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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省内多维多源的各类科技数据存量大增量多、来源广、类型杂、数据存储分散等问题，提出基于产

业专题知识库的科技大数据整合应用建设需求，本文从建设目标、需求分析两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

提出未来科技大数据产业专题库的建设功能和要求，为设计与实现平台的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提供决策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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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s of large increment, wide source, miscellaneous types and scattered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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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age of various types of multi-dimensional and multi-sourc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ata in 
the provin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
cal big data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based on industrial thematic knowledge base. This paper 
makes in-depth analysis and research from two aspects of construction objectives and demand 
analysis, and puts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functions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futur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big data industry thematic database, which provides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practice of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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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针对省内多维多源的各类科技数据存量大增量多、来源广、类型杂、数据存储分散等问题，通过平

台融通各数据源，包括现有的信息系统、信息平台及商业数据库等等，将具有不同的数据结构和系统架

构体系的数据，进行数据格式和类型的统一，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完整性[1]，借助大数据可视化、知识

图谱等大数据技术，在数据应用上进行整合和融通协同服务，建立吉林省科技大数据融合应用平台(以下

简称“平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享、利用和管理，进一步为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科研院所等提供

更优质的数据服务，增强科技信息服务主动性和针对性，进一步提升科技供给能力，为我省科技创新上

新台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工作奠定更加有效的基础。 

2. 建设目标 

建立健全一系列与体系运行相配套的体制机制，保障体系整体的运行效率与运行活力，推动资源建

设、资源保障的良性发展。科技大数据的建设与保障需要各个环节与上下游衔接，着力构建各环节紧密

衔接、各角色密切配合、动态可调、自适应强的科技大数据生态。上游要建立完善的科技大数据采集制

度[2]；中游要设计研发科技大数据资源系统，运用云计算、知识图谱技术、互联网技术等为多种信息来

源、多元科技大数据提供统一检索导航与可视化展示，多功能的智能化管理服务平台，实现信息共建共

享平台；下游要坚持“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理念，提供个性化知识增值服务[3]。建立健全用户交互和

反馈机制，促进科技大数据的流通和合理利用。 

3. 建设需求 

平台以服务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为导向，整合调整文献资源结构，采用云计算、元数据仓储、知识

图谱、智能搜索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提供全面有序的科技大数据共享，进行海量全领域科技大数据知识

图谱构建，便于科研院所和企业搜集使用相关信息，优化科技大数据共享模式，实现科技大数据效用的

最大化。 
1) 为实现最大限度地扩大科技大数据引进数量，减少重复，提高科技大数据的利用率，以最少的投

资，最大限度地满足科研人员、机构对科技大数据的需求，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需要实现科技大数据

的统一化[4]。实现根据不同应用场景快速批量加载所需的科技大数据，高效、大量地寻找数据，为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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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服务提供资源支撑。 
2) 集全国科技信息、汇全球科技情报。通过整合、聚类、重组、挖掘并充分展示各类异构数据资源，

将资源数据、用户数据、科技进展情况等，以图形、表格等多种可视化方式展示[5]。 
3) 建立科技大数据共享机制，充分利用科技文献资源为科技创新服务，对于提高科技文献的利用效

率，满足科技创新主体及科研人员的信息需求，做好数据服务，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增强自主创新能

力，加快各产业、各行业科技创新，助力科技产业发展升级。 

4. 功能设计 

通过平台建设研究，为科研院所和企业提供在线的综合性与专题性知识服务、知识分析等服务功能，

提高科研成果产出数量，进而提升科研水平。根据平台建设目标和需求分析，平台的系统功能分成科技

大数据中心和业务应用平台两大部分，为设计与实现平台的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提供决策参考。 

4.1. 科技大数据中心 

科技大数据中心包括数据管理、内容资源管理、知识图谱构建、专题库管理、统计分析、大数据可

视化、系统管理(见图 1)。 
 

 
Figure 1. Functional design of technology big data center 
图 1. 科技大数据中心功能设计 

 
1) 数据源管理。针对自有的商业数据和自有数据，进行数据分析，针对数据接入方式进行优缺点分

析，结合资源合作方式，选择数据资源最优接入方式。针对现有数据进行分析，制定数据导入规则，以

批量导入数据为核心，快速搭建信息资源数据库，为 WEB 展现提供良好的底层支持。 
2) 内容资源管理。实现所有外部数据的统一部署管理，包含新建数据库、引入数据库、删除数据库、

修改数据库的基本信息、修改库结构、索引字段、进行数据库发布、数据库备份、恢复等。同时，对数

据库的分类进行管理，包含添加分类导航、删除分类导航、修改导航属性、管理分类导航、保存、引入

导航等功能；对记录的增加、删除、修改进行管理，包含元数据的增加、删除、修改、引入等，以及数

字对象的查看、管理、上传，数据记录查重、访问级别设置等功能[6]。 
3) 知识图谱构建。根据需要，获取、集成科技大数据。通过知识图谱相关技术应用，建立科学、合

理的知识图谱处理流程，最终形成专题库知识图谱数据。专题库知识图谱数据通过基于图谱的数据库系

统进行存储，能够进行实体的检索、查阅、修改、删除等功能，便于实体的维护和更新。 
4) 专题库管理。对专题库首页进行管理，包含：专题管理：在专题库管理页面中可以进行专题的添

加、删除、编辑、配置。专题配置：可以对专题下的栏目进行增加、删除、编辑、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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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统计分析。对数据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和分析，以便掌握资源利用情况和资源建设情况，从而为

领导决策提供必要的统计数据。主要包括访问量统计、下载量统计、引用频次统计、文献统计等，并将

统计结果以柱状图、饼图、曲线图等多种图表形式显示[7]。同时用户可将统计结果报表导出到 Excel 中
并下载到本机保存。 

6) 系统管理。进行角色、权限管理，支持管理员自定义建立各种角色，根据不同角色，设置不同的

功能权限；支持为人员分配不同的角色；支持详细记录数据操作日志，显示数据的每一条修改、新增、

审核等操作的时间、执行人、时间类型，保证对数据的操作过程可溯源；支持门户配置和管理，数据安

全管理等。 

4.2. 业务应用平台 

业务应用平台包括多维度导航、科技大数据统一检索、科技知识图谱服务、可视化看板、专题库服

务(见图 2)。 
 

 
Figure 2. Functional design of business application platform 
图 2. 业务应用平台功能设计 

 
1) 多维度导航。根据系统内科技大数据的特点，从多个属性不同的角度对检索知识进行导航，以提

高用户检索和查找标准的效率。可按物理库、领域专业、研究主题、项目体系、业务分类、部门结构、

文档类型、岗位体系等多个维度进行导航。 
2) 数据统一检索。针对用户工作场景提供多样化的导航、检索、推送等功能。从应用主题上，可提

供全文检索、字段检索、专业检索、组合检索、二次检索等多种检索方式。根据用户的设置和使用习惯，

以及在知识平台上的行为日志(包括知识检索、浏览、阅读、下载、收藏)从资源中心匹配与用户高度相关

的知识实时推送给用户，并根据相关度智能排序[8]。 
3) 专题知识库服务。按照吉林省六大主导产业，即现代农业、智能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

信息、新能源汽车，实现资源按照产业分类标准形成专题库。根据专题导航设置，进行专题知识图谱展

示，通过知识图谱，实现交互检索、智能推荐、智能提示相关的关键词和主题词等，实现一站式知识发

现服务，提升科研人员获取知识资源的效率[9]。 
4) 可视化看板。展示相关数据统计分析信息，如资源类型分布、资源量统计分析、文献数据的机构

分布、基金分布等。以各种可视化图形的方式展现出来，例如柱状图、饼状图、散点图、热力图、油量

图、地图、关系图、极坐标图、桑基图、旭日图、漏斗图等多种可视化组件，系统提供丰富的图形组件。 

5. 结语 

平台是面向科技工作实际业务场景而构建的，用户对象是科研院所和企业，以及相关科研人员。科

研人员参与项目的申报、立项、研究、结题及成果转化，在此阶段过程中，融合平台为其提供科技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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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服务，满足其在知识资源全面发现及获取的需求。采用知识图谱推理的形式，实现科技成果、政策等

科技大数据的智能推送和知识服务需求的满足，实现一站式科技大数据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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