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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大数据为产业应用研究与服务带来了重大的机遇和挑战，迫切需要科技大数据管理驱动产业情报研究

和战略决策服务的质量。在综述科技大数据与医药健康产业应用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存在的问题和相互作用机理，提

出“科技大数据支撑、产业科技创新协同、信息精准服务、前沿技术监测”的产业情报服务模式，构建涵盖政策、产

业、科研成果、设备、科学数据、机构、人才 7 类科技大数据的医药健康产业情报服务体系，开展智能检索与数据可

视化、动态跟踪与智能推送、产业科技创新地图展示、前沿技术监测与预警等应用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科技大数

据中心，提出基于科技大数据的医药健康产业情报服务体系模型及功能设计，以提高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大数据的应用

研究和决策支撑服务，并运用科技大数据管理与技术提出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创新发展的实施步骤，以及科技大数据情

报分析和创新地图，促进产业升级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科技大数据；医药健康；情报服务；情报服务模式；服务体系

DOI：10.3772/j.issn.1674-1544.2023.05.007 CSTR：15994.14.issn.1674.1544.2023.05.007

中图分类号：R-1；TP391.1；G350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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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g data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brought significa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industrial application research and services, an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big data manage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drive the quality of industr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servic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ig data and medical and health industry 
applications,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s; proposes an industrial intelligence 
service mod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ig data support,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precise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frontier technology monitoring”, and designs and implements 
a system that covers policy, industry, research results, equipment, scientific data, institutions, and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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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数据产业的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也

为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2015
年，国务院 [1]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提出“公共服务大数据工程中构建医疗健康服务

大数据”。为围绕医药健康领域开展产业数字化

建设与应用研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2016
年颁布的《关于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

见》提出“推动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2]，2021
年颁布的《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

算力枢纽实施方案》强调统筹和建设行业领域数

据中心 [3]。当前，科技大数据已在医药大数据、

医疗健康大数据、医疗数据、大数据可视化、基

因数据库等领域得到了应用研究，为医药健康发

展提供了数据支撑与信息服务。随着大数据、物

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医药健康的科研

人员对科技大数据的应用需求从文献信息向自动

化、智能化的情报服务转变。如何利用医药健康

领域科技大数据集中管理，实现对产业热点、前

沿技术、关键技术的跟踪监测和对风险的分析管

理；如何构建医药健康产业情报服务体系，实现

产业科技服务的精准对接，解决产业发展需求甄

选和关键技术“瓶颈”问题，建立有效的合作创

新体系，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4]。这些问题已是当

今业界关注的重点。因此，本文试图解决以下问

题：①梳理国内外科技大数据与医药健康产业大

数据应用现状，总结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大数据应

用研究面临的问题，并阐述科技大数据与医药健

康产业科技创新的作用机理；②建立基于科技大

数据的医药健康产业情报服务体系设计，构建科

技大数据中心，提出情报服务模式，设计体系模

型、组成及功能；③提出科技大数据为医药健康

产业情报服务体系应用。本文将以此为出发点，

就“科技大数据”“医药健康”和“情报服务”3
个关键问题构建体系设计和应用，为医药健康产

业科技创新生态服务中的科技大数据管理和情报

服务提供应用研究，为进一步开展全产业链的情

报服务奠定基础。据此，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大数

据情报服务体系需要设计一种统筹的系统架构，

以医药健康产业科学研究应用场景模式为导向，

将专题的科技大数据组织、关联、服务进行整体

规划，以较好地驱动医药健康产业科研工作的知

识化、智慧化、协同化的精准服务。

1 科技大数据及其应用现状

1.1 科技大数据内涵及特征

Williams等 [5]将科研活动中涉及的文献、专

利、图书、报告等科技信息称为学术大数据。曾

文等 [6]认为，科技大数据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大数

据，指与科技信息相关的非数值型数据，最常见

的一种科技大数据即科技文献数据，还有政策数

据、成果数据、产业数据、人才数据等。科技大

数据具有数据量大、多样化、数据价值密度化、

It provides intelligent retrieval and data visualization, dynamic tracking and intelligent pushing,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map display, frontier technology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and other 
application research. A big data cent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constructed, the model and functional 
design of the intelligence service system of pharmaceutical and health industry based on big data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proposed, the application research and decision support service of big data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pharmaceutical and health industry are improved, the implementation step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pharmaceutical and health industry are proposed by using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 of big data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intelligence analysis and innovation map of big 
data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mote industrial upgrading Transformation an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Keywords: big data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dical health, information service, intelligence service model, 
serv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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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快、时效高和数据在线等特点，也具有敏感

性和积累性，科技大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具有复

杂性。

1.2 国外科技大数据应用现状

国外对大数据建设的投入较早且取得了显

著的成效，以科技大数据管理平台或工具为主。

①在国外科技大数据管理平台方面：美国、英

国、日本等均建立了大数据创新中心，促进了对

数据管理、公开、检索的研究，且增强了大数

据生态系统的内部联系 [7]。美国哈佛大学定量社

会科学研究中心的Dataverse平台，提供了广泛

的社会学、人文学、地球与环境学、医学等数

据库 [8]。Baumann等 [9]提出构建地球大数据分析

Earth Server系统，提供了齐全的、生产级的、灵

活的、可互操作的数据服务。美国政府数据网

data.gov向公众提供政府数据的访问、下载和使

用等服务，加强政府数据的开放性 [10]。世界上

最大的社会科学数据中心是美国校际社会科学数

据共享联盟 ICPSR（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为全球提供社

会科学数据访问、管理和分析方法等服务 [11]。美

国Dryad数据仓储覆盖生态学、医学、环境科

学、自然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数据，实现论文与科

学数据的关联，提供开放获取、重用与存储 [12]。

英国最大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数据库是数据

存 档 库UKDA（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nited 
Kingdom），它包括国家统计局、国家社会研究

中心和人口普查数据等资源 [13]。②在国外科技

信息分析平台方面：Web of Science、wizdomAI、
Dimensions、Incopat、SciVal、Incites等文献、专

利、项目多类型的综合性数据评价与分析、自动

生成报告的智能平台 [14]。VOSviwer、CiteSpace、
Bibexcel、Sci2、Ucinet等科技信息知识图谱工

具，提供论文、专利、文件等多类型多维度的可

视化分析与数据挖掘 [15]。

1.3 国内科技大数据应用现状

国内科技大数据主要以数据管理平台和数据

应用系统为主。①在研究数据或科研数据管理平

台或工具方面：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的中

国科技资源共享网，包括科学数据、生物种质与

实验材料、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等

资源，涵盖国家的 20 个科学数据中心和 31 个资

源库，具有资源检索、数据汇交、数据管理等功

能 [16]。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中心提供数据集、软

件、论文、著作、标准、关联发现等多源数据服

务，涵盖 16 个所级中心和 18 个学科中心，建立

标识服务、数据汇交、数据出版、支撑工具、数

据安全、元数据术语等数据挖掘分析与学科应用

平台，促进学科领域科学数据的深度应用 [17]。北

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面向机构内部或社会的

学者开展研究数据的保存、分享与再利用活动的

信息网络平台，提供创建、编辑、发布、查询等

数据空间和数据集服务 [18]。复旦大学社会科学数

据平台汇聚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数据，提供数据服

务、定量研究方法教学、跨学科研究、社会调查

等服务 [19]。②利用科技大数据知识发现、情报分

析进行科技信息监测与知识获取方面：清华大学

科技情报分析与挖掘平台（AMiner系统），包括

论文、学者、引用关系、知识实体等科研数据，

利用数据挖掘和社会网络分析与挖掘技术整合数

据源，提供学者画像、AI报告、人才智库、趋势

分析等服务 [20]。中国科学院图书文献情报中心科

技文献知识人工智能引擎（SciAIEngine系统），

利用科技文献大数据和深度学习方法，提供文献

摘要、语义识别、文献分类、关键词识别、命名

实体识别、概念定义句识别等服务 [21]。中国农业

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农业专业知识服务系统，

基于农业领域的文献、项目、科学数据、行业报

告、专利、专家和学者、机构等知识资源，采用

集成知识组织、知识计算、深度搜索、协同众包

和可视化分析等关键技术构建农业智库，面向农

业战略咨询、科技创新和农业生产提供专业化知

识服务 [22]。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专题情报数据

管理与智能分析平台，集成论文、专利、基金项

目等多来源多类型数据，面向成员单位和服务站

的情报分析人员，提供专题数据汇聚、清洗规范

功能，从计量分析、内容分析、模型分析等方面

提供专题情报分析功能 [23]。广西科技大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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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以共享机制为

核心，以资源整合为主线，为管理者及决策者进

行全局性层面的管理及决策提供支持 [24]。

综上所述，国内外都高度重视科技大数据信

息化工作，研制了相关分析工具和数据库，基于

科技资源和科学数据，研发数据监测模型、监测

算法和工具，在数据资源系统和工具取得了重大

突破，但利用科技大数据为产业科技创新服务的

科研匮乏。鉴于此，本文提出利用科技大数据管

理促进产业科技创新与应用的设想，支撑产业科

技管理和科学决策。

2 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大数据及其应用

2.1 科技大数据的组成

科技大数据作为医药健康产业大数据的一

个分支，与医药健康产业科技活动、科学研究紧

密相关，是医药健康产业各类科学数据资源的总

和。目前，医药健康产业的科技大数据主要包括

科技投入、企业培育、项目建设、品牌培育、品

种培育、创新平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金融支

持、人才培养、优化环境等政府措施；医药健康

产业分类包括医疗与健康服务、医药流通、制药

设备与检测仪器、医疗器械与医用健康材料、化

学药业、生物医药产业、中药产业等；医药健康

产业链包括原料、研发、生产、流通、消费；产

业数据包括产业目录、医疗器械、药品信息、制

药企业、新品种新产品等。

2.2 面临的问题

翟运开等 [25]提出基于“互联网+医疗健康”

的医药电商平台，提供的在线挂号、在线问诊、

专家会诊、线上医药销售等功能和服务。李亚凡

等 [26]提出构建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可视化平台

设想，直观展示云南省生物医药产业成果数据。

孟彦霖等 [27]提出依托药品销售数据的可视化展示

探究，对比购药患者的行为、性别、年龄段，对

比各类药物销量、各省份的药物销量。刘倩 [28]提

出了大数据产业链的“T”型价值链结构，区域

科技创新发展要素由知识集聚技术创新、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科技创新管理构成，大数据产业推动区域

科技创新的驱动效应、集聚效应、协同效应和规

范效应的作用机制和对策建议。李梅等 [29]从空

间视角研究京津冀协同创新，提出以资源要素协

同、主体协同、产业协同、布局协同和政策协同

的创新发展地图系统，为区域协同创新评价指标

提供数据，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龚轶等 [30]

从地方空间、流动空间维度，结合产业和创新

层面构建城市群协同创新的系统，包括环境层、

资源和要素层、产业分工 /联系层、协同创新网

络层。

目前，医药健康产业大数据主要侧重药品

数据与销售数据的应用研究。科技大数据管理主

要存在以下问题：①数据分散性强导致应用效率

低。科技管理部门和科研单位长期形成的数据库

和数据平台的建设、使用和管理分散，造成跨

部门数据统计、汇总、分析等困难，导致应用效

率低下。②数据统一性弱导致数据流动性差。数

据管理缺乏统一的标准。同一个服务对象需要填

充多个数据。每次根据不同的填充需求生成不同

的数据版本，因此数据一致性较差。③数据标准

的不一致导致数据适用性差。数据更新缺乏统一

的标准。数据更新和验证不及时，导致数据不准

确、不完整，随着时间的推移数据可用性较差。

④数据碎片化严重导致管理效率低下。对于全方

位、多结构化的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特别是隐

性数据的在线采集和实时分析，各种科技计划存

在重复、分散、封闭、低效等问题。有些申报项

目和资源配置还存在“碎片化”等问题，不能完

全适应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⑤数据参

数多，口径不同。各项指标统计口径不同，科技

指标项目较少，不能准确、详细、深入地了解科

技产业、项目、成果等。

科技大数据管理存在的分散性强、流通性

差、标准不一、应用低效等问题，导致利用科技

大数据进行医药健康产业情报服务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阻碍了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创新发展。主要

表现在以下方面：①传统的情报分析方法研究

缺乏全面和充分的产业情报分析研究。②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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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情报分析主要关注于结构性科技文献、专利

等数据资源，缺乏对科技政策、专题报告、成果

等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数据的产业情报融合分析

研究。③现有情报分析工具侧重于特定的数据源

或数据类型的统计与分析，由于情报分析工具主

要是国外产品，有些分析数据源只能分析外文文

献，对中文数据资源分析存在局限性，如TDA
分析工具支撑外文数据库的专利和论文文献，

CiteSpace、VOSviewer知识图谱工具主要侧重论

文、专利文献 [31]。

2.3 科技大数据与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创新

医药健康产业为了突破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

的界限，必须将创新数据资源汇聚在一起，基于

一定的理论观念和作用机理，充分发挥创新数据

资源作用，产生新知识和新技术，由此应用到新

工艺、新产品和新产业，最终实现新价值的动态

复杂过程，也是促进医药健康产业科技进步和经

济发展的动力源泉。

（1）科技大数据与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创新的

构成。科技大数据由数据资源、数据应用和数据

产品组成，即前期的数据资源集成、中期数据资

源的挖掘分析及应用、后期知识服务与情报研究

的数据产品。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创新要素构成包

括知识汇聚、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创

新主体、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创新环境 6 个方

面。知识汇聚和技术创新是出发点和落脚点，科

技数据资源的汇聚推进科学创新，形成信息和知

识转换为智慧服务，推动产业技术创新。利用新

知识和新技术促进产业创新发展，突破“卡脖

子”技术和关键技术，从而带动区域产业结构升

级转型 [32]。创新主体要提升创新活力和动能，培

育产业的核心企业、重点实验室、示范区等创新

载体的创新精神，激发创新载体内部的人才创新

活力和动能，提升创新生产实践。科技成果转化

有效落地，能够提升产业的商业价值，也是产业

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重点环节。科技创新环

境管理要提升产业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政府支

撑产业创新政策、人才激励、项目资金支持等，

构建新型的产业科技创新生态系统。

（2）科技大数据与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创新的

作用机理。科技大数据与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创新

两者的关系：一是医药健康产业创新发展离不开

大数据资源，科技大数据是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创

新发展的数据基础和保障；二是科技大数据为产

业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技术，推动医

药健康产业发展新模式。两者密不可分。

科技大数据与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创新的作用

机理，如图 1 所示。科技大数据驱动了知识和技

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模式、资源优化配置，为

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创新发展提供驱动力；科技大

数据聚集了前沿知识和技术、高层次人才，为医

药健康产业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了智库决策；科技

大数据带来了管理系统、创新资金的规模效应，

科技大数据协同了创新主体、资源共享、知识传

递、技术扩散，激活了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创新发

展活力。

图 1 科技大数据与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创新的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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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科技大数据的医药健康产业情报服

务体系构建

鉴于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大数据应用所面临的

问题，本文明确了医药健康产业情报服务体系设

计需求与建设目标，提出了体系的科技大数据中

心构建和情报服务模式，设计了基于科技大数据

的医药健康产业情报服务体系的模型、组成、功

能和安全保障。

3.1 设计需求与建设目标

根据科技管理在科技大数据的特点，管理

部门的情报分析需求侧重于医药健康产业的宏

观和中观管理，如决策、预测、制定和分析指

标以及制定政策、目标和战略规划等，偏向于

宏观和整体数据使用。在科技活动中，在科研

阶段为科研人员提供项目选项思路、技术路线

图、竞争情报分析、合作交流；在管理阶段，

辅助科研人员申报立项、资金支持、团队合作、

项目验收、成果发表；在科技成果转化阶段，

提供资金投向、市场分析、技术趋势、产业监

测与预警等决策支撑。因此，本文的医药健康

产业情报服务体系主要面向从事科技管理的部

门以及从事产业研究的科研机构、高校、企业、

创新主体等用户，目标用户为科技管理决策者，

从事产业研究和产业服务、产业转化服务的科

研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

针对上述医药健康产业大数据应用需求，本

文提出的基于科技大数据的医药健康情报服务

体系，涵盖医药健康产业的科技政策、科技资

讯、科研成果、科学数据、设备、机构、人才等

数据。从政策协同、数据协同、主体协同、产业

协同、情报服务 5 个方面进行应用框架设计 [33]。

其目标是建立医药健康产业的政产学研用一体化

的情报服务平台，系统地展示近年来医药健康产

业协同创新发展现状和趋势，满足多用户的智能

化、专业化知识需求和情报服务，为医药健康产

业协同创新发展水平和成效提供科学评价和决策

支撑。

3.2 科技大数据中心建设

3.2.1 数据的选取及特征分析

本文以科技管理中科技大数据为基础，划分

了政策数据、产业数据、科研成果、设备数据、

科学数据、机构数据、人才数据 7 个类型 [34]，构

建医药健康产业的科技大数据中心，并以科技政

策、科研成果、科学数据、科技机构、科技人才

为核心（图 2），对选取的 19 种数据进行元数据

描述及分析，寻找数据间的特征及关联关系。为

了实现与医药健康产业数据的关联，部分数据

需要补充其学科分类、产业领域、技术领域等

属性。

3.2.2 数据关联研究

科技大数据作为战略性、基础性的大数据资

源，其关联研究和利用将有助于医药健康产业创

新生态视角下的全域数据融合应用 [35]。依据科技

大数据的元数据类型及结构描述，建立医药健康

产业的科技大数据关联关系。目前科技大数据关

联关系主要有以下 4 类。

（1）元数据关联。依据数据密集型科学发

现，构建科技大数据关联的产业应用场景，将原

始科技大数据元数据的外部和内部特征进行描述

与分析，建立各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和节点，形

成逻辑与物理关联，如机构关联、作者关联、项

目关联等。柴苗岭等 [36]提出面向农业产业情报

分析模型、科学数据与科技文献关联研究，建立

基于产业情报分析的科学数据和科技文献关联

平台。

（2）语义关联。对于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数

据进行语义关联，从数据实体语义层面出发寻找

关联关系，增强数据之间的共性关系，如研究热

点、共词聚类。苏晓娟等 [37]提出科技大数据的中

英语种对应语言关联研究。

（3）模型关联。为了深入挖掘数据之间的相

关性及其距离的方法，需要通过数学方法、统计

方法进行算法关联，如共现频次、合作频次等。

钱力等 [38]提出科技文献资源的智慧服务的模型

设计。

（4）引用关联。数据之间的引用关系是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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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也是最直接的关联方式，构建引文网络，如

科学数据、文献之间的引用关系。周春园等 [39]提

出科技大数据的文献引用关联的知识图谱研究。

医药健康产业情报服务需求贯穿于全产业链

服务，可以推断出各类用户主体对科技大数据的

需求，涵盖多源、多类型、多样化的数据。作为

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大数据应用研究，在产业管理

特征上采用多种关联方法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和利

用价值 [40]。

3.2.3 数据集成设计

根据《科学数据管理办法》，科学数据生命

周期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传输与交

换、数据分析等 4 个方面。本文提出了建立科技

大数据的全流程全周期的情报分析，主要有以下

4 个数据集成阶段。

（1）数据获取。科技大数据采集对多源异构

图 2 科技大数据元数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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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海量数据进行

整合，将分散的、标准不一的数据进行集成，利

用ETL工具进行数据抽取、清洗转换，并存储到

数据仓库。针对跨部门的数据交换，主要采用协

商数据交换、开放数据获取 2 种方式。网络资源

借助数据采集或爬虫工具，利用数据平台或系统

的数据进行接口接入，转化为一致的结构化和规

范化数据。

（2）数据存储。科技大数据结构具有复杂

性，数据存储要采用善于处理半结构化、非结构

化、复杂抽取、数据交换、计算模型等技术，且

具有扩展、封装的大数据集成技术来实现，采用

云存储、分布式存储、主从数据库等基础架构来

适应科技大数据的海量存储、高效计算、灵活的

扩展性，并保证数据安全 [41]。

（3）数据处理。基于数据的特征和情报分

析方法构建产业本体特征，形成非结构化数据的

语义关联，对数据采集的原始数据进行清洗、补

充、合并、规范、一致性检验等预处理，提高科

技大数据质量，为决策分析打下基础。

（4）数据分析。利用可视化分析、数据挖掘

算法、预测性分析、语义引擎等技术和方法，对

复杂无序的数据进行萃取、提炼和分析，进行科

技大数据资源的信息挖掘和利用，利用图形化工

具解决分散异构的科技大数据，实现关联、分析

并给出完整的图表，达到直观、清晰的效果。还

可以利用深度学习、统计方法进行最佳参数模

型，建立趋势预测、用户画像、建模等高级知识

图谱分析功能，利用科技大数据进行预测性分

析、科技研究热点、主题热度趋势等各种前沿分

析，为政府、企业调整科技战略和研发投入提供

数据参考依据 [42]。

汇聚科技大数据可以对海量异构多源数据进

行采集、计算、存储、加工，统一数据标准，并

存储形成科技大数据资产，进而为用户提供高效

服务；数据与数据间强关联，服务与业务强相

关，是医药健康产业独有且能复用的，也是产业

数据的沉淀与积累；从成本角度看，也避免了重

复建设，减少了信息孤岛式的协作成本。

3.3 医药健康产业情报服务体系建设

鉴于底层科技大数据中心的构建，本文提出

的医药健康产业情报服务体系是“科技大数据支

撑、产业科技创新协同、信息精准服务、前沿技

术监测”的情报服务平台，面向机构或企业的高

层决策用户、中层管理用户、一般业务用户的科

技大数据服务，提供集成化、智慧化、可视化、

个性化的情报服务 [43]。

3.3.1 情报服务体系模型设计

医药健康产业通过设立园区和示范区、构

建创新平台、优化产业政策等科技创新布局，促

进创新主体和创新要素的流通，加强区域内的协

作与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由于协同创新相关的

科技大数据分散在线上线下乃至不同机构、不

同部门、不同地域，离散化严重，难以融合和利

用 [44]。利用情报采集加工方法和大数据技术，对

反映产业创新发展的基础数据进行定期跟踪、采

集和归类储存，以图谱可视化方式展示，对产业

协同创新现状评估和趋势研判具有重要意义 [45]。

医药健康产业情报分析应用服务是面向产业

协同创新而研制的，能够动态地、可视化地展现

产业科技创新的协同进展、成效，实时更新最新

的产业发展动态、前沿技术、科技成果和成果转

化等，提供多维度、多样化、交互性强的信息展

示应用服务。本文提出的基于科技大数据的医药

健康产业情报服务体系模型如图 3 所示。

体系模型分为基础层、数据层、服务层、应

用层 4 层结构，为机构和企业的用户群体提供

医药健康产业创新成果展示、知识展示、情报

服务。

（1）基础层支撑平台运行的服务器、高速网

络环境、海量存储与可视化设备等 [46]，包括平台

的网络设备、储存设备、计算设备、可视化设备

等基础设施，提供平台运维的计算服务、网络服

务和储存服务。

（2）数据层对基础空间数据、机构、创新主

体和载体数据、科技政策、产业数据、科研成果

数据等进行存储和转换，建立统一的标准规范数

据库结构，实现不同类型、不同结构、不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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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数据关联与集成。

（3）服务层采用基础服务中间件进行数据

加工和采集、产业地图展示、知识图谱展示和数

据管理等服务，建立统一的产业地图展示进行数

据集成与共享服务，提供业务服务资源、数据服

务资源进行数据治理，用来支撑包括知识图谱、

机器学习、大数据集成、网络安全等数据分析

服务。

（4）应用层依托数据资源、创新主体、产业

数据、政策数据等进行协同内容的展示与应用，

为企业科技创新、政府决策提供知识服务和情报

支撑。提供产业动态跟踪可视化、技术监测与预

警、科技情报、科技成果转化、科技金融等服务

功能模块，开展专题订阅、技术风险预警、科技

中介等科技服务。

3.3.2 情报服务体系功能设计

医药健康产业情报服务体系的数据支撑是科

技大数据资源，实现科技大数据资源的协同创新

和应用，为医药健康产业提供决策咨询、情报分

析、技术服务和应用研究 [47]。因此，根据科技管

理中医药健康产业创新和技术服务的需求，利用

空间、时间和地理信息来可视化展示医药健康产

图 3 基于科技大数据的医药健康产业情报服务体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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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科技创新生态发展现状，揭示医药健康产业的

创新资源数据、创新主体和载体的合作数据、重

点产业数据、创新政策数据等，数据来源有自有

数据、采购数据、合作数据、官网数据、调研数

据等，根据来源数据的结构和系统模型，设计数

据库表、数据结构、字段、属性和标准制定 [48]。

本文提出了科技大数据中心子系统、可视化展示

子系统、科技情报服务子系统和系统管理子系

统，建立政策协同展示、数据协同展示、主体协

同展示、产业协同展示、科技情报分析和系统管

理 6 大功能模块（图 4）。
在系统功能设计中，系统的地理位置用来实

现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的定位；各

数据库关联用来实现以机构为载体的相关科技人

才、成果、项目、基础设施等数据资源要素的关

联，以应用点分布图、热力图、统计图表、词云

图、图谱等多种类型方式进行可视化展示。

（1）创新政策协同是系统的关键环节，主要

提供政策分类、查看、统计、政策热点等功能，

便于用户查看相关产业领域的政策信息，及时把

握区域的战略规划和指导方向。

（2）数据资源协同是系统的基础，主要提供

各类创新数据资源分类展示、详情查看、统计、

关联等 [49]。

（3）创新主体协同展示，主要对创新主体

（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创新载体（实

验室、园区、示范区、技术联盟等）、创新平台、

成果合作、技术转移等进行可视化展示 [50]。

（4）产业协同是系统的重要环节，主要对重

点产业分布、产业资源、产业布局、科技成果、

科技机构、科技人才等产业资源信息进行可视化

展示。

（5）科技情报分析是系统的核心内容，提供

产业技术监测与预警。

3.3.3 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大数据的安全性设

计

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大数据资源展示了行业

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数据资源的完整性与安

全性非常重要。本文提出以下几点系统与数据安

全措施，以确保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大数据的安

全性。

（1）对数据进行分类统一管理。按数据资源

类型、学科分类、技术领域、研究价值等建立数

据分类指标体系和数据标准规范，确定数据的公

开范围和使用权限。

（2）对数据资源实行审查、审核与校验机

制。建立面向系统数据管理的提供者和管理者的

审核与监管服务，保证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大数据

的完整性、规范性与正确性。

（3）对平台的用户与数据权限进行设置。一

是建立用户授权与实名认证，对用户的基本信息

进行审核，针对用户类型与用户需求建立多级访

问权限设置，实现不同类型用户的不同权限范围

与功能；二是对科技数据资源的权限设置，针对

不同应用场景提供不同的数据资源。

4 医药健康产业情报服务系统的应用研究

本文以医药健康领域科技大数据为基础，采

集数据集成、创新地图展示、知识图谱等技术，

实现产业科技大数据的智能检索、产业动态跟踪

与智能推送、产业科技创新地图展示、前沿技术

监测与预警分析等应用，促进医药健康产业链的

图 4 基于科技大数据的医药健康产业情报服务平台功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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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链、强链、补链、延链。

4.1 构建科技大数据中心服务引擎提供智能检索

与数据可视化

为解决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大数据分散、多源

异构、应用价值低及数据获取难等问题，本文设

计提出医药健康产业大数据智能搜索服务，解决

不同用户快速、精准推送产业相关知识资源。以

科技大数据为基础，进行数据整合、加工处理、

数据关联，搭建产业科技大数据应用服务平台，

为用户直观展示区域内的科技大数据资源分布

动态、发现问题、挖掘资源和评价资源分布趋势

提供基础数据参考，也为用户提供专业的、智能

的“一站式”情报分析，形成产业链与数据链的

结合，深挖科技大数据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医药

健康全产业数据集成和应用，有利于制定产业技

术创新发展战略规划 [51]，有利于扩展科技大数据

的管理、运营、交易等服务，较好地发挥产业科

技创新发展与应用 [52]。针对产业大数据的现状，

提供数字化赋能服务，提升优化产业布局的前瞻

性，从根本上解决大数据集成为产业关键技术情

报感知、预测提供协同服务，为进一步优化产业

布局的合理性，为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打造一流科技创新生态提供有力保障。

4.2 科技大数据知识发现提供医药健康产业动态

跟踪与智能推送

利用科技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数据挖掘技术，

通过跟踪产业前沿动态，对风险进行分析管理，

为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产业态势监控、产业规划设

计等应用服务，为政府合理配置创新资源和引导

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提供服务支持 [53]。将基于

科技大数据体量及高效的数据分析技术，紧跟前

沿科技和产业发展趋势，提升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效率，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实力。为产业创新发展

提供产业发展态势、技术前沿、研究热点、规划

设计等服务，为政府合理配置科技创新资源、引

导产业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提供服务支持，推动

产业链、创新链和资金链融合。医药健康产业科

技创新发展和决策支撑中引用多源异构科技大数

据进行情报分析和创新成果展示，提供科技大数

据治理机制下的产业决策咨询服务。只有科技大

数据得到有效应用才能产生巨大的价值，才能推

进我国医药健康产业技术创新和科技发展，成为

推动医药健康产业科学研究、产业发展、科技创

新的重要节点 [54]。跟踪各领域的前沿动态、研

究报告、行业动态、产业信息、科研活动等，为

用户提供内容浏览、专题定制和邮件自动推送等

服务。为用户提供整合相关产业的人、财、物等

信息，提供快速搜索相关产业和技术资源，便于

用户查看前沿技术和研究热点。汇集并实时更新

产业链中各环节企业、人才、技术等科技资源信

息，了解产业科技主体和资源分布情况，洞察产

业发展态势，实现产业发展的动态跟踪。

4.3 科技大数据可视化提供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创

新地图展示

面向政府决策、企业科技创新、科研活动，

本文建立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大数据互联互通，通

过定义数据标签，建立各种类型数据的关联关

系，可多维度全方位地了解产业投入、规模、科

研产出等情况，以具有图形可视化视觉方式，建

立时间、空间与地理位置的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大

数据地图展示，采用数据可视技术、GIS技术，

将所有数据在线化、可视化、可交互，按时间、

区域、产业、成果等多维度监测产业相关数据，

全面立体透视产业关键技术发展，可视化展示产

业的资源配置、产业链、企业布局。实现人才、

项目、成果、机构、政策等多视角展示数据关联

和快速定位，有效展示产业的相关数据分布、知

识聚合，同时利用关联关系图、等级划分、数值

区间颜色图等展示手段，为用户提供创新主体的

发展趋势、创新成效，进一步揭示创新主体间的

协同效率。

4.4 科技大数据情报分析提供医药健康产业前沿

技术监测与预警分析

围绕医药健康产业情报服务需求，利用科技

大数据集成管理对产业关键技术进行技术监测预

警，为科学决策提供及时高效的预警支持。采用

科技大数据、机器学习、知识图谱等先进技术，

搭建产业链的关键技术知识图谱，使平台向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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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智能化、规范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形成

面向产业关键技术提供产业动态、技术监测、科

技成果转化和科技情报等服务的一体化平台。利

用科技大数据集中管理达到对产业技术监测与预

警，为科研管理的提供高效的决策支撑。一是产

业技术监测。面向科技管理和服务需求，主要包

括对科技动态、科技项目、科技人才的监测预警

模块以及对科技前沿的专题分析、前沿分析、简

报推送等功能模块。二是产业技术预警。对地区

重点产业的技术状态进行监测，对产业技术进行

横纵向对比分析和跨地区对比分析，能够满足指

标查询、状态监测、区域对比和异常警示等需

求。对可能产生威胁和侵害的情况提前感知、预

判、预测和预警。在智能报告方面，按简报、专

题报告等线上生成报告。在科研管理方面，构建

前沿的产业关键技术情报态势感知和预警平台，

能够追踪、跟踪产业发展趋势，形成科技决策、

跨学科、跨领域的产业关键技术科技情报服务体

系，围绕科技计划管理的全流程管理与服务，推

动产业创新生态发展的科技管理效率，与科技计

划管理对接，提供精准化、专业化、智能化的产

业科技情报服务，突破基于关键的核心共性的大

数据、人工智能、知识图谱技术。在产业创新生

态的技术监测和预警系统中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

模型训练和预测推理，从而在产业动态跟踪功能

模块中实现对用户的精准推荐，并实现智能风险

预测和预警。

5 结语

本文旨在解决医药健康产业的科技大数据信

息不对称和精准服务带来的局限性问题。在全面

分析当前医药健康产业的科技大数据元数据类型

及结构的基础上，设计了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大数

据情报服务体系模型，并进行了精准知识服务功

能设计，从需求、数据集成与关联、服务模式等

层面详细阐述了精准情报服务的逻辑与方法，为

应用系统开发提供理论支撑。大数据技术为知识

经济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依托科技大数据资

源支撑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创新发展，有利于发挥

医药健康产业的科技大数据基础资源作用，更有

能力和经验设计出符合应用场景的医药健康产业

情报服务产品应用，利用专业的智能化的大数据

处理技术和情报分析工具，开拓更广泛的产业科

技创新新路径，形成新的机制。而本文设计的精

准情报服务架构涉及面广，未来还需要与传统的

产业情报方法进行对比分析，应用先进技术实现

科技大数据融合应用与互联互通，并结合具体应

用进一步实现与验证；针对复杂的应用场景和用

户需求还不能有效解决；还有待进一步激发医药

健康产业科技大数据的共享交流和知识创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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