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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数据中心建设探讨

工

李顺 徐富春 孔益民 张波 国家环保总局信息中心
,

北京

摘 要 结合我国环境数据共享现状
,

对国家环境数据中心的建设思路
、

总体目标
、

技术框架
、

主

要建设内容等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

国家环境数据中心由国家级数据节点和省级数据节点组成
,

建设

内容主要包括共享技术保障体系建设
、

数据资源建设
、

共享与服务网络平台建设三部分
。

关键词 数据中心 环境数据 数据共享 电子政务

如何真正实现科学数据的有效共享
,

保证这些数

据发挥最大效益
,

是一个长期困扰科技界的问题
。

年以来
,

科技部在原来的
“

中央级科研院所科

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

等科技计划项 目的基础上进行

整合
,

启动了
“

科学数据共享工程
” ,

并逐步开始

了试点工作
。

其 目的是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国

际资源
,

搭建具有公益性
、

基础性
、

战略性的科技

基础条件平台
,

有效改善科技创新环境
,

增强科技

发展能力
,

为科技长远发展与重点突破提供强有力

的支撑
。

年底
,

在科技部的领导和支持下
,

国

家环保总局启动了
“

环境科学数据库建设与共享
”

的

项 目
,

目的是以环境质量
、

环境科研和生态环境数据

为核心
,

研制一批高质量的具有环保系统数据特征的

标准数据集
,

初步建立国家级环境科学分布式共享服

务网络体系
。

国家环保总局信息中心作为项 目的主要

参与单位
,

结合具体工作和
“

科学数据共享工程
”

的

要求
,

就国家环境数据中心的建设思路
、

总体框架
、

主要建设内容等进行了研究和展望
。

建设思路与总体目标

建设思路 见图

以满足国家
、

社会公众和各级环境管理工作对环

境数据的共享需求为目的
,

依托各业务司
、

直属单位

成熟的业务技术体系
,

以现有环境数据资源为基础
,

逐步吸纳国内相关领域和国际数据资源
,

通过整合集

成
。

标准化和归一化处理
,

形成一批以环境质量
、

环

境统计
、

污染源管理
、

生态环境管理为核心
,

涵盖环

境保护范畴的数据集产品 采用大规模分布式数据库

技术
、

数据仓库技术
、

技术
、

数据交换等

技术
,

建立与部门基础信息库相协调的分布式共享数

据库系统
,

分别建设基于因特网和环保总局电子政务

外网的环境数据共享服务网络体系 研究并制定各种

面向用户的标准数据格式和存储模型
,

开展环境数据

应用服务技术研究
,

建立持续稳定的环境数据共建共

享运行机制 培养一批从事环境科学数据研究
、

管理

和服务的人才队伍
。

· 国家科技基础 条件平台工作项 目 环境朴学数据库建设与共享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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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环境管理部门 信息支持与服务
上级政府

、

其他相关部门 数据交换
社会公众

、

媒体 数据发布与信息服务
科研单位 数据共享

数据服务 气』、数据服务

国国家环境数据中心内网共享服务门户网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家环境数据中心 共享服务门户网站站

数据产品 元数据
、

标准数据集
、

报
表

、

数据集合
、

环境专题图等

在多元数据综合集成
、

环

境数据组织表现
、

数据分

析挖掘等方面取得长足进

步
,

使得国家环境数据中

心成为环保总局内部和社

会各级用户获取环境数据

的
“

第一选择
” 。

数据加工

标准数据库 】标准数据库 国家环境数据中心
按环境主题组织数据库

标准数据库

巨述翌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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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结构与建设内容

总体结构 见图

国家环境数据中心是

由国家级数据节点和省级

数据节点有机组成的覆盖

全国
、

分布式的网络化环

境数据共享服务系统
。

国

家级由国家环保总局环境

数据中心
、

国家环境监测

数据中心 中国环境监测

总站
、

环境卫星资料中心

建设中的国家环保总局

环境卫星中心
、

环境科研

资料中心 中国环境科学

﹁

成成熟的业务技术术术 持续稳定的共建建
体体系系系 共享运行机制制

士几盏

国国际相关领城城
数数据资源源

稳稳定的人才队队

伍伍和经费支持持

广

图 国家环境数据中心总体建设思路

总体目标

通过 年 一 年 的努力
,

初步建成

国家环境数据中心
,

形成整个部门的共享网络体

系
,

从而全面提高环境数据管理水平
,

极大增强环

境数据共享服务能力
,

为环境管理
、

政府决策
、

环

境信息公开提供全面
、

多层次的环境数据服务
。

具

体表现在

建立起稳定持续的环境数据共享机制和支

持环境
,

包括全面的支持数据共享的政策法规
、

环境

数据的规范标准和业务化的组织机构
、

高水平的人

才队伍
。

研制一批高质量紧密结合环境业务的标准数

据集
,

使得国家环境数据中心成为环境数据的收集管

理中心和共享发布中心
。

分别建成依托环保总局电子政务外网和依托

因特网的分布式共享服务网络体系
,

网络在线提供数

据占共享总数量比例达到 以上
。

环境数据加工处理技术接近国内先进水平
,

研究院
、

国家环保总局华南环境研究所等
、

国际数

据资源共享系统 主要通过 定位和国际资料收

集整合实现 组成
,

省级系统由各个省级节点组成
。

建设原则与管理模式

建设原则

统筹规划
、

协调发展 国家环境数据中心是
“

国

家科学数据共享工程
”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

必须与

国家科学数据共享工程总体推进
,

遵从统一规范和建

设要求
,

采用一致的政策和标准
。

同时
,

国家环境数

据中心也是环保部门整个业务技术体系的必要组成
,

也需要与整个环境保护事业现代化发展相衔接
,

紧密

依托行业信息系统
,

与业务系统建设统筹考虑
,

协调

发展
。

另一方面
,

国家环境数据中心的建设与一般科

研项目的最大区别就是需建立持续稳定的环境数据共

享服务机制
,

表现在具有稳定的数据追加更新能力
,

持续的在线共享能力和稳定的专业队伍支持
,

所以
,

国家环境数据中心的建设成果最终需转化为稳定的业

务运行体系
。

”切日。钊 ” 附越 阳口注 ”。俐 以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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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需求为导向
,

边建设
、

边服务 国家环境数

据中心的建设必须以国家
、

社会
、

环境管理部门对环

境数据共享需求为导向
,

本着
“

边建设
,

边服务
”

的

原则开展
,

在建设过程中注重服务效益的体现
,

不断

完善环境数据管理与服务体系的布局
,

促进互联互

通
、

资源共享
。

重点突出
,

逐步推进 国家环境数据中 合建设

点统一的标准
、

规范组织建设实施
。

国家环境数据中心数据共享服务采用分级用户认

证授权方式
。

由主节点系统进行一级用户认证管理和

系统访问授权管理
,

由分布式分节点系统进行各自平

台和单位内部的二级用户认证管理和系统访问授权管

理
。

用户可以通过主中心提供的数据共享服务平台

系统
,

对整个共享网络系统内的数据资源进行透明

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凿凿凿凿凿凿凿凿凿凿凿凿凿凿共享环境监测测测测 国际相关环境境境 元数据库库库

数据资源源源源 数据资源源源源源

卫卫星资料分节点点点

甫凿凿
, 、

墨鸳」匕竺
主主节点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数据中心

董漪漪圃圃 画画画画图 国家环境数据中心总体结构

的访问并获得多种

共 享 交 换 功 能 服

务 用户也可以直

接访问某个分平台

系统
,

对分平台系

统的数据资源进行

透明的访问并获得

多种共享交换功能

服务
。

建设内容

国家环境数据

中
,

合建设内容围绕

三个方面开展
,

即

环境数据共享技术

的重点是整合全部门的数据资源
,

不断吸纳行业和国

际上的相关数据资源
,

利用国家和部门网络形成分布

与集中相结合的能够快速提供共享服务的网络体系和

共建共享
、

持续运行机制
。

根据部门内部实际情况和

国家支持力度
,

遵循统一设计
、

分步实施原则
,

由易

到难
,

由内到外
、

逐步推进原则
。

管理模式

国家环境数据中心实行统筹规划
、

分层管理
、

数

据共享的建设模式
。

其中由国家环保总局组织建设

国家环境数据中心主节点 主中心
,

重要数据责任

单位和省级环保厅局可以申请并经国家环保总局电

子政务领导小组批准后建立分节点 分中心
。

国家

环保总局电子政务领导小组负责国家环境数据中心

的规划建设与综合管理
。

国家环境数据中心主节点

的软硬件平台由国家环保总局信息中心负责建设
、

运行与维护工作 列人环境保护重要业务数据目录

的相关责任单位负责按照规定的时间
、

频次
、

格式和

规范对数据进行采集
、

加工
、

传输
、

存储和发布 国

家环境数据中心各分节点由各级责任单位按照主节

保障体系建设
,

环境数据资源建设和环境数据共享与

服务网络平台建设
。

共享技术保障体系建设 见表

通过对数据分级分类
、

发布策略
、

数据格式
、

质

量控制标准的研究和建设规范
、

运行管理制度的制

定
,

构建环境数据中心的技术保障体系
,

形成环境数

据共建共享和持续运行机制
。

数据资源建设

数据资源建设最终将产生各类标准化数据集产

品
,

为环境数据共享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
,

其主要任

务是整理整合各类环境业务
、

环境政务
、

环境科研数

据
,

形成标准格式的数据库或数据集
,

并对这些标准

的数据库或数据集进行加工处理
,

形成可用于发布或

共享的数据产品 元数据
、

标准数据集
、

报表
、

数据

集合
、

环境专题图等
。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环境元

数据
、

环境法规与标准数据
、

环境文献与公报数据
、

环境质量数据
、

环境统计数据
、

环境背景数据
、

生态

环境保护数据
、

生物多样性保护数据
、

辐射环境数

据
、

其他环境管理相关数据等
。

州” 番不岭 森方



曝
数字平台 翻撇圈瓤鹅舞瞬毅魏瓤臻遵撇冬霎妻粼戮卿罄赣巍翻鑫溅瀚勃鞭瞬澎袭奈截缓麦豁耀癣耀瀚】夔翻黔鳃鑫鞭璨缓翻凝镰减途撇麟筹攀薪馨颧瓢耀翰遥耀蒙聋鬓霎耀举牟黝餐馨夔摹戳嘟夔颧黔鼎巍撇黔绷雍 、、二哪
口 ’ 口幻阵

表 环境数据中心技术保障体系主要建设内容

总体架构设计

通用技术标准研究

数据安全存储

管理与评估规范

数据中心硬件平台架构
、

软件平台架构
、

基础通信平台
、

网络互联互通
、

数据节点 司数

据协同方式设计等
。

包括基本环境数据集元数据集标准
、

数据中心数据库开发设计规范
、

数据中心数据接口

及基础数据交换标准
、

数据中心数据库数据字典规范
、

数据中心通用代码标准
、

数据集

加工汇交流程
、

数据集说明文档格式标准等
。

数据库存储与数据备份方案
、

数据保护与灾难恢复制度等
。

用户分级方案
、

环境数据及产品分级共享实施细则
、

环境数据共享管理办法
、

数据汇交

管理办法
、

数据产品成本核算办法等
。

,

共享与服务网络平台建设

国家环境数据共享与服务技术平台具有环境元数

据导航
、

信息管理
、

分析
、

查询和发布功能
,

开展多

层次
、

多目标的环境数据分析
、

处理
、

共享与应用服

务
,

并能通过广域互联网方式提供具有综合性
、

全面

性
、

权威性和实时性的环境数据服务
,

全方位的支持

国家环境数据的发布
,

为各级政府部门
、

科研机构和

社会公众迅速方便地获取环境信息及其技术服务
,

促

进环境信息大范围
、

高效率的共享和应用提供急需的

数据基础和技术手段
。

环境数据共享服务网络平台开发建设主要包括

部分内容 图 共享数据集与元数据汇交系统开发

建设
、

数据中心数据库管理系统开发建设
、

环境数据

中心
、

建设 软硬件环境搭建及部分数据资源整合
、

巨亚〕认 鲡新
基于元数据与数据集的数据发布与共享
墓于报表

、

数据集合的数据发布与共享
数据集

、

数据报表的目录管理 按环境业

务
、

产生单位
、

学科
、

环境要素等分类
荃于 节阳 技术的数据发布与共享

数据集及元数据管理理

系系统统
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系
统统统
空间数据管理系统统
幸档肠抿普理饭 件件

致据产品

及元数据

数据集及

元数据
据集整合加工

环境业务数据加工规范 如报表体系
深层环境数据产品使用规程
相关的业务软件二

,⋯
「 吧

侣二吕曰

数据集
、

元致据集
中存储与管理方
案
数据集

、

元数据统

一的安全策略

数据中心数据管理系统

统一的命名规范范
统一的说明文档档

共共享数据集及元数据汇交系统统

数据集质盆控制规规

范范范范范

环境数据共享元数据标标

环境监侧数据
、

环境统计数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据
环保科研项目成果数据

,

卫星遥感数据据
污染颐 监控数数

寥雍疆 遭互

图 环境数据共享服务网络平台的技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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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环境数据共享服务网络平台主要建设内容

共享数据集及

元数据汇交系统

元数据的上载
,

用户通过上载接口
,

提交元数据到共享网络

中
产已

、

数 据 中 心 数据集制作与归档技术规定
‘

维护人员 数据集命名规范与说明文档

真实数据的上载
,

用户除了上载相应元数据之外
,

过上载接口上载元数据描述的真实数据

还可以通 各 级 数 据 数据集汇交办法 、

元数据

管理系统

数据

中心

数据

管理

系统

基础数据

管理系统

数握鱼丛宣赳红卫里遨鱼迩塑塑建逊丝鱼塑型鲤鱼
元数据模板定义

、

元数据描述
。

元数据维护
、

查询
、

发布等
。

主要包括数据的逻辑组织与管理

基础数据的维护 数据报表
、

视图的定制与管理
,

批量更新
、

数据查询等

数据统计 数据装载与导出
‘

接口管理等
。

提 供 单 叫数据集质量控制规范

或个人
。

⋯⋯

数 据 中 心

维护人员

环境数据元数据标准

数据库设计规范

环境数据集共享分类分级方

案
,

共享用户分类分级方案
数据集

管理与

发布系统

数据报表
、

数据集合
、

其他非关系型数据单元的逻辑组织与

管理
、

审核与发布
。

数据安全 主要包括用户管理
、

权限设置与认证
、

分节点元数据的同步
、

管理系统 数据备份
、

日志管理等
。

数据集
、

理方案

数据集
、

略

元数据集中存储与管

分布式环境数 各级汇交数据资卿包括元数据资源 的存贮与管理 信息

据 中心 主节 中心 目前主要负责软硬件环境的搭建及部分已有数据资源

点
、

分节点 的整理发布

数 据 中 心

维 护 人 员

包 括 各

数 据 单 位

数 据 维 护

人员

元数据统一的安全策

目录管理
、

元数据查询及数据集导航定位
、

信息浏览与数据
、

二
‘ ,

产品分发等
。

数据 中 心数据
,

山
, , , 、 、 、

一 山
, , , 、

共 享与 服务 门 基巴砰竺友全奎圣杏臀皿鲁工贾竺平巡平邑阴赘竺奎
、 、 ,

布与共早 圣二广报表
、

数话果台则安又粥及伟勺共早
‘

狱话果
尸网站 一 一

, ,

一
,

‘ 一
, 、 , , 、 、 、 , ,

一一一
、 、

日 录官埋 气孩朴砚业氛 广生早位
、

字科
、

坏碗安索等分尖 ”

基于 技术的数据发布与共享等
。

各级用户

环境业务数据加工规范 如报
表体系

环境数据产品分发与使用规

程

环境数据中心门户网站建设
。

其内容见表
。

结语

环境科学数据是国家基础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

分
,

随着全社会对环境问题的 日益关注
,

社会各部门

和公众对环境数据共享与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
。

建设国家环境数据中心
,

整理整合并共享各类环境数

据
,

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创新工作的需要
,

也

是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必然要求
。

与国家气象局
、

国

土资源部相比
,

环保总局在国家环境数据中心建设和

环境科学数据共享工作开展方面存在环境管理业务体

系不够成熟
、

数据资源相对薄弱 环境数据资源存储

管理分散
,

加工处理能力较弱 还未形成数据资源共

享的体制和方式等困难
。

对国家环境数据中心的总体

结构
、

建设内容
、

管理模式
、

技术框架等进行研究
,

对于全面推动我国环境数据共享有着深远意义
。

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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