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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数据标准规范的研制有利于科学数据服务遵循标准化和规范化的途径有序进行，对于提高科学数据服

务能力有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对国际国内科学数据服务相关标准规范调研发现，科学数据服务的标准化程度在不

同学科领域、科学数据服务的不同环节存在较大差异，目前尚未形成贯穿科学数据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标准。针对这些

问题，提出推进我国科学数据服务标准化进程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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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data standards and specifications is conducive to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data services following the way of standardization and normalization, and has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and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scientific data service ability. This paper 
conducted extensive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tandards and specifications of scientific data 
services, and found that the degree of standardization of scientific data services varies greatly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different parts of scientific data services. At present, service standards that run through the 
whole lifecycle of scientific data have not been formed.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standardization process of scientific data servic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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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科学数据是科学发现的基石和源泉 [1]，也是

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科学数据在全球的

关注度日益提高，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自 20 世

纪初就注重科学数据的有效管理和共享利用 [2]。

2018 年 3 月 17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科学

数据管理办法》，首次从国家层面强调了科学数

据的重要地位，确立了我国科学数据工作的行动

纲领。2019 年 2 月 11 日，《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

科技资源共享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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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开放共享办法（试行）》正式发布，成为

中国科学院落实国家《科学数据管理办法》、提

升科技创新水平的重要举措。

良好的科学数据服务是科学数据价值实现的

桥梁和媒介 [3]。随着对开放数据和潜在的“大数

据”研究机会的日益重视，提供更广泛、更精细

的数据服务成为科学数据中心和高校图书馆致力

实现的目标。科学数据资源多、产生方式多、数

据类型复杂，科学数据服务面临诸多挑战。标准

化是为了在某一领域内获得最佳秩序，对现实

问题或潜在问题制定共同遵守与重复使用规则的

活动 [4]。尽管科学数据服务已经在发展规划、数

据发现、存储、共享和利用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

展，但是科学数据服务过程中尚存在标准化程度

低、标准碎片化严重、缺乏有效覆盖科学数据全

生命周期的标准等问题。为确保科学数据在全生

命周期内的合规使用和有效保护、满足科技创新

对科学数据的管理需求，急需构建完善的标准化

体系。

国内外研究机构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科学数

据服务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阐述。国际数据委员

会（CODATA）提出，科学数据服务是协助组织

获取、存储、管理、长期保存、发现、访问、检

索、聚合、分析和可视化科学数据，以及提供

相关法律框架支持学科和多学科科学研究的服

务 [5]。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ARL）提出，科学

数据服务的内容包括积极参与数据管理计划，在

研究过程中对数据存储、数据安全、研究记录和

元数据等数据管理内容进行指导，并对已完成项

目和已发表论文的研究数据进行共享和管理（选

择、保存、归档、引用），或提供信息、咨询和

培训服务 [6]。Tenopir等 [7]认为科学数据服务主要

包括创建和管理机构数据仓储、提供数据挖掘和

可视化的工具、提供科学数据管理培训、提供机

构政策指南、协助创建数据管理计划和数据集的

元数据、协助解决与科学数据相关的知识产权和

隐私问题等。涂志芳等 [8]认为科学数据服务是将

数据嵌入知识发现过程中，以满足科学数据管理

要求，包括对数据管理计划、数据组织、数据访

问、数据重用、数据共享和存储、数据引用等的

支持。以上科学数据服务定义的提出是基于科学

数据生命周期理论，即科学数据服务的内容贯穿

科学数据从产生到再利用的整个生命周期。本文

对于国内外科学数据服务标准的调研涵盖科学数

据的采集、分析、管理、保存、归档、发布出

版、引用等环节，也包括相关元数据标准。在分

析总结国内外科学数据标准规范现状和特点的基

础上，提出推进我国科学数据服务标准化和规范

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1 研究综述

国内外学者关于科学数据标准开展了广泛

研究。科学数据标准体系框架的构建成为科学数

据标准研究的热点。徐枫 [9]根据科学数据共享标

准参考模型，将科学数据共享的标准划分为基础

标准、公用标准、技术标准和学科领域标准 4 个

类别。此后，有学者在此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

水利科学 [10]、中医药 [11]、交通科学 [12]、作物科

学 [13]等学科领域的标准体系框架。司莉等 [14]认

为科学数据标准体系由价值鉴定标准、数据质量

规范、元数据编写规范及元数据标准、分类编码

标准、数据发布规范、引用标准 6 个方面构成。

温明亮等 [15]将我国科学数据相关的标准规范划分

为描述标准、发布标准、引用标准和评价标准 4
种类型。王卷乐等 [16]分析了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

享标准规范体系的定位，并将其体系结构总结为

机制条例类、数据管理类、平台开发类和数据服

务类 4 种类型。胡良霖等 [17]总结了中国科学院科

学数据标准体系建设历程和取得的成果。

面向学科领域的元数据及科学数据标准受到

广泛关注。Rocca-Serra等 [18]研究了代谢组学相

关的科学数据及元数据标准，提出了数据重用及

数据标准促进代谢组学研究的实例。刘林等 [19]建

立了海岸线数据共享空间数据库的分层及属性表

的结构框架。苟欢等 [20]提出针对国内健康领域科

学数据标准规范的问题和对策。刘峰等 [21]对地

理、生物、化学、物理等主要学科领域典型元数

据标准进行综述分析，提出基于统计的科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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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元数据设计规范化模型。赵华等 [22]对比分析

了国内外有代表性的科学数据元数据标准，并针

对已有科学数据元数据标准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

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思路。崔佳伟等 [23]对国

外现有的科学数据仓储进行调研，系统地介绍了

元数据标准的内容设计和实际应用，对我国科学

数据仓储元数据标准构建及应用提出建议。

2 国际科学数据服务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研究

2.1 标准化

ISO（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
ization）是国际标准化组织。截至 2022 年 7 月，

ISO共有 809 个技术委员会，制定了 24 528 项国

际标准 [24]。对 ISO标准中与科学数据服务相关的

标准进行检索，其结果见表 1。

由表 1 可以看出，与科学数据服务相关的

ISO标准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从学科划分来

看，主要涉及生命科学与地理信息相关的科学数

据及元数据标准。第二，从数据生命周期来看，

主要涉及数据采集、数据管理、数据保存、数据

出版、数据引用、数据及元数据描述等环节的标

准，缺乏数据分析、数据处理、数据归档、数据

再利用，以及数据管理计划（DMP）的相关标

准。第三，从元数据相关标准涉及的内容来看，

可将其划分为描述型元数据、元数据管理、元数

据注册与索引 3 种主要的元数据相关标准类型。

除标准制定机构外，世界数据系统（World 
Data System，WDS）致力于促进对数据标准和公

约的遵守，并采用数据共享原则推进其目标的实

现。国际数据委员会CODATA在促进跨学科标准

表 1 科学数据服务相关 ISO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号 主题 摘要 /备注

1
生物技术—生物样本库—用于研发的植

物生物材料的生物样本库要求
ISO/TS 23105:2021

数据采集、制

备、存储、发

布等

规定了植物生物材料和相关数据的

收集、制备、保存等要求

2
生物技术—生物银行—动物生物材料的

要求
ISO/TS 20388:2021

规定了动物生物材料相关数据的收

集、接收、制备、保存、运输、储

存、分发、销毁和处置等要求

3
生物技术—生物银行—ISO 20387 实施

指南
ISO/TR 22758:2020 规定了生物数据采集相关要求

4 地理信息——数字数据和元数据的保存 ISO 19165 数据保存

共 2 部分，定义了长期保存数字地

理空间数据的要求，及地球观测数

据和衍生数字产品的内容规范

5 信息技术——数据管理参考模型
ISO/IEC TR 
10032:2003

数据管理

定义了 ISO数据管理参考模型，用

于协调现有和未来信息系统中持久

数据管理标准的开发

6
信息和文档——参考书目和信息资源引

用指南
ISO 690:2021 数据引用 适用于研究数据集、数据库的引用

7 信息和文件——数字对象识别系统 ISO 26324:2012 唯一标识符

规定了数字对象标识符系统的语法、

描述和解析功能组件，及创建、注

册和管理DOI号的一般原则

8
信息和文档——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元素

集
ISO 15836

描述型元数据

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元素及术语

9 地理信息——元数据 ISO 19115
定义了通过元数据描述地理信息和

服务所需的模式及获取和处理的扩

展，基本概念XML模式实现

10
健康信息学——制定健康信息学词汇表

的术语和定义
ISO 17439:2022

提供了健康信息学中质量术语和定

义的元数据及要求的详细信息

11
健康信息学——用于描述电子健康记录

中结构化临床基因组序列信息的数据元

素及其元数据

ISO/TS 20428:2017
定义了数据元素及其必要的元数据，

以在电子健康记录中实施结构化的

临床基因组测序报告及其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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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针对科学联盟内部

和之间的大量数据和信息标准（包括词汇表、本

体）之间存在的重复或不兼容问题，CODATA倡

议在科学联盟之间协调数据标准 [25]。

2.2 规范化

（1）RDA技术规范及元数据标准目录

国际上科学数据一个重要的推动工作来

自国际科学数据联盟（Research Data Alliance，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号 主题 摘要 /备注

12 信息技术——元数据注册表（MDR） ISO/IEC 11179

元数据注册与

索引

元数据注册表（MDR）的框架、分

类、注册表元模型和基本属性、命

名原则、元数据的基本属性等

13
信息技术——元数据注册表 （MDR）模

块
ISO/IEC 19773:2011

规定了可在应用程序中使用或重用

的小数据模块

14
信息技术——实现元数据注册内容一致

性的程序
ISO/IEC TR 20943

包括数据元素、价值域、元数据映

射程序、生成本体的框架等

15
信息技术——元数据注册表互操作性和

绑定（MDR-IB）
ISO/IEC 20944

包含 ISO/IEC 20944 系列国际标准

的概述、框架、通用词汇和通用规

定、编码绑定、API绑定、协议绑

定、配置文件等

16
信息技术——对象管理组XML元数据交

换（XMI）
ISO/IEC 19509:2014

元数据管理和

元数据互操作

支持 ISO/IEC 19508 中定义的元对

象设施（MOF） 核心

17 信息技术——XML元数据交换（XMI） ISO/IEC 19503:2005
增强了分布式开发环境中的元数据

管理和元数据互操作性

18 信息技术——元数据的概念和使用 ISO/IEC TR 19583
包括元数据概念、数据模型和元模

型等部分

19
健康信息学——元数据存储库要求

（MetaRep）
ISO/TS 21526:2019

描述了在医疗保健环境中收集有关

数据元素及其包含模型和数据集的

元数据的要求

20
信息和文件—记录管理过程—记录元数

据
ISO 23081

涵盖了支持和管理记录管理元数据

的原则、概念和实施问题以及评估

方法

21
信息技术—基因组信息表示—第 3 部分：

元数据和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
ISO/IEC 23092-3:2020

规定了基因组信息的信息元数据、

辅助字段、SAM 互操作性、保护元

数据和编程接口

22
空间数据和信息传输系统——XML格式

数据单元（XFDU）结构和构造规则
ISO 13527:2010 数据封装

定义了如何将数据和元数据打包放

入单个包中，以促进信息传输和归

档

23
基因组学信息学——电子健康记录中的

结构化临床基因融合报告
ISO/TS 22693:2021

数据元素及元

数据描述

定义了数据元素及其必要的元数据，

以实施结构化的临床基因融合报告

24
基因组学信息学——组学标记语言

（OML）
ISO 21393:2021

数据元素及数

据交换

提供了基因组学信息学数据交换格

式规范的准则

25
健康信息学——基因组序列变异标记语

言（GSVML）
ISO 25720:2009

适用于数据交换格式，该格式旨在

促进全球基因组序列变异数据的交

换，而无需强制更改任何数据库模

式

26
基因组学信息——Phenopackets：一种用

于表型数据交换的格式
ISO 4454:2022

涉及机器可读的表型描述，便于系

统间进行计算交换

27
健康信息学——基于 token的健康信息共

享
ISO/TS 22691:2021

介绍了基于 token的健康信息共享的

整体概念架构和流程，数据元素内

容和交换格式

表 1 科学数据服务相关 ISO标准（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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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A）。RDA不是标准制定组织，但一直在与类

似组织建立协同效应，以便RDA提出的建议可以

快速成为标准并促进全面采用。RDA从 2017 年

以来经 3 批共 12 次给欧洲 ICT标准化相关平台

提交 ICT技术规范。这些技术规范虽然不是国际

通用标准，但是在促进服务和规范的统一性方面

发挥很大的促进作用 [26]。RDA元数据标准目录是

适用于研究数据的元数据标准的协作开放目录，

涉及多学科、科学、艺术与人文、社会科学、信

息和通信以及政治、法律和经济 6 个一级主题和

47 个二级主题的元数据标准 [27]。

（2）科学数据服务规范指南

Science Europe制定的《研究数据管理国际

协调实用指南》为组织、学科和个人研究人员提

供了有针对性的指导。指南介绍了DMP的核心

要求和评估标准，以及选择可信赖存储库的标

准，这为研究组织和社区提供了开发数据管理实

践和政策的共同基础 [28]。随着科学数据服务的广

泛开展，美国国家生物信息中心（NCBI）、英国

海洋数据中心（BODC）、澳大利亚研究数据共享

中心（ARDC）等国际上知名的科学数据中心，

以及康奈尔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高校图

书馆普遍制定了科学数据服务的规范或指南。

3 国内科学数据服务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研究

3.1 标准化

为了解我国科学数据的标准化建设现状及进

展，对相关的国家和行业标准进行调研。与我国

科学数据服务相关的国家标准见表 2。由表 2 可

以看出，我国科学数据服务相关的国家标准主要

涉及数据及元数据汇交、数据保存、数据管理、

数据出版、数据引用等方面，与元数据相关的内

容包括了学科领域的描述型元数据、元数据注册

与索引以及元数据管理，其中元数据注册与索引

相关标准采用的是 ISO标准。此外，表 2 中还包

括了科学数据产品的相关标准，即《空间科学数

据产品服务规范》（GB/T 38239-2019）和《空

间科学实验数据产品分级规范》（GB/T 28874-

表 2 我国科学数据服务相关的国家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号 主题

1 科技计划形成的科学数据汇交 通用代码集 GB/T 39908-2021

数据及元数据汇交

2 科技计划形成的科学数据汇交 通用数据元 GB/T 39909-2021

3 科技计划形成的科学数据汇交 技术与管理规范 GB/T 39912-2021 

4 科技平台 元数据汇交业务流程 GB/T 32845-2016

5 科技平台 元数据汇交报文格式的设计规则 GB/T 32846-2016

6 地理信息 数字数据和元数据保存 第一部分：基础（国标计划；采标） 20212928-T-466 数据保存

7 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 GB/T 36073-2018

数据管理

8 信息技术 数据管理参考模型（采标） GB/Z 18219-2008

9 机械 科学数据 第 1 部分：分级分类方法 GB/T 26499.1-2011

10 机械 科学数据 第 2 部分：数据元目录 GB/T 26499.2-2011

11 机械 科学数据 第 4 部分：交换格式 GB/T 26499.4-2011

12 海洋观测规范 第 6 部分：数据处理与质量控制 GB/T 14914.6-2021

13 数据论文出版元数据（国标计划） 20205082-T-306 数据出版

14 信息技术 科学数据引用（采标） GB/T 35294-2017 数据引用

15 科技平台 资源核心元数据 GB/T 30523-2014

描述型元数据

16 机械 科学数据 第 3 部分：元数据 GB/T 26499.3-2011 

17 气象数据集核心元数据 GB/T 33674-2017

18 信息资源核心元数据 GB/T 26816-2011

19 土壤科学数据元数据 GB/T 32739-2016

20 生态科学数据元数据 GB/T 20533-2006

21 月球信息元数据 GB/T 33998-2017

22 地理信息 元数据（采标） GB/T 1971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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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对我国科学数据服务相关的行业标准进行

梳理，见表 3。主要涵盖了数据归档、数据出版

共享、数据及元数据管理、学科领域的描述型元

数据。从涉及的行业领域来看，气象行业标准最

多，其次是林业、农业、海洋、测绘行业。

综合国家和行业标准可以看出，我国科学数

据服务标准呈现出两个主要特点。第一，从学科

划分来看，涉及生命科学、地理信息、农业、林

业、生态、气象、空间科学、海洋、机械等多学

科领域，行业标准是对国家标准的重要补充。第

二，从数据生命周期来看，这些标准包括数据汇

交、数据管理、数据处理、数据归档、数据出版

&共享、数据引用、元数据等环节，但对数据分

析和数据管理计划（DMP）相关标准鲜有涉及。

3.2 规范化

近年来，我国建立了多个国家级、省部级

和地方科学数据中心。总体来看，大多数数据中

心制定了内部数据管理政策和数据服务规范或指

南。国家基础学科公共科学数据中心建立了主题

数据库建设规范、专题数据库建设规范、专业数

据库建设规范等指导标准，全面指导数据库的建

设和服务。《国家农业科学数据中心数据服务规

范（NADC013）》围绕国家农业长期性基础性科

技工作中数据服务的需要，规定了数据服务的基

本要求。国家地震科学数据中心制定了包括数据

发布、数据分类与编码、数据交换格式、元数据

编写指南等在内的地震科学数据共享标准规范。

国家微生物科学数据中心制定了《微生物数据库

建设规范》《微生物数据库需求规范》《微生物数

据库元数据规范》等。国家生态科学数据中心在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号 主题

23 信息技术 元数据注册系统（MDR）（采标） GB/T 18391-2009  
元数据注册与索引

元数据注册与索引
24 信息技术 元数据注册系统（MDR）模块（采标） GB/T 30881-2014

25 信息技术 实现元数据注册系统（MDR）内容一致性的规程（采标）  GB/T 23824-2009

26 科技平台 元数据标准化基本原则与方法 GB/T 30522-2014
元数据管理

27 科技平台 元数据注册与管理 GB/T 30524-2014

28 空间科学数据产品服务规范 GB/T 38239-2019
科学数据产品

29 空间科学实验数据产品分级规范 GB/T 28874-2012

表 2 我国科学数据服务相关的国家标准（续）

表 3 我国科学数据服务相关的行业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行业领域 标准号 主题

1 气象数据归档格式 地面

气象

QX/T 119—2021

数据归档

2 气象数据归档格式 地面气象辐射 QX/T 93-2017 

3 气象数据归档格式 自动观测土壤水分 QX/T 343-2016

4 气象数据归档格式 探空 QX/T 234-2014

5 沙尘暴观测数据归档格式 QX/T 134-2011

6 农业数据共享技术规范 农业 NY/T 3501-2019
数据共享

7 气象卫星数据共享服务评估方法 气象 QX/T 373-2017

8 荒漠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数据管理规范

林业

LY/T 2511-2015

数据管理9 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数据管理规范 LY/T 1872-2010

10 森林资源数据处理导则 LY/T 2189-2013

11 地理信息元数据服务接口规范 测绘 CH/Z 9019-2012 元数据管理

12 风云极轨系列气象卫星核心元数据 气象 QX/T 237-2014

描述型元数据
13 森林资源核心元数据

林业
LY/T 2187-2013  

14 林业信息元数据 LY/T 2266-2014

15 草业资源信息元数据 农业 NY/T 1171-2006  

16 海洋信息元数据 海洋 HY/T 136-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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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数据收集、整理、加工、存储、服务及信息

化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和规范，主要包括

观测指标和观测技术规范、科技资源描述规范、

信息化规范、资源整合操作流程规范和数据共享

规范。

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中心下设 35 个数据中

心，涵盖物理、化学、空间天文、地球科学、生

物学、生态学、农业 /林业 /土壤等多个学科。截

至 2022 年 7 月，由各数据中心发布的与科学数

据相关的标准规范共 74 条，涉及数据及元数据

标准、数据结构、数据存档格式、数据汇交规

范、数据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规范、数据交换和

服务共享规范。其中，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科学

数据中心发布了《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服务实施

细则》。

综合国内外科学数据服务的标准规范来看，

科学数据服务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不同学科标准化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生命科学、地理信息领域的数据标准居多，其他

学科较少，这可能是与学科自身的特点及其科学

数据管理发展状况相关。我国科学数据的行业标

准对国家标准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特别是气

象行业的科学数据标准最多。

第二，从标准内容上看，数据汇交标准体系

相对完善，如《科技计划形成的科学数据汇交技

术与管理规范》（GB/T 39912-2021）对科学数据

的汇交原则、管理主体与职责、内容和流程都进

行了详细阐述，但数据管理计划制定、数据分析

等相关的标准较少，能够全面涵盖科学数据服务

全流程的标准几乎为空白。

第三，技术规范在提升科学数据服务水平

方面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机构内部的科学数据服

务指南或规范对于标准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

意义。

4 思考与建议

目前，我国科学数据服务标准化工作取得了

长足进展，已经制定和列入计划的科学数据服务

标准涵盖了科学数据采集、汇交、管理、保存、

存档、共享、出版、引用等数据生命周期的各个

环节，涉及生命科学、地理信息、空间科学、海

洋、生态、农业、林业、气象等多个学科。与

此同时，我国科学数据服务标准建设仍存在诸多

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 3 个方面：一是各学科标

准体系建设缺乏顶层指导和统筹协调，标准兼容

性差，形成新的数据壁垒。二是虽有一些科学数

据相关的规范形成，但一般面向科学数据中心内

部，缺少上升到标准层面的能够面向全国乃至全

球的科学数据服务标准。三是目前科学数据规范

或标准的内容往往局限于科学数据生命周期的某

个环节，缺少贯穿科学数据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标

准。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推进我国科学数据服务

标准化进程的思考与建议。

（1）加强顶层设计，兼顾学科领域和数据服

务主体的一致性和差异性。认真贯彻落《科学数

据管理办法》的决策部署，注重科学数据服务标

准与其他科学数据标准的衔接，加快构建系统、

科学、规范的科学数据服务标准体系，充分发挥

标准对科学数据使用和共享的指导和规范作用。

科学数据所涉及的学科领域较多、数据类型较复

杂，在制定科学数据服务标准时既要有学科普适

性的条目，也要有针对特定学科的选择性条目。

同时，在标准制定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不同科

学数据服务主体，如科学数据中心、高校图书馆

等在科学数据服务内容和方式上的共性和差异。

制定既能高度协调统一又能兼顾各专业领域和数

据服务主体特点的科学数据服务标准。

（2）多方协同参与研制，团队成员包括多个

数据中心和一线管理机构部门。科学数据服务涉

及科学数据中心、高校图书馆、国家科技基础条

件平台中心等多个利益相关方，科学数据服务标

准的制定也需要多方协同参与。以《科技计划形

成的科学数据汇交》系列标准为例，由国家科技

基础条件平台中心、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科

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等 24 家单位共同起草，

覆盖生物、海洋、地理、医学、农业、林业、交

通运输、空间科学等学科领域。

（3）参考 ISO标准以及国际知名科学数据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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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或机构在数据服务标准规范，推动我国标准的

国际化进程。发达国家十分重视科学数据的积累

和重用，在国家科学管理总体框架与行业领域科

学数据管理等方面形成布局并建立了多样化的运

行机制 [29]。ISO标准更多地从技术层面为科学数

据服务提供操作标准和技术指导，NCBI、NASA
等国际知名科学数据平台或机构对具体学科领域

制定了一系列体系化的标准规范。借鉴国外相关

标准规范和研究成果，梳理其服务规范的结构框

架和具体内容，并选择相关科学数据平台进行服

务实践，为下一阶段研制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提

供依据和参考。在标准制定过程中，一方面要吸

纳借鉴 ISO标准以及国际知名科学数据平台或机

构的科学数据服务标准规范内容，另一方面要注

重与国际标准的兼容，加快推动我国标准的国际

化进程。

5 结语

本文调研了国内外科学数据服务标准研究的

现状，总结了目前科学数据服务的特点及存在问

题。综合国内外科学数据服务相关标准来看，在

标准内容、学科领域等方面尚存在局限，建立能

够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科学数据服务标准具有较强

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当前，我国科学数据标准化

工作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要抓住科学数

据服务标准化工作建设的发展机遇。鉴于此，本

文提出了促进科学数据服务标准化建设的对策

建议，以期为我国科学数据服务标准的编制提供

参考。由于受到标准版权的限制和检索策略的局

限，调研过程中难以穷尽所有标准，因此对于科

学数据服务标准的特点总结及问题分析可能存在

一定的片面性，有待进一步改进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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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高效地解决科技人才落户、医疗、住房等

问题，全面提升人才生活居住环境；二是全面推

动科技人才流动制度建设，合理配置区域、行业

间科技人才资源，探索与先进省份或国有企业建

立长期有效的交流机制，定期邀请相关行业、领

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业务交流研讨，积极促进企

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建立内部岗位调动和人才

引进相结合的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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