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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明确提出我国需要

构建国家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

图书馆
支撑创新的

工作平台



背景1.科研工作面临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

“大量数据”增加了资源获取的负担：数据爆炸而知识匮乏：

信息匮乏与提供信息的能力不足

的矛盾
信息服务

信息爆炸与管理、利用信息能力

不足的矛盾
知识服务

转
化

跨
越



背景2.科学研究越来越需要数据支撑

2007年1月，图灵奖获得者Jim Gray：数据密集型科学正在从计算科学中分离出来，

成为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

数据不再仅仅是科学研究的结果，而且变成科学研究的活的基础和工具，是创新的源

泉和力量。

实验科学 理论科学 计算科学 数据密集型科学



背景3. 科研安全和科技话语权受到挑战

优秀科技论文及科学数据严重外流而导致的科技信息战略资源和知识产权也随之外

流， 严重威胁着国家科技文献信息和数据安全。



 资源高端：不仅包括文献、科学数据等基础资源，应该是组织关联后形成的知
识资源；不仅包括普通的文献、数据资源，应该是高价值的战略性资源或者对
行业、领域发展具有引领作用的资源。

 技术高端：不仅使用传统信息技术，更多的是现代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应用

于资源处理、关联揭示、智能检索、分析发掘等全链条，且不断升级迭代。

 服务高端：不仅包括文献、情报服务，更提供知识服务，面向问题的解决。

内涵1. 高端



 双向交流：供应方与需求方的交流；人与人的交流、人与系统的交流、系统与
系统的交流。

 对外交流：中外交流。

 科研文献和科技信息的交流：跨领域、跨部门、跨地区、跨系统、跨类型资源
的汇聚融合和挖掘利用。

内涵2. 交流



 高端交流平台建设是促进我国科技信息机构转型的重要契机，
 资源汇聚机制
 科技信息交流的生态机制

高端交流平台构建机制



知识中心在知识服务方面的实践
F U T U R E

NO.2



中国工程院看准国内外趋势，在财政部的支持下，决定建设中国工程科技知识中

心项目，项目启动会于2012年3月26日在京召开。



知识中心建设目标

工程科技领域的信息汇聚中心、数据挖掘中心和知识服务中心

各种数据源

图书馆 专业库 档案馆 展览馆 博物馆 出版 媒体 物联网 互联网 传感器

知识产品（跨库检索、深度挖掘、知识图谱、
热点跟踪、趋势预测……）

智库 工程科技工作者
（工科学生）

资源汇聚、数据整合与知识加工



建设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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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中心项目特点

数

融

用

数值型、事实型的资源。

文献与特色资源的融合；不同领域资源之间的融合。

资源成为工具，为用户所直接使用。



“数”—案例1：水雨情动态数据库

 用户可查看过去24小时全国重点监测站的降雨量信息，提供按流域、省份、河流、站点

4个维度查询检索，同时提供全国雨情的统计排行

按省份查询降雨及降雨量统计排行



“数”—案例1：水雨情动态数据库

 用户可查看过去24小时全国重点河道断面的河流水位、流量等信息，提供按流域、省份、

河流、站点4个维度查询检索，同时提供水情的全国统计排行，对超警水位站点进行预警。

按流域查询断面水位及水位统计排行



“数”—案例2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数据

（1）专题库建设

地理资源、水利、气象、环境分中心共同建设。

针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需要，开展数据需求调研，建立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跨领域知识应用专题库，

并编制数据目录。

（2）数据资源整编

专题库整编和挖掘了地理、资源、生态、气象、环境、水

利等领域1900余个数据资源，发布了生态保护及人地关系

等方面的专题地图，全方位展示黄河流域多时空、多尺度

地理资源生态要素的空间分布。 地理背
景数据

自然资
源数据

遥感产
品数据

海岸环
境数据

生态环
境数据

人口与社
会经济

典型区
域数据

遥感影
像数据



“数”—案例2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数据

（3）野外考察与样本采集

通过野外考察，收集了黄河流域河流、湖泊、土壤、土地覆被、景观变迁、生态环

境等历史资料，采集了宝贵的土壤样本、水体样本、土地覆被样本、以及典型地区

的森林样方等第一手资料，为黄河流域演化机理、空间格局变化与动态发展模式提

供基础数据，更好的服务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知识应用。



“数”—案例2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题数据

（4）知识服务：撰写黄河流域生态修复研究深度报告；

撰写的《中科院院士专家“3.15沙尘暴”灾害天气的

科学认识和应用建议》被中科院专报采纳。

（5）应用成效：截止到2021年10月，该专题数据库服

务已支撑获得省部级奖励4项，支撑国际、国内发明专

利7项，软件著作权6项，专著5部，支撑高质量学术论

文27篇。



“数”—案例3 ：项目库、报告库、政策库、统计库

全球科研项目库：
gsp.ckcest.cn

智库观点：
view.ckcest.cn

政策库：
policy.ckcest.cn

全球统计库：
stats.ckcest.cn



“融”—案例1 ：KGO统一发现

专家学者

科学数据集

知识应用

论文数据

学术视频

科技报告等



“融”—案例2 ：知领·智库观点

研究报告信息

相关资讯、
相关论文

相关报告信息



“融”—案例3 ：农作物时空迁移分布



“用”—案例1 ：版图智检

亮点：基于深度学习，设计了问题地图智能甄别算法，地图自动
识别正确率90%以上，出错区域自动标识正确率80%左右。



“用”—案例1 ：版图智检

以版图知识为约束，集成样本增强、空间关系等算法，采用深度学习技术，提出了一种小样本场景多尺度

特征融合的自适应“地图错误”检测方法，实现了“问题地图”从人工目视解读到在线智能检测的质的提升。

问题诊断 诊断结果待检地图 模型训练（特征提取）

版图知识与表达规则

样本增强

颜色空间

水平镜像竖直镜像

椒盐噪声 对比度增强

边缘检测

锐化

CoarseDropout

Dropout

通道变换高斯噪声高斯模糊
1.钓鱼岛未绘制

2.南海诸岛图框未绘制

3.藏南地区绘制错误

多尺度自适应特征融合 空间关系约束的错误
标注

基于深度学习的问题地图诊断



“用”—案例1 ：版图智检

自然资源部行政许可大厅，把版图智检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 的重要举措，为全国的地图审核单位提供审

前地图自检服务，提高用户地图审核的效率。



“用”—案例2 ：气象预警

提供降水、大风、高温等极端天气事件专题

实况极
值

历史极值

雨强分析
流域暴雨/大暴雨
/特大暴雨站数及

占比

面降雨量
影响面积、

人口及
GDP

多个数
据产品
构成一
个服务
专题 ......

气象科学知识服务系统于2020年上线气象预警专题服务，聚焦生产生活高影响天气过程，以实况天气、天气预报和
当前预警信息结合地理信息对公众提供天气状况实时查询服务。该专题基于WebGIS，发布国、省、市、县的台风、暴雨、
雾霾、沙尘等近20种自然灾害。



“用”—案例2 ：气象预警
该专题将气象观测数据和社会化数据融合，同时针对预警信号通过“标签”过滤台风、暴雨、高温、雾

霾、冰冻、沙尘暴应急类型，综合使用图表、前端GIS交互、雷达卫星动画组织场景专题，实现天气过程综合
描述，专题用户覆盖北京、河北、新疆、广东等多省市, 自上线后累积访问量超过2.3万次，为决策服务提供数
据支撑，做好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用”—案例3 ：智能识鱼

识鱼1400+种
海水1240种
淡水160种
置信度96.1%

识贝900+种

置信度94.6%

识虾蟹204种
虾61种
蟹143

置信度95.5%

高清图
片

基本信
息 查询检

索

识别记
录

知识分
享

功能

桌面版+小程序



拟色与拟态
（大菱鲆）

遮盖与重叠
（裸胸鳝）

雌性与雄性
（黑斑月蝶鱼）

幼体与成体
（斑点胡椒鲷）

生的还是熟的
（小龙虾）

这是一条什么鱼？
为什么我看不到？

露出一部分身
体和展示许多
身体

为什么雄雌差
别这么大？

为什么长大后
就变了？

有些物种，大
多数人从来没
有看到活的

多场景识别（部分物种）

“用”—案例3 ：智能识鱼



在线
服务

线上识别次数12万+次/年 第三方APP接口访问服务11万+次/年

场景
服务

远洋渔业资源调
查物种辅助判别 畅游平潭景区

广东海洋工程装
备技术研究所
智能电子秤

长隆水族馆科普
（洽谈中）

“用”—案例3 ：智能识鱼



• 为农业经济领域学者研究国际农产品贸易提供便捷：以可视化的形式和宏观的视角，显示

出近20种农产品的国际贸易情况及贸易网络分析结果；帮助研究人员开展特定农产品国际

形势分析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 直观揭示各国农业贸易的深层脉络及网络关系，对预测全球农产品贸易的变化趋势、国际

贸易合作及竞争的演变为重要的作用。

科研人员：研究大宗农产品的国际贸易关

系时，整理数据工作量巨大，数据质量参

差不齐，基础分析耗时耗力，为科研人员

的深入研究造成很大阻力。

问题一

从事国际贸易的农企：想要了解大豆的

国际贸易市场整体分布，以及特定国家

的进出口情况和竞争情况，从而发掘商

机，不知道从何查询。

问题二

问题解决

“用”—案例4 ：国际农产品贸易分析



“用”—案例4 ：国际农产品贸易分析



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为院士及其课题组成员提供粮食安

全领域的基础数据和动态分析等服

务

 服务中国工程院重大专项《粮食和

食物安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服务中国工程院重大专项《国际化

绿色化背景下国家区域食物安全可

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发表的论文和报告
 小麦国际贸易关系的演

化:1988-2014

 基于复杂网络的国际大豆贸易

网络动态演化研究及系统实现

 从文献计量角度探析粮食安全

研究现状

 粮食和食物安全专题服务平台

研究

 《粮食安全领域学科态势分析

报告》

助力科研创新，支撑粮食安全战略决策



建设进展及成效

 总资源量连年攀升，2020年底达到72亿条，100TB。其中，特色数据集1375个，出版《工程科技核心资

源元数据》。

 制定通用元数据规范24项、特色元数据规范95项，统一了数据建设标准，促进不同类型资源的数据融合。

1、资源建设



2、总平台建设

建设进展及成效

www.ckcest.cn



3、分平台建设
 分领域、分阶段建设30个分平台。

 很多高附加值的科研沉淀数据、内部封闭数据、零散无序数据因此得到加工梳理和盘活服务，促进数据开放和流通流转，
激发科研活力。

建设进展及成效



4、构建知识应用

 建设知识应用241个

Aminer 智能制造 一带一路 知领推送 知领直播 知领视频 机械大赛 膳食评价 版图智检 知识图谱

好设计 国之工程 新冠肺炎 专家机构 智库观点 专家库 战略咨询 院士馆 时说航天 期刊分析

林业搜索 专题数据
产品E点

通
石化统计 识图学习 地质统计 现代农业 交通趋势 集成电路 气象预警

建设进展及成效



5、主办或参与学术活动
 2020年主办或参与200多场学术活动，线下35万人次，线上100万人次。

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第六届智能制造国际会议 中国地理学大会 大数据智能与知识服务高端论坛

汽车强国与自主创新论坛 食品安全与健康国际高端论坛 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 首届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国际峰会

2018创新与新兴产业国际会议 国际材料与试验发展高端论坛 交通强国论坛 中国整合医学大会



6、深度服务智库建设

 2020年为120位院士推资讯、文献和报告24000多篇。

 2020年为41个重大咨询项目、近2500位领域专家推送619期《工程院战略咨询项目信息参考》（月刊），资讯、文献和

报告13000多篇，问卷调查咨询项目组满意率超过93%。

建设进展及成效



 2015-2020年累计访问量1.29亿，注册用户超过15.8万人。

7、广泛服务于广大工程科技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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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指导、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