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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 后数码时代，公众对数字化环境由被动适应转为主动掌握和诉求，

开始主动参与数字化建设 

• 特色资源建设尤为重要：吸引用户主动参与，不断细化明晰用户需

求，不断推进内容完善，让社会公众体验后数码时代的便捷和乐趣。 

• 中国科学院院士综合资源体系是我国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人文遗产，

通过数字博物馆模式对其进行规范建设和普惠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 院士（Academician）源于Academy，源于希腊文的

Akademeia。 

• 1666年，皇家科学院Academie des Sciences在巴黎

成立，产生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批国家科学院院士

(Member)。 

• 许多科学文化发达国家都设有院士制度。“院士”成

为学术界给予科学家的最高荣誉称号，各国院士为本

国乃至国际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 许多国家都建立了院士特色资源体系，为后人了解历

史提供史料积累，传承科学精神和治学方法。 



英国皇家会员档案主要包括自1660年皇家学会建立以来的综合资源，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纸质和电子版
的皇家学会文件；另一部分是会员捐赠的个人文件，包括手稿、论文等。综合资源类型丰富，包括13世纪的手稿、
1687年的数学论文、200幅艺术画作原件、1671年由艾萨克•牛顿亲手制作的世界上第一台反射望远镜等。图为

1642-1727年间牛顿写给皇家学会的信件手稿。 



一、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建设缘起 
 



• 现实需要：部分资深院士、院士家属、学部老职工、社会公众的建议 

• 历史必然：1949年建院以来，中国科学院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经济社

会发展，产生了许多开创性科技成果 

• 是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科学技术最高咨询机构、自然科学与高

技术综合研究发展中心。 

• 奠定了新中国的主要学科基础，自主发展了一系列战略高技术领域，形

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研体系，带动和支持了我国工业技术体系、国防

科技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科学院院士群体发挥了重要作用。 

1、启动背景 



• “两弹一星元勋”  （21位） 

• 于敏、王大珩、王希季、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

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赵九章、钱三强、钱学森、

郭永怀、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 



• 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19位） 

• 吴文俊、王选、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孟超、李振声、闵恩泽、吴
征镒、徐光宪、谷超豪、孙家栋、师昌绪、谢家麟、吴良镛、郑哲敏、
张存浩、程开甲、于敏 



• 新中国主要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 华罗庚、苏步青、吴有训、周培源、严济慈、庄长恭、曾昭伦、张钰哲、
竺可桢、贝时璋、童第周、冯德培、钱伟长、李薰、周仁等 

• 勇攀世界科技高峰的杰出科学家   

• 冯康、王应睐、陈景润等 



• 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两弹一星”的研制、自然
科学基金会的建立、“863计划”的提出、中国工程院的建立、国
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研究制定等，无不凝聚着院士们的
心血和智慧。 

 



• 60多年来，中国科学院先后诞生了1300余名院士，在他们身上集

中体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甘当人梯无

私奉献的高尚品德。 

• 院士群体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其综合资源体系，记录和承

载着院士科学研究轨迹和人生历程，已成为我国科技界宝贵的精神

财富和人文遗产，对于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文化，激励后人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是中国科学院在后数码时代特色科学传播资源

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是数字科学史博物馆建设的有益探索。 



2、基本情况 

• 由中国科学院学部2011年7月正式启动 

• 是中国科学院学部的一项旨在“汇聚学部史料，沉淀院士文化，

传承科学精神，服务社会发展”的科学文化建设基础性工作 

• 面向中国科学院全部院士（包括已故和在世院士，截止到目前共

计1306位院士） 



3、项目建设意义 

• 宏观层面 

• 建设以中国科学院院士为主体的“国家战略思想库” 

• 中观层面 

• 研究提炼学部60多年发展形成的科学传统、科学思想与方法 

• 微观层面 

• 社会教育，面向社会公众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 



4、组织机制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学部 

•承办单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资源收藏及展示基地：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二、院士文库整体设计思路和实现方案 



文献情报中心 

院士 

学部 

公众 

国家 •保存文化精粹、传承人类文明 

•了解院士成就、感受院士精神、体验科学文化 

•提升学部工作组织管理水平，更好地为院士服务、 

为建设国家科学思想库做出更大贡献 

•毕生成果和人生记录能在专业机构得到永久、 

可靠的保存和传播，服务社会 

•履行知识服务机构的责任和使命， 
•做好院士科学文化信息资源的收集、存贮、加工和传播 
•传承科学精神、科学价值和科学理念 

1  明确需求结构 



2  明确整体建设思路 

指导精神 边积累、边整理、边展示 

发展原则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资源组织理念 数字化→数据化→特色化 

展示方法 列举型展示→索引型展示→研究型展示 



院士文库 

著作 手稿 音像 传记 证书 信件 

院士个人资源库 

学术成就 

学术风范 

社会活动 

时光剪影 

报道 评价 档案 图纸 口述 其他 

总资源库 

3  明确资源体系构建逻辑 



院士文库建设关键流程 

资源采集 

院士遴选原则 

院士、家属、 
单位支持度 

资源保存状态 

其他项目竞争 

资源提供方式
及周期 

资源整理 

树状结构整理 

著录 

扫描 

数据挂接 

数据导入 

资源展示 

前台数据展示 

界面艺术设计 

后台数据管理 

开放编辑 

知识产权授权 

4.
明
确
工
作
关
键
流
程 



4  构建标准化、规范化、流程化的工作模式 

• 建设系列规范制度 

• 《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实施方案》 

• 《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资源采集工作规范》 

• 《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项目管理办法》 

• 《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工作流程》 

• 《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资料采集工作标准》 

• 《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采集资料整理说明清单》 

• 《院士文库资源著录模板》 

• 《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院士资料捐赠协议》等系列规范文件 



4.1  明确著录规则 



王选院士夫人陈堃銶老师提供的王选院士资源原始状态 

4.2  做好资源树状结构分类处理 



4.3  设计并不断完善著录字段模板 



4.4  明确网站栏目与资源类型对应调用关系 



5.4  开发后台著录管理系统 





4.5  通过“标签词” 和“展示栏目”字段设计，进行资
源深度揭示，实现数据关联展示 



4.6  明确规定网站资源显示格式 



4.7  明确界定资源采集范围 

• 4.7.1  学术成就 

• 学术专著 

• 主要（或全部）专著清单，包括：作者、书名、出版社、出版时间。 

• 学术论文 

• 主要（或全部）学术论文清单，包括：作者、论文题目、期刊名、年卷期。 

 

 

 



• 专利 

• 主要（或全部）授权专利清单，包括：专利持有人、专利类型、专

利名称、授权时间等。 

• 获奖 

• 主要奖项清单，包括：奖项名称及等级，获奖时间，获奖顺序。 

 



4.7.2  学术风范 

• 关于科学研究的感悟、体会、总结类文章 

• 传记以及报纸、网络媒体关于院士的采访报道 

• 可以公开分享的从事科研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手稿（实验记录、科研笔

记、论文草稿等） 

• 可以公开分享的讨论学术问题的信件 

• 可以公开分享的学术报告的PPT文件 

 



4.7.3  社会活动 

• 主要学术兼职和社会兼职 

• 通过学部工作局（原院士工作局）提交的咨询报告和建议 

• 可以公开分享的通过其他渠道（如部门、学会等）提交的咨询报告和建议 

• 可以公开分享的与科技事业或社会事业发展有关的信件 

• 从事社会公益活动（如科普、科研道德与学风建设）的报道或照片或可以

公开分享的相关PPT文件 



4.7.4  时光剪影 

•照片 

•反映科研工作、社会活动、日常生活的照片。 

•音、视频文件 

•广播电台或电视台关于院士的采访、报道，或任何其他可

以公开分享的音、视频资料。 



5  明确界定数字资源加工标准 

扫描图像文件标准：数据为彩色无压缩TIF格式, 文字材料图像分辨率统一为400dpi，

照片扫描分辨率为600dpi。 

视频资料采集标准：清晰度在400线以上，以AVI文件格式存储，采用MPEG2压缩，最终

以DVD光盘提交；色彩还原正常；声音拾取清晰，无明显失真和噪音，音量适中，前后

一致。 

实地拍摄标准：要求选择单反数码相机进行拍摄，要求分辨率在1600万像素以上、对

焦准确、拍摄主体清晰，尽量使用三脚架，快门速度不慢于1/60秒，保存为RAW格式。 

实地录制音频标准：要求音频信号应记录在HDCAM磁带或专业录音设备中；音频录制中

至少应采用一套调音设备、一个强指向话筒或胸麦；音频采样率不低于48KHz；音频信

号采用立体声录制；录音过程中保持现场安静，避免环境噪声的影响；声音拾取清晰，

无明显失真和噪音，音量适中，前后一致。 

 

 



6  委托专业公司进行数字化业务工作外包 



7  明确资源采集途径 

•直接采访院士 

•通过研究所等原单位采集资源 

•两种方式并行 



7.1  院士合作 

• 迄今为止，文献情报中心和地区分中心团队联合学部工作局、分

院联络处已经与300位院士或院士家属、院士所属单位建立联系，

包括13位两弹一星功勋、15位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 



院士文库资源采集成果展示之两弹一星功勋院士提供的部分资源 

钱学森等两弹一星功勋院士捐赠
的部分书籍、手稿等资料 

钱学森院士捐赠的部分书籍、手
稿等资料 

于敏院士捐赠的部分书籍、早期论
文、老照片、证书及奖章等资料 

孙家栋院士捐赠
的部分书籍、获
奖证书及奖牌、
老照片等资料 



部分院士及家属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题词 

童秉纲院士题词 邓稼先院士夫人许鹿希教授题词 于敏院士题词 

李德生院士题词 刘若庄院士题词 
贺贤土院士题词 



原创院士采访视频 

童秉纲院士采访视频： 

解读题词“讲求质量、遵守诚信、院士文库、意义重大”内涵 

../../接收院士捐赠资料照片及资料/童秉纲/童炳纲.avi


7.2  原单位合作，多方共建、多方受益 

已完成生物物理所、化学所、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植物所、半导体所等

多家院内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院外单位的资源共建 

 主要流程 

 入所入库清点 

 院士档案 

 所编院士文集、图册、题词等综合资源 

 商定著录编号规则 

 高清数字扫描 

 数据校验、系统数据合成等 
 

• 入所采集 

• 手稿 

• 科研论文 

• 科研笔记 

• 生平照片等 



植物所王文采院士提供的1948年4-5月植物野外

绘图，图片说明文字为王院士手稿 



综合资源达到一定规模 

• 采集数字资源近9.1T 

• 学术论文约10357篇 

• 专著约784本（文献情报中心另

有8000本院士著作馆藏基础） 

• 1429张获奖证书电子图片 

• 飞机模型、书法牌匾、院士藏书、

邮票、首日封、院士星命名证书、

海报、请柬、锦旗、旧报纸、收

藏字画电子版等410余件 

 

• 手稿567份，13198页（原件43份

+电子图片） 

• 生平照片约11002张 

• 书信约938封 

• 院士为院士文库题词23幅  

• 26位院士采访视频约410.5G 

• 建言献策约138篇 

• 杂谈约620篇…… 



• 体现出正能量的传播 

• 是一项十分有意义、十分艰巨的工作 

• 一定积极支持 

生命科学与医学学部赵继宗院士 

地学部院士陈梦熊之子陈泽行（左）、已故院士联系人
代表信息技术学部王选院士秘书丛中笑（右） 

8  注重基于流程管理的意见征集和反馈 



三、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库集成服务平台 
http://yswk.las.ac.cn 

 

http://yswk.las.ac.cn/


导引页 

首页 

院士名录页 

资源检索页 

院士个人主页 

网站 

主体 

结构 

1、网站结构设计及工作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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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前台艺术展示风格 

• 院士文库前台网站整体采用柔和、稳重的米黄色调为网站基色，导

引页左上角标示中国科学院院徽，以中国科学院学部大楼为背景图

案，正中采取寓意科学研究不断发展、活力无限的双螺旋结构，循

环展示37位“两弹一星元勋”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院

士群像，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群体的代表。右上角凸显院士文库的

建设宗旨，“汇聚学部史料、沉淀院士文化、传承科学精神、服务

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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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展示 



学术风范 社会活动 

时光剪影 院士格言 

学术成就 

院士特色资源 

动态FLASH推荐 

院士个人主页栏目设置 



展示栏目 展示资源 工作标准 

学术成就 学术专著 按时间正序，根据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等馆藏目录以列表方式展示院士全部著作目录，或根据正式

出版物的相关信息展示院士的主要著作目录，包括专著封面、前言、目录、后记的扫描图像。 

学术论文 按时间正序，从国内外主要数据库中检索并展示院士学术论文目录，或根据正式出版物的相关信息展示院士的主要学

术论文。其中中文论文可通过链接CNKI阅览全文。 

专利 按时间正序，主要专利目录及可开放获取的全文。 

获奖 按时间倒序，展示由院士或其联系人提供或从权威渠道检索到的院士学术类获奖情况（省部级以上），按照国际级、

国家级、部委级分类展示。 

媒体报道 按时间正序，在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求是》杂志、《光明日报》、《经济

日报》为代表的中央级新闻媒体；以新华网、人民网、中国新闻网、光明网等为代表的国家重点扶持的大型新闻网站；

以中国政府网及各大部委网站为代表的国家机构网群；以新浪、搜狐、网易、腾讯、凤凰网为代表的主要门户网站；

以《中国科学报》、《科技日报》等科技类主要媒体；以北京晚报、《新民晚报》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报、

电台和电视台的新闻综合频道为代表的主要区域性媒体；以各大中城市党报、电台和电视台的新闻综合频道为代表的

主要城市媒体；以中国科学院院网、《中国科学院院刊》等院级主要媒体中，检索到的对院士科研成果的相关报道。

（依据新华社“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研究”课题组研究成果，结合我院院情，适当补充） 

照片 按时间正序，体现院士主要学术获奖的颁奖现场照片。 



展示栏目 展示资源 工作标准 

学术风范 科研感悟 按时间正序，院士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的科研感悟、体会、总结等。 

手稿 按时间正序，体现院士科研过程的手稿。 

媒体报道 按时间正序，在公开出版物或主流媒体发表的对院士科研方法、科学精神等方面的报道。 

传记 按时间正序，公开出版的综合研究、评述院士生平的各种传记，展示其封面、前言、目录、

后记等。 

幻灯片 按时间正序，体现院士学术成果的幻灯片、PPT课件等。 



展示栏目 展示资源 工作标准 

社会活动 咨询报告和院士建议 按时间正序，学部工作局授权、科学出版社提供的《中国

科学家思想录》丛书中的院士咨询报告和院士建议，可以

链接科学出版社平台阅览全文。 

活动报道 按时间正序，院士参加科普报告、社会公益活动、社会兼

职活动等的图片及媒体报道。 

综合文章 按时间正序，体现院士参与科学道德建设、科学教育等的

专著、论文、报道等。 

时光剪影 照片 按时间正序，展示院士科研工作、社会活动、日常生活的

照片。 

视、音频 按时间正序，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主要媒体

及院士所在单位、文库工作团队对院士的采访视频、音频

文件，体现院士有关科研历程、人生感悟的口述历史。 



2、开发后台数据管理系统 

•院士文库后台管理系统架构设计满足千万条数据管理发布

需求，采用ERP系统中树形结构的实现方式、页面显示方

式以及数据处理方式，同时能够兼容主流浏览器，比如360

浏览器、IE8以上版本、谷歌等，并保证页面程序易用性和

稳定性。 



院士文库后台管理系统流程架构 

单机扫描著录

自动拷贝
FTP

中科院院士文
库网服务器

翻译器

数据库

原文数据

文件夹

原始数据

网页发布数

据文件夹

网页发布数

据索引表

内网服务器

原文数据索

引表

FTP



院士文库后台管理系统流程架构 

• 数据著录：单机扫描著录加工生成数字化数据（原始数据）并通过FTP

自动拷贝需要的原始数据到内网服务器； 

• 格式转换：内网服务器对原始数据通过翻译器自动进行格式转换（图片

数据生成缩略图，视频文件转成流媒体文件等），原始的原文数据保存

到内网服务器的原文数据文件夹中； 

• 数据同步索引：转换后的原文数据通过FTP传输到院士文库网服务器的

网页发布数据文件夹，同时将索引数据添加到院士文库网服务器数据库

中的原文数据索引表和网页发布数据索引表中(即：原文数据索引表中

的数据索引对应内网服务器中原文数据文件夹，网页发布数据索引表中

的数据索引对应院士文库网站服务器中网页发布数据文件夹)。 



3、页面建设进展 

• 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初步建立起590位院士的综合资源展示页面。 

• 上述页面在“学术成就”、“学术风范”、“社会活动”、“时

光剪影”、“特色资源动态展示”、“院士格言”等栏目均有不

同数量数据展示。 

• 其余院士，在“时光剪影”等栏目有部分数据显示。 



4、运行反馈意见 

• 2015年5月20日网站开放运行以来，陆续获得来自院领导、

各学部院士以及相关合作单位的反馈意见 

•院士群体及所在单位对院士文库网站的建设表示支持，并

提出了院士生平简介更改、栏目数据补充、调整等具体修

改意见，院士文库团队已经对相关资源做了补充，有利于

网站建设的逐步完善。 



化学部梁敬魁院士指导数据展示 

严济慈院士之子、数学物理学部
严陆光院士指导数据完善 

技术部潘际銮院士指导数据补充 



技术科学部吴承康院士 

“我认为院士文库网站很有意义，并且

是用相对节约的现代化办法，达到较全

面、动态地介绍院士们信息的好做

法。……你们的工作很辛苦，工作量极

大，已经做到如此程度和水平，真不容

易，向你们祝贺，并相信今后在不断丰

富内容的过程中，会做得愈来愈好。” 

 



部分征求反馈意见过程中新增院士综合资源 

何泽慧院士1947在巴黎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观察乳胶片 

1945年8月25日，卢嘉锡致信鲍林谈他回国
的决心和打算并表示回国后将邀请鲍林访华 

1985年5月20日钱三强
院士荣获法兰西荣誉军
团军官勋章 



四、后续研究展望 

• 1．院士文库资源体系保障研究，包括院士文库资源构成研究、获取

机制研究、资源共建联盟机制研究、长期保存机制研究等。 

• 2．院士文库资源评价体系研究，包括资源分级鉴定标准、资源评价

方法、资源评价机制研究等。 

• 3．院士文库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研究，包括院士文库资源的著作权、

商标权、专利权、域名权等的界定、相关资源知识产权让渡研究、

院士文库及其衍生产品的商标注册及保护、院士文库的专利问题等。 



• 4. 院士文库受众研究，包括受众构成研究、社会公众参与度及其

引导机制研究等。 

• 5. 数字院士文库建设研究，包括资源元数据研究、数字化加工流

程研究、数字加工规范研究、新媒体技术应用研究等。 

• 6. 院士文库评价研究，包括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评价机制研究、

认证制度研究等。 



• 后数码时代图书馆仍然肩负着社会文化导引职责 

•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

人文，以化成天下。 

• 导引（科学）文化，任重而道远 

 



THANK YOU!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