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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光学系统的设计中，一个好的光学系统的初始结构可以极大地提高和保障研究人员对于系统的设计效率

和质量，然而目前还有很多优质的数据文件存储在科研人员个体中，未能实现数据集成与共享。本文介绍一种完善且

全面的光学技术数据库，研发一套可以用于处理与转化分散数据文件的光学设计软件，方便用户读取，并为用户提供

基础数据和专家知识数据，支撑软件用户方便地建立初始结构，寻找最优解以快速实现局部优化和全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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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esign of optical system, a good initial structure of the optical system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and security researcher for the design of the system, and a lot of high quality data files 
are stored in the individual researcher, failed to form data integration and sharing,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kind 
of perfect optical technology and comprehensive database, At the same time, a set of optical design software is 
developed to process and transform these scattered data files, which is convenient for users to read and provide 
services for software us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basic data and expert knowledge data are provided to support 
the software users to establish the initial structure conveniently, find the optimal solution, and quickly realize 
local optimization and global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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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光学系统的设计中，选取一个良好的光学

系统初始结构，能够很大程度地提高和保障系统

设计效率和质量 [1]，而光学数据库是良好光学系

统初始结构的主要来源。随着计算能力的增加，

越来越多的优秀的光学初始结构被设计出来，用

户只需选择合适的光学初始结构便可方便地设

计并优化得到所需的光学结构，降低了光学门

槛。光学技术数据库是国内唯一一个光学类的数

据库，数据库内集成了国内优秀的光学系统初始

结构、光学设计过程中所需的光学材料、光学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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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光学成像数据等内容，涵盖了工程光学、基

础光学、短波光学、激光光学等 5 大系统。近年

来，光学技术数据库数据不断更新迭代，具有了

很多优质数据。但是数据库的呈现形式只是网页

版，无法直接支持光学设计软件的运行。

光学设计离不开光学设计软件。CODE V是

Optical Research Associates[2]推出的大型光学设计

软件，功能强大，优化速度快，是目前国内用户

受众群体最多的一款几何光学设计软件，可以解

决除特殊离轴曲面光学系统设计以外的所有光学

系统设计优化问题 [3]，但是在环境分析方面还存

在一定的不足 [4]。CODE V光学设计软件所配备

的光学数据仅包含如图 1 所示的 26 种光学初始

结构，16 种光学玻璃，近年来并没有较大的更

新，数据量较少，而且不够充分全面。

LensVIEW是一种镜头专利数据库，搜集了

从 1800 年起至当前的光学设计信息。LensVIEW
数据库不仅囊括光学描述信息，而且拥有设计者

完整的信息、摘要、专利权状样本、参考文档、

美国和国际分类信息以及许多其他的功能，并且

还能够生成各式各样像差图，对透镜做出快速诊

断，绘出设计剖面图。

我国光学技术数据库的建设已经历了 30 年

历程，数据覆盖范围广、数据资源丰富，曾多次

获得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的奖项。其他光学领域的

专项数据库也已开始建立和发展，但仍有许多有

价值的光学类数据还存在于科研人员个体中，尚

未形成数据价值，也未实现共享，不符合国家

对科学数据的顶层设计 [5]。因此，为满足当前科

学数据对于规范性、标准性的质量要求，以及网

络社会中用户对于数据获取便利性的要求，本文

将介绍一种以客户端形式呈现的光学技术数据

库。该光学技术数据库的客户端可以将数据转换

成 .xml/.json格式的数据包并存储到系统中，将

我国独有且先进的光学技术数据从独立的数据结

构的数据形式转换为可被光学设计软件读取的格

式，从而方便用户读取并为软件用户提供服务，

发挥数据的最大价值和意义。

1 光学技术数据库的建设

光学技术数据库主要为光学设计软件提供光

学镜头数据、光学材料数据、膜系数据、样板数

据、光学加工数据、装配工差数据、光源数据、

散射数据以及光学相关数学计算模型。

1.1 光学技术数据库概况

光学技术数据库是我国光学领域公开的唯

一的数据库，于 1987 年，由中国科学院长春光

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牵头建立的光学专业库

（原名“光学镜头数据库”）。光学技术数据库包

含有基础光学、工程光学、激光光学、微光与红

外、短波光学 5 个主题库，具体细分为 21 个子

库。该数据库通过科学数据库专家委员会会议立

项评审，被确定为B类库。我国光学技术数据库

具有数据覆盖范围广、数据资源丰富的特点。光

学技术数据库组成和数据条目数如表 1 所示。

1.1.1 基础光学主体库

基础光学主体库包括光学玻璃数据库、光学

晶体数据库、光学塑料数据库、光源数据库、光

电探测器数据库以及光学传感器数据库。其中，

光学玻璃数据库包括无色光学玻璃的折射率、色

散以及国内外玻璃牌号的对照，有色光学玻璃的

折射率、色散、光谱透过率曲线及国内外有色玻

璃的牌号对照，微晶玻璃、航空有机玻璃、乳白

漫射玻璃等的参数，输入玻璃牌号后可获得相应图 1 LensVIEW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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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光学技术数据库组成和数据条目数

编号 数据库名称 数据库内容 数据条目数 /条
基础光学主体库

1 光学玻璃数据库

包括无色光学玻璃的折射率、色散、以及国内外玻璃牌号的对照；有色光学玻璃的

折射率、色散、光谱透过率曲线及国内外有色玻璃的牌号对照；及微晶玻璃、航空

有机玻璃、乳白漫射玻璃等的参数。检索方式为输入玻璃牌号可获得相应的特性参

数，或者输入折射率参数检索相应的玻璃牌号和其它特性参数

62 340

2 光学晶体数据库
包括光学晶体折射率、色散、透过率、双折射、偏振等特性参数，检索方式为输入

晶体名称获得相应的特性参数，或者输入特性参数检索相应晶体参数
1 567

3 光学塑料数据库
光学塑料的折射率、色散、透过率等特性参数，检索方式为输入塑料名称，获得相

应的特性参数；输入特性参数，检索到相应的光学塑料名称
5 600

4 光源数据库
收集红外光源、紫外光源、太阳辐射光源、热辐射光源、气体放电光源、激光光源

等常用光源的发光光谱、发光强度、发光效率等参数
2 634

5
光电探测器数据

库

收集感光底片、摄像管、变像管、像增强器、微通道板、热探测器、CC等器件的各

种参数和性能指标
860

6
光学传感器数据

库

包括：光纤传感器、场效应传感器、亚电式传感器、智能传感器、谐振式传感器、

应变——电阻变换传感器、变磁阻式传感器等，检索方式为输入传感器型号即可得

到相应的技术参数和应用范围。或是输入部分技术参数可以得到相应的传感器

1 211

工程光学主体库

7 光学镜头数据库

收集国内外公开发表和各科研院所科研成果中光学镜头数据，包括显微、望远、照

相、空间、投影等十五大类光学镜头数据，检索方式为输入文件名称或十几个特性

参数，可得到相应结构参数和像质评价结果。增加光刻镜头数据内容，包含长春光

机所自主研发实验数据及主流光刻镜头参数数据

32 100

8 光学棱镜数据库
收集包括单棱镜、复合棱镜、空间棱镜等各种类型反射棱镜的基本尺寸，适用于各

类棱镜的设计和制造。检索方式为输入数据特性参数，可得到相应结构参数
5 300

9 光学标准库 收集光学领域相关国家标准，包括光学仪器、基本参数等一系列标准文档 124

10
镀膜材料及膜系

数据库

收集各种镀膜材料的理化性能数据，包括膜层材料、镀膜溶液和特殊的基底材料等；

收集减反射膜、反射膜、滤光膜、分束膜、分色膜、偏振膜、导电膜、保护膜八个

大类膜系数据

1 930

11 光学成像数据库
收集发布包括嫦娥三号、吉林一号、吉林一号视频星、风云三号等卫星采集到的光

学成像数据
1 230

12 光学检测数据库 收集发布光学元件检测、光学材料检测、像面检测、焦距测试等系列光学检测数据 21 806

13
特色光谱信息数

据库
收集发布农业信息、光谱测量仪器、伪装光谱信息等方面的光谱数据 2 540

激光光学主体库

14 激光器件数据库
其中包括固体激光器、气体激光器、液体激光器、半导体激光器、化学激光器、自

由电子激光器等。检索方式为输入激光器型号或激光器特性参数
5 630

15
激光传输特性数

据库
收集激光在大气、临近空间和太空的传输特性数据 8 422

16
激光光学系统数

据库

包括激光光学系统的镜头数据、收集各光学系统的特性参数和结构参数以及光学成

像质量。检索方式为输入数据特性参数，得到相应的结构参数和成像结果
530

17 光纤光学数据库
包括：各种光纤器件的技术参数、以及特种光纤、光波导器件的技术参数，检索方

式为输入部分技术参数可得到相应的全部技术参数
3 644

微光与红外光学主体库

18
微光与红外器件

数据库

包括电真空微光摄像器件、CCD微光摄像器件、制冷和非制冷及面阵、线阵和非成

像器件，检索方式为输入相应的器件型号或器件的特性参数
1 340

19
红外传输特性数

据库
收集红外光在大气中传输的特性数据 1 692

20
微光与红外光学

系统数据库

微光与红外光学系统数据，收集各光学系统的特性参数和结构参数以及光学成像质

量数据。检索方式为数据特性参数，可以得到相应的结构参数和成像结果
780

短波光学主体库

21 短波光学数据库
收集紫外、极紫外、软X射线等谱段的光传输特性、器件特性和不同应用背景下的

系统特性数据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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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参数，或输入折射率参数后可检索到相应

的玻璃牌号和其他特性参数。光学晶体数据库包

括光学晶体折射率、色散、透过率、双折射、偏

振等特性参数，输入晶体名称后可获得相应的特

性参数，或输入特性参数后可检索相应晶体参数。

光学塑料数据库包括光学塑料的折射率、色散、

透过率等特性参数，输入塑料名称后可获得相应

的特性参数，或输入特性参数后可检索到相应的

光学塑料名称。光源数据库收集红外光源、紫外

光源、太阳辐射光源、热辐射光源、气体放电光

源、激光光源等常用光源的发光光谱、发光强度、

发光效率等参数。光电探测器数据库收集感光底

片、摄像管、变像管、像增强器、微通道板、热

探测器、CC等器件的各种参数和性能指标。光学

传感器数据库包括光纤传感器、场效应传感器、

亚电式传感器、智能传感器、谐振式传感器、应

变式电阻变换传感器、磁阻式传感器等，输入传

感器型号后即可得到相应的技术参数和应用范围，

或输入部分技术参数后可以得到相应的传感器。

1.1.2 工程光学主体库

工程光学主体库包含光学镜头数据库、光学

棱镜数据库、光学标准库以及镀膜材料及膜系数

据库。其中，光学镜头数据库收集了国内外公开

发表和各科研院所科研成果中的光学镜头数据，

包括显微、望远、照相、空间、投影等十五大类

光学镜头数据，输入文件名称或十几个特性参

数后可得到相应结构参数和像质评价结果。光学

棱镜数据库收集了包括单棱镜、复合棱镜、空间

棱镜等各种类型反射棱镜的基本尺寸，适用于各

类棱镜的设计和制造，输入数据特性参数后可得

到相应结构参数。光学标准库收集了光学领域相

关国家标准，包括光学仪器、基本参数等一系列

标准文档。镀膜材料及膜系数据库收集了各种镀

膜材料的理化性能数据，包括膜层材料、镀膜溶

液和特殊的基底材料等，还收集了减反射膜、反

射膜、滤光膜、分束膜、分色膜、偏振膜、导电

膜、保护膜八个大类膜系数据。

1.1.3 激光光学主体库

激光光学主体库包括激光器件数据库、激光

传输特性数据库、激光光学系统数据库、光纤光

学数据库。其中，激光器件数据库包括固体激光

器、气体激光器、液体激光器、半导体激光器、

化学激光器、自由电子激光器等，可输入激光器

型号或激光器特性参数进行检索。激光传输特性

数据库收集了激光在大气、临近空间和太空的传

输特性数据。激光光学系统数据库包括激光光学

系统的镜头数据，收集了各光学系统的特性参数

和结构参数以及光学成像质量，输入数据特性参

数后可得到相应的结构参数和成像结果。光纤光

学数据库包括各种光纤器件的技术参数以及特种

光纤、光波导器件的技术参数，输入部分技术参

数后可得到相应的全部技术参数。

1.1.4 微光与红外光学主体库

微光与红外光学主体库包括微光与红外器件

数据库、红外传输特性数据库、微光与红外光学

系统数据库。其中，微光与红外器件数据库包括

电真空微光摄像器件、CCD微光摄像器件、制

冷和非制冷及面阵、线阵和非成像器件，可输入

相应的器件型号或器件的特性参数进行检索。红

外传输特性数据库收集了红外光在大气中传输的

特性数据。微光与红外光学系统数据库收集了微

光与红外光学系统数据，收集了各光学系统的特

性参数和结构参数以及光学成像质量数据。输入

数据特性参数后可以得到相应的结构参数和成像

结果。

1.1.5 短波光学主体库

短波光学主体库收集了紫外、极紫外、软X
射线等谱段的光传输特性、器件特性和不同应用

背景下的系统特性数据。

1.2 光学技术数据库优势和不足

光学技术数据库具有以下 3 个方面的优势。

从完整性方面来看，光学技术数据库是到目前为

止完整性较高的光学数据库，该类数据为国内外

大多数光学设计、制造者使用。从权威性方面来

看，光学技术数据库涵盖了国际知名厂商的大

量数据，包括CDGM（成都光明）、HIKARA、

HOYA、SCHOTT、OHARA等共计 16 个分项，

具有数据权威性。从战略性方面来看，光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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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可为光学设计软件研制提供支撑，走向自主

可控国产化研制道路。

光学系统库基本囊括了研制各类光学仪器所

需的光学镜头数据和光学材料数据，可为各类光

学系统设计、分析和像质评价时考虑，提供较完

整的配套技术，既降低成本又提高质量。光学技

术数据库包含的光学数据资源覆盖范围广资源丰

富，但是这些资源的数据存储方式难以被国产的

光学设计软件直接复用和共享，也就是说如何使

用是一个问题。本文将介绍一种光学技术数据库

以客户端的形式呈现的技术软件，将我国独有且

先进的光学技术数据从独立的数据结构的数据形

式转换为可被光学设计软件读取的格式，从而发

挥数据的最大价值与意义。

2 光学数据转换软件的设计

光学学科领域基础科学数据整合与集成应用

对于提高我国现代光学系统设计水平、提高仪器

质量、缩短研制周期、降低研制成本等方面具有

重大的科学价值和社会效益。因此，本文介绍的

一款光学设计软件，可以提供基础数据和专家知

识数据，支撑软件用户方便的建立初始结构，寻

找最优解，快速实现局部优化和全局优化。

2.1 开发工具

为保证软件的兼容性和稳定性，选用QT作

为界面开发语言 [6]，QT是由Qt Company开发的

跨平台C++图形用户界面应用程序开发框架。它

既可以用于开发GUI程序，也可用于开发非GUI
程序，如控制台工具和服务器。QT的良好封装

机制可提高模块化程度，具有较好的可重用性，

易于开发与维护 [7]。

2.2 实现过程

光学软件的实现过程主要有数据文件的格式

化处理，包括数据文件格式转换存储以及与数据

库相关的操作。除了对于数据的操作之外，该软

件还包括数据可视化界面的搭建。在本节中将概

述此光学设计软件的实现过程。

2.2.1 光学技术数据文件转换

以光学玻璃数据文件为例，首先从实例中读

取每一列数据，具体包括玻璃名称、玻璃编号、

阿贝数、折射率、中部色散、化学性质、密度 |
热膨胀系数、不同厚度下的内投射率、不同波长

下的折射率等，将所有参数存储于数据库中，并

通过QSqlDatabase建立SQLITE连接，对加载在

数据库文件中的数据建立映射。

使用QjsonObject创建 json对象，每一个Glass
对应一个 json对象，内容形式为 json数组。将对

应信息插入后输出 json文件。JSON（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是一种轻量级的数据交换格

式，易于阅读和理解，也易于机器解析和生

成。JSON采用独立于语言的文本格式，使用了

类似于C语言家族的习惯（包括C、C++、C#、
Java、JavaScript、Perl、Python等），这些特性使

得 JSON成为理想的数据交换语言。导入yaml-
master.cpp外部库实现导出yaml文件。yaml文件

支持对象、数组和值 3 种数据结构。对象的一组

键值对使用冒号结构表示。一组连词线开头的行

构成一个数组。对象和数组可以结合使用，形

成复合结构。读取文件信息后，用YAML::Node 
node对相应的信息进行插入。之后导出yaml或
yml格式文件。至此便完成了光学技术文件转换

的操作。转换后的数据可以方便用户的读取，并

为软件用户提供服务（图 2）。
2.2.2 光学技术数据库支持光学设计软件的

操作

在上一节中主要介绍了光学技术数据文件转

换的相关操作，将光学技术文件转换成为 .xml格
式或者 .json格式之后可以方便用户的读取，存储

于数据库中可以便于对其进行增删改查等一系列

相关的工作。本节将重点介绍数据库支持软件执

行的一系列基本操作（图 3）。
首先，数据库支持软件执行插入记录的操

作，点击插入记录，弹出编辑框。将每一项填好

后，点击确定。通过QSqlRecord和 sql语句中的

insert将数据插入。插入成功弹出对话框并重新

查询载入当前数据库信息。如果需要删除记录，

可以选中某一行数据，再通过QSqlRecord确定选

中信息的 id，通过 sql语句中的delete将选中行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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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删除成功弹出对话框，并重新查询载入当前

数据库信息。同样也可以编辑记录，点击编辑记

录或双击某一条数据信息，弹出编辑框，可对已

有数据进行修改。通过QSqlRecord和 sql语句中

的update将信息更新。编辑完毕后重新查询载入

当前数据信息。

2.2.3 数据可视化

数据可视化主要是通过软件，借助于图形化

手段清晰有效地传达与沟通信息。本节仍然以光

学玻璃数据库为例，展示数据可视化的一些主要

功能对散点图、折射图等分别进行简要介绍。

（1）玻璃图

玻璃图为散点图，横坐标表示阿贝数，纵坐

标表示折射率（图 4）。每一个点附近显示该点的

玻璃名称。阿贝数是德国物理学家恩斯特·阿贝

发明的物理量，也称“色散系数”，用来衡量透

明介质的光线色散程度 [8]。阿贝数就是用以表示

透明介质色散能力的指数。一般来说，介质的折

射率越大，色散越严重，阿贝数越小；反之，介

质的折射率越小，色散越轻微，阿贝数越大。

（2）折射率图

折射率 [7]是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与光在

图 2 光学技术数据文件读取流程

QFile csv

QSqlDatabase sqlite

List=fileLine.split(”,”);

insert

图 3 光学技术数据库查询操作流程

QSqlRecord curRec=qryModel->record(recNo);

insert

select

图 4 玻璃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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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介质中的传播速度之比。折射率越高，入射

光发生折射的能力越强。折射率越高镜片越薄，

即镜片中心厚度相同，相同度数同种材料，折

射率高的比折射率低的镜片边缘更薄。折射率

图 [8]为平滑曲线图（图 5）。其中，横坐标表示

波长，纵坐标表示折射率。读取数据库中的两组

常数信息，采用相应的公式进行画图。给出常数

A0,A1,A2,A3,A4,A5，采用式（1）进行计算。

n A A A A A Aλ
2 2 2 4 6 8= + + + + +0 1 2 3 4 5λ λ λ λ λ− − − −  （1）

其中， A0,A1,A2,A3,A4,A5是计算常数，随玻

璃牌号而变，分别列入各个牌号的数据表中。λ
是波长，其单位是µm，nλ是所求的折射率。

给出常数K1,L1,K2,L2,K3,L3，采用式（2）
进行计算。

 nλ
2 − = + +1  

λ λ λ
K K
2 2 2

1 2

− − −
λ λ

L L L

2 2

1 2 3

K3λ
2

 （2）

其中，K1,L1,K2,L2,K3,L3 是计算常数，也

随玻璃牌号而变，分别列入各个牌号的数据表

中。 λ是波长，其单位是 µm， nλ 是所求的折

射率。

（3）相对部分色散

相 对 部 分 色 散 [9]主 要 指 介 质 的 部 分

色 散 与 中 部 色 散（ n nF C ） 之 比， 可 以 用

P n n n n   1 2 1 2
      F C 表示，其中任意两个波

长折射率之差称为部分色散（n n 1 2 ）。读取数

据库中 remark列的信息，将玻璃库中的玻璃进行

分类检索并显示。检索后可选择相对部分色散纵

坐标。刻画出横坐标为阿贝数，纵坐标为相对部

分色散的散点图。分类检索使用模糊查询实现，

N型玻璃即玻璃名称为N开头，P型玻璃即玻璃

名称为P开头，其余玻璃为常规冕和火石玻璃。

玻璃名称HT结尾是高透射率玻璃 [10]；玻璃名称

HTultra结尾是超高透射率玻璃。remark信息中

包含precision是适用于精密模压的玻璃；remark
信息中包含 0.5 是可提供nd，vd 0.5 级产品玻璃。

通过菜单中的选择可对数据库实时查询并在左下

方 table中显示（图 6）。
刻画相对部分色散的简要流程见图 7。

（4）内透射数据表和内透射图

透射 [5]是入射光经过折射穿过物体后的出射

现象。被透射的物体为透明体或半透明体，如玻

璃、滤色片等。若透明体是无色的，除少数光被

反射外，大多数光均透过物体。为了表示透明体

透过光的程度，通常用透过后的光通量与入射光

通量之比 τ来表征物体的透光性质，τ称为光透

射率。而在该数据库中，选中某一行数据，点击

“查看透射率”可查看相应厚度下该玻璃的透过

率表。

除查看透射率表外，如果选中某一行数据，

可以读取其数据库中相应厚度的波长和透射率，

图 5 折射率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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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绘出相应厚度下盖玻璃的折线图（图 8，其中

横坐标波长，纵坐标折射率）

（5）内投射图对比

该软件除了可以单独绘制每个玻璃的内投射

图外，还可选择多个玻璃同时输出这一信息，也

就是将内透射图显示在同一坐标系中进行对比

（图 9）。这样能够做到数据的对比、整合与利用，

方便研究员以更加直观的形式了解不同玻璃的参

数差别。

（6）检索

该软件支持通过输入玻璃名称或者玻璃编码

两种方式检索。每输入一个字符，界面左侧数据

表实时检索，并在输入框下方联想提示。Select
读取出数据库所有玻璃名称，将名称的 list加入

图 6 相对部分色散

图 8 某一种型号的玻璃的内透射图

图 7 相对部分色散的简要流程

table

radiobutton,checkbox combobox

table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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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ompleter类型的对象中实现在输入框下方添加联

想提示。输入框槽函数 textChanged实现随 text中内

容改变进行模糊查询并在 table中显示（图 10）。
简要流程如图 11 所示。

3 结语

本文介绍了一种利用现有光学数据通过转换

支持国产软件研发应用的实例。通过本文内容的

实现，能够解决国产光学设计软件缺少数据支撑、

现有国内光学数据没有被有效利用的双重问题。

本文以光学玻璃数据为例，通过与国外软件对标，

结合国产化光学设计软件研发要求，实现了光学

技术数据库各种格式光学数据向标准化格式的转

换，从而将数据库转化为光学库，支撑数据在国

产光学软件中进行检索查询，并就某一特定参数

进行对比，实现散点图、折射率图、相对色散图

等图形化的直观展现，达到了辅助光学设计人员

选取光学材料、快速寻找光学系统最优解的目的，

切实解决了国产光学设计软件中数据支撑问题。

本文的研究内容经过设计人员的不断沉淀

积累，有望成为国际通用软件研发库。未来通过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光学设计问题将

逐渐由依赖于设计人员的经验转变为对数据的依

赖，体现光学数据的价值会越来越重要，在本文

研究的基础上可开展专家系统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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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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