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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组织建立

全院机构知识库网格服务系统

机构知识库 ( Institutiona l R epository,简称 IR )是科研机构实现知识资产管理和机构知识成果传

播的平台, 是实现开放获取的主要手段之一。研究机构通过建设 IR可以: ( 1)实现对机构知识成果

的系统收集和管理, 籍此随时了解和掌握机构自身的知识资产 家底 ; ( 2)支持机构对其知识资产

进行长期保存, 避免各部门和个人分散保存及技术变迁等造成的知识资产流失风险; ( 3)促进机构

知识成果的广泛交流共享,扩大机构及其科研人员学术影响力和声望; ( 4)为知识产出和知识能力

分析评估提供基础等。因此, IR的研究和建设得到了国际上众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重视,全球已有

1440多家科研机构建立了 IR, 并逐步发展成为所属机构普遍性的信息基础设施。在此背景下, 中国

科学院从 2007年即开始筹划在中国科学院范围内开展研究所机构知识库的建设, 并提出了构建中

国科学院机构知识库网格 ( Chinese A cadem y of Sciences Institutional R epso itor ies G rid, 简称 CAS IR

G rid)的建设框架: 在全院各研究所开展 IR的推广建设,形成 IR G rid的节点系统; 在研究所 IR建设

基础上, 通过元数据自动采集技术, 建立全院集成的机构知识成果检索服务, 集中揭示和传播全院

知识产出的集成服务平台。

CAS IR G r id的建设采取了试点示范、规模推广、逐步完善的策略。在 2008年少数研究机构试

点的基础上, 2009年开始, CA S IR G r id的建设进入规模推广阶段。截至目前, 全院已有分布于全国

22个城市的 63家研究所启动了 IR建设。其中, 有 40家支持公开访问, 23家暂时处于建设启动或

所内访问状态。部分研究所已经建立了与年度考核和学术奖励关联的机构知识库内容存缴管理政

策, 为 IR的内容采集和传播形成了有利的制度和政策保障。在数据规模方面, 全院研究所 IR累计

可公开访问的期刊论文、会议论文等已达 85000条, 其中 67%带有全文内容。

随着研究所 IR建设进入规模推进阶段和有了一定规模的数据积累, CA S IR G rid集成服务门户

开始同步进行平台的开发和数据的采集。从 2010年下半年开始,集成服务门户系统正式开始对支

持公开访问的研究所 IR进行数据的自动采集和集成服务, 支持从研究所、作者、内容类型、时间、关

键词等多种途径对全院知识成果进行浏览、检索或统计利用, 支持与国际上著名知识库或知识库网

络的数据交换和共享集成。目前,集成服务门户已实现对 34家有一定可公开访问数据规模的研究

所 IR进行数据的自动采集,累计完成 85840条数据的采集和发布。

CAS IR G r id未来发展的重点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推动研究所建立完善的 IR建设制度和政策框

架, 建立公共资金项目所发表的研究论文的开放存缴制度, 推动存放内容从论文、专利等逐步扩展

到科学数据、教学课件、科技报告、会议演示文档、管理文件以及其它开源信息集等, 实现对研究所

创造的有重要保存和传播共享价值的知识内容的全谱段可靠捕获、广泛宣传和长期保存。二是继

续扩展研究所 IR建设的规模,逐步使全院绝大部分乃至全部研究所都加入到 CAS IR G r id体系中

来。三是加强 CAS IR软件在复杂类型内容对象及其语义关系管理的功能扩展,积极遵循开源软件

的精神, 尽快实现将 CA S IR软件以开源方式发布, 为推动国内机构知识库的发展积极贡献力量。

四是加强 CAS IR G rid与国际著名数字知识库网络 COAR ( Coa lition of O pen A ccess R epositor ies)等的

合作, 积极支持和促进中国科学院的知识成果在国际国内的开放获取和共享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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