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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从科技情报服务发展历史的角度提出高端交流平台应该是一个情报智慧服务平台；其次，情

报智慧服务平台的建设应广泛应用智慧化信息技术，包括多源融合技术、人机协同技术、科学知识的表示与发现

技术；最后，本文提出关于高端交流平台中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框架体系的设想，包括智慧服务计算框架体系、智

慧服务数据框架体系以及智慧服务分析框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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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立群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北京 100871）

构建高端交流平台应加强情报智慧服务

能力建设*

国家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以下简称

“高端交流平台”）的建设已经被写入中共中央“十四五”

规划纲要中，这对科技情报界来说是一件大事。笔者在

此谈谈对高端交流平台服务能力建设的一点想法。

1  高端交流平台应该是一个情报智慧
服务平台

科技情报服务的目标和基本任务是解决由“情报

爆炸”所带来的情报积累与利用之间的尖锐矛盾，用科

学的方法组织知识信息，使之有序化，成为人们便于利

用的形式，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向用户提供所需要的情

报，促进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1]。长久以来，科技情报

服务在支撑国家基础科学创新、重大科技攻关、核心

技术研发等国家科技创新活动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在国家科技创新的不同时期，科技情报机构承担了

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其提供的服务内容和呈现的服

务模式也有所不同。从发展历史的角度看，科技情报服

务先后经历了文献服务、信息服务和知识服务，当前正

迈向智慧服务[2]。在科技情报服务发展的早期阶段，向

用户提供基于图书期刊的文献资料成为服务的主要内

容，对图书资料进行组织整理，对文献进行索引和排序

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服务模式。进入信息时代，计算机和

信息检索系统成为科技情报服务的重要工具，服务内

容已经从纸质的文献资料过渡到能够通过二进制表示

的信息篇章，用户通过检索即可获得所需信息，服务效

率得到革命性飞跃。20世纪末期，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

展造成信息的爆炸式增长，科研工作者亟需一种更加

直接高效且能够满足科技创新本质需求的服务，知识

服务应运而生。这一时期知识服务的精准性得到了进

一步提升，但受制于当时的技术发展水平，知识服务仍

存在许多局限，服务的实现还需要知识工作者深度参

与科技创新的过程。

新时期，一方面，科技创新的内外部环境已发生根

本性转变，科技创新已成为各国政府推动本国发展的

主旋律，特别是近年来国家间的科技竞争日趋激烈，

在生物基因、电子信息、量子计算、材料科学等新兴

技术领域全球创新呈现加速趋势，科技创新成果日新

月异，每天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从全球各地的研究机构

涌现，这为研究人员了解最新研究成果带来巨大的挑

高端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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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另一方面，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兴起，特别是深度

学习、知识融合、认知计算等技术的成熟为科技情报服

务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技术。大数据环境下的科技情报

服务在服务内容、服务模式上为科学研究带来了许多

变革。智能技术赋能科技情报服务使其以多种方式更

加紧密地融入到科技创新的全生命周期中，智慧服务

正成为研究人员科学创新活动中的科研助手和伙伴，

辅助科学家加速新的科学发现。例如，美国化学学会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为科研机构提供的面

向化学研究的科技情报智慧服务平台[3]，通过机器自动

阅读科技文献以结构化形式提取事实和关系，能够在

各个领域之间实现知识的转移和融合，借助多种人工

智能算法帮助研究人员设计、合成新的分子以加快药

物和新材料的开发，从而有效降低研发成本以及缩短

新产品的上市周期。

综上所述，高端交流平台的建设，就需要以科技情

报智慧服务为目标，深入研究情报智慧服务基本原理与

机制，积极探索情报智慧服务关键技术，逐步形成情报

智慧服务的体系架构，实现科技情报的高效传递和高

质量应用，加速科学发现和知识创新，提升科技情报对

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的引领及支撑能力。

2  高端交流平台应该广泛应用智慧化
信息技术

智慧化信息技术特指科技情报智慧服务关键技

术，是实现科技情报智慧服务的关键方法、工具和算法

的总和，建立在通用的人工智能技术、算法设计、实现

思路和方法的基础之上，是在情报思维的指导下，面向

特定的科技情报任务或科技情报服务场景而形成的一

系列能解决科技情报智慧服务问题的技术总和。笔者

认为，从情报智慧服务的角度来看，高端交流平台至少

应该包括以下3个方面的技术。

2.1  多源知识融合技术

《自然》杂志曾于2019年刊文指出[4]，科学的创新

和进步依赖于对现有知识的有效吸收，以选择最有前

途的前进方向并最大程度地减少重复工作。随着科学

文献数量的增加，对于单个科学家而言，文献内容的甄

别和选择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绝大多数科学的知识都是以文本形式发表，通过机器

自动阅读不同来源的科技文献并提取有用的知识，根

据特定的科学问题对零散的知识进行集成、转化、统

一成为解决上述问题最为有效的途径。知识融合[5]为

这项工作铺平了道路，使科学家能够通过机器辅助的

方法改变获得科学新突破的范式，使个人可以获取“隐

藏”在海量科学文献中的有价值的知识甚至是新的科

学发现。高端交流平台的多源知识融合技术相关研究

包括面向不同领域的知识融合模型研究，面向不同领

域的知识因果关系自动构建和推理技术、知识融合模

式和算法研究等内容。

2.2  人机协同技术

智慧服务与传统科技情报服务（如信息服务、知识

服务）最大的区别是其在科技创新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发生了变化，科技情报服务已从过去的科学家的辅助

工具转变为协作者和伙伴，这表明人与机器从人机交

互被动单向的关系转变为人机协同主动双向的关系。人

机协同本质上就是将机器概率化的智能与科学家有机

化的智能相互融合、互为补充，共同协作从事科学发现

和知识创新[6]。人机协同主要解决的核心技术问题是在

科学探索过程中人类科学家和机器如何达成共识，即

要使机器能够充分理解科学家在科学发现中的意图，

理解科学家在创新过程中的不同场景和上下文，又要

使机器能够向人类科学家解释其结论，使其结果具有

可解释性，而人类科学家根据自己的见解和洞察指导

机器进一步优化科学发现模型，从而加速科学创新的

过程。例如，由美国IARAPA FUSE项目资助研发的科

技情报服务平台ARBITER[7]主要开展科技情报的预测

服务，能够为研究人员和决策者提供未来有前景的研

究领域和关键词，平台在为科研人员提供技术术语提

名的同时还提供了丰富的证据，使研究人员能够深入理

解机器给出的结果[8]。

2.3  科学知识的表示与发现技术

知识一直以来是情报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科技情报

服务正从过去的强调知识组织和知识体系构建的研究，

即解决“是什么”的模式，朝着强调深层次知识发现与

推理的研究方向发展，从海量文献中发现人类科学家

难以发现的“隐藏”的和“深度”的规律与模式，即解决

“为什么”的问题。未来则更加关注知识的融合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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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能够根据研究问题提出理性解决方案，即解决

“如何做”的问题。科技情报服务这一演变对知识表示

也提出了新要求。传统的知识表示更多是基于符号（如

本体、RDF、知识图谱）的表示方式，着重强调人类的

可理解性，其知识推理能力较弱。科技情报智慧服务要

达到知识的深层发现和利用就需要有新的科学知识表

示框架，能够精确地表示和捕获面向领域的科学知识，

如科学假设、物理模型、化学反应、生物传导过程等。

同时，科学知识的表示还要具备可计算、可解释的特

性，不仅能够进行推理和验证，同时还要向人类科学家

提供可信的证据和过程。如在生物医学领域，从有关文

献中抽取出Ras基因家族的癌症生物信息传导途径和机

理，利用这些已捕获的知识进行推理，能够识别和解释

大量先前并不明确的癌症信息传导途径[9]。

3  高端交流平台中科技情报智慧服务
框架体系构想

科技情报智慧服务的落地和应用是建设学术高端

交流平台的重要环节。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本质上是一

项服务，服务的满意度、时效性、精准性需要科学化、

体系化的基础设施提供支撑，而服务框架和体系是保

障服务最终落地和应用的基础支撑。智慧服务的框架

是为解决科技情报智慧服务过程中开放性问题而设计

的具有一定约束性的支撑结构，表现为一组抽象构件

及构件实例间交互的方法，为智慧服务平台的构建提

供了一个类似于乐高积木的可自由插接、组合相关功能

组件的基础，其目的是平台构建者能够根据不同的应

用领域和场景快速搭建高质量的服务平台。智慧服务

体系是指通过软件定义的方式实现科技情报智慧服务

的可执行的软件组件的集合，一般会被约束在不同功

能框架之中。框架界定了实现智慧服务的技术边界，进

而将相关的软件组件约束在这个边界内，从而保持解

决智慧服务问题时手段的内聚性。而体系用来提供支

撑智慧服务的可选的配套软件组件或工具。笔者认为，

高端交流平台中科技情报智慧服务的框架体系至少应

该包括3个方面。

3.1  智慧服务计算框架体系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计算是科技情报智慧服

务最为核心和重要的能力，智慧服务的提供需要计算力

的驱动，如同电力驱动机器运转一样。近年来，云计算

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兴起，为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提供

了符合行业标准的开放平台，如Hadoop、Open stack、
Spark、Storm等项目为大规模、分布式计算提供了非常

便利的计算框架和开源组件，这类平台一般都提供通

用的面向服务的调用接口。但是这类开源组件并没有为

科技情报智慧服务计算提供专门的规范和标准，还需要

根据不同智慧服务和科学领域计算的特性，设计对科

技情报智慧服务更加友好的计算框架体系，做到在不

必过多关注底层计算基础设施复杂的操作流程和技术

细节的情况下，高端交流平台能够自动适配、管理、分

配底层的来自不同计算基础设施的计算、存储、网络资

源，并调度、执行、监控由上层的智慧服务分发的情报

服务任务。目前，国外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案例，美国和

欧洲已初步形成比较成熟的面向科技情报服务和科学

计算的专用计算框架体系，如Pegasus计算框架[10]，该

框架能够可靠、高效地协调和自动化不同来源的分布式

计算资源（校园集群、国家网络基础设施、商业和学术

云）以及任务执行，该计算框架已被科学家广泛应用于

天文学、地震学、生物信息学、物理学等领域。

3.2  智慧服务数据框架体系

科学数据是科学发现、知识创新中非常重要的要

素，同时也是科技情报智慧服务框架体系中关键的组成

部分。近年来，随着第四范式在各科学领域的应用，科

学数据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日趋重要，对于某些学科

甚至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如在中药研究中，中药具有

多成分、多靶点、调节方式多样的特点，传统的方法不

能科学解释中药复方的药效物质基础及组方规律等问

题，通过借助TCMID（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Integrated Database）数据库和Herb BioMap数据库可

实现中药作用靶点的准确预测[11]。但是，当前科学数据

也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传统数据管理方法

已经不适用于当下机器的智能化处理和使用的需求。

这必然需要深入研究智慧服务数据框架体系，有效地

解决科学数据可发现、可访问、可互操作和可重用的问

题；研究如何通过科学数据的周期管理和技术标准来

保障科学数据的质量；研究通过何种共享、交换机制

以实现科学数据的安全和高效利用等问题。高端交流

平台的智慧服务数据框架体系建设不能仅对科学家友

好，在顶层设计中也要考虑到对机器友好，要方便人工

构建高端交流平台应加强情报智慧服务能力建设罗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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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科学家对已有科学数据的利用、科学研究过程的

重现，甚至能在已有研究成果（数据）的基础上开展更

深入的科学发现工作。

3.3  智慧服务分析框架体系

智慧服务分析框架体系一般包括面向领域的、专有

的、用于科学发现及知识创新的分析组件和软件。第四

范式的提出，预示着科学发现的范式和知识创新的过

程已经发生变革，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越来越依赖于

借助各种科技情报和数据分析工具从科技文献和科学

数据中发现隐藏的规律、解释未知的现象、验证提出的

假设等。这意味着科学家不仅是本领域的专家，同时还

要具备数据科学领域的专业知识。传统的科技情报和

数据分析是科学家的“手工艺活”，往往需要耗费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根据不断变化的研究需要进行调整，研

究工作的效率难以保障。智慧服务分析框架体系一方面

能够为领域科学家提供快速定义、集成和自动化数据

分析业务和流程的技术，最大化减少重复开发和调试

分析流程的工作量，使科技情报智慧服务分析的知识

和经验得以高效复用；另一方面，将科技情报与数据分

析中的共性方法、技术按科学任务抽象、集成、封包成

最佳的“科技情报与数据解决方案”，通过可配置的方

式根据科学分析的需求对分析方法、分析模型、计算资

源等进行自动化的、灵活的组合和配置，快速构建面向

特定科学研究任务的分析模型。南加州大学的Gil等[12]

已开展类似的探索，其开发的面向科学分析框架能够

根据科学研究任务自动选择数据分析关键组件和数据

源，自动化执行科技情报和数据分析任务，目前已广泛

应用于地球科学[13]、神经科学[14]、气候影响[15]等领域。

高端交流平台的智慧服务分析框架体系应该使科学家

和研究人员能够从复杂的、烦琐的数据分析的事务性

工作中解放出来，从而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自身

擅长的科学研究中。

4  结语

综上所述，情报智慧服务能力是构建高端交流平

台的核心能力和支撑能力，人工智能驱动的情报智慧服

务将会对未来科学发现、知识创新带来颠覆性的影响。

未来国家间科技创新的竞争不仅仅是人才的比拼，更

是科技情报智慧服务能力的比拼。这意味着图情领域

的研究者和工作者要加强情报智慧服务的研究，不仅

要关注情报智慧服务理论的研究，更要关注情报智慧服

务的关键技术和智慧服务的框架体系，最终推动我国

高水平、高质量的高端交流平台的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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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tablishment for High-end Communication Platform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ce Smart Service Capabilities

LUO LiQun
(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

Abstract: Firstly,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High-end Communication Platform of National Scientific Research Papers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should be an intelligence smart service plat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services. Secondly,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ce smart service platform should widely apply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cluding 
multi-source knowledge fusion technology, human-computer collaboration technology,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and discovery technology.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a smart service framework system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in High-end Communication Platform, 
including a smart service computing framework system, a smart service data framework system, and a smart service analysis framework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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