变革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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