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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项目数据汇交相关政策

• 2014年6月22日，科技部办公厅《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项目科学数据汇交管理办法(试行) 》

• 2018年2月13日，科技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科发基〔

2018〕48号 ）

• 2018年3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科学数据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18〕17号  ）

• 2019年12月26日，科技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科技计划项目科学数据汇交工作方案(试行) 》的通知（ 国科办基

〔2019〕104号 ）

• 2019年2月19日，中国科学院印发《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管理与开放共享办法(试行) 》

• 2022年8月19日，中国科学院印发《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科学数据汇交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科发规字〔2022〕4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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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数据汇交相关政策要求

《科学数据管理办法》明确提出科学数据“开放为常态，

不开放为例外”的原则，要求政府预算资金资助的各级科

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所形成的科学数据，应由项

目牵头单位汇交到相关科学数据中心。

并要求各级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部门应建立先

汇交科学数据、再验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的

机制；项目/课题验收后产生的科学数据也应进行汇交。

同时鼓励社会资金资助形成的其他科学数据向相关科学数

据中心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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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汇交的管理主体与职责

01 02

03

指科技计划项目的牵头法人单位，是科学数据汇交
的责任人和义务人，主要职责是：
1. 组织制定科学数据汇交计划；
2. 按照相关标准规范组织开展科学数据采集生产和
加工整理，形成便于使用的科学数据；
3. 建立科学数据质量控制体系，负责科学数据的质
量控制，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可用性、完
整性、一致性和安全性等；
4. 按照科学数据汇交计划向科学数据管理方提交科
学数据。

科学数据提交方

指各类科学数据中心，是科学数据管理和开放共享的重要载体，主要职责是：
1. 制定科学数据的汇交操作规范并宣贯实施；
2. 承担汇交数据的接收、审查并保存与备份，出具审查报告（汇交凭证）；
3. 开展科学数据的分类编目与标识、加工整理和管理维护；
4. 发布科学数据及目录，评估科学数据应用情况，依法依规提供科学数据共享服务。

科学数据管理方

具体承担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工作的
机构，主要职责是：
1. 审批科学数据汇交计划；
2. 组织开展科技计划项目科学数据
汇交，审批科学数据汇交审查报告
（汇交凭证）；
3. 审批共享科学数据及目录。

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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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国家天文科学数据中心

• 国家天文科学数据中心，英文名称为“National 

Astronomical Data Center”，简称NADC。

• 是由科技部、财政部认定的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

台，属于基础支撑与条件保障类国家科技创新基地。

• 依托单位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在中国科学院科

学数据中心体系中同时为中国科学院天文科学数据中

心。

• 负责汇交管理、整编、集成天文领域的科学数据，制

定相关标准规范，建设天文科学数据资源体系。

• 承担天文领域科技计划项目汇交

• 官网： https://nadc.china-v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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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交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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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科学数据管理办法》，科学数据主要包括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通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等
产生的数据，以及通过观测监测、考察调查、检验检测等方式取得并可用于科学研究活动的原始数据及其衍生数据。
项目科学数据汇交内容包括科技计划项目执行过程中产生的科学数据实体、科学数据描述信息和科学数据辅助工具软件。

汇交的主要内容02

 

 

 

原始数据及基于原始数据或研究分析数据所形成的完整数据库或数据文件

科学数据实体

描述信息、数据说明文档及过程资料

科学数据描述信息

项目形成的用于科学数据  处理、加工和分析的专门辅助软件工具等

科学数据辅助工具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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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数据实体是在科技计划执行过程中形成的原始数据及基于原始数据或研究分

析数据所形成的完整数据库或数据文件。

• 数据库：结构化的数字对象的表达，通用或专用的数据库格式（如星表数据库）。

• 数据文件：非结构化的一个或多个数字对象的集合（如图像、光谱、光变曲线

等文件或多个文件基于逻辑关系组合形成的数据集）。

科学数据实体

汇交的主要内容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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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数据必须提供相应的描述信息，各领
域可根据科技计划项目的实际需要进行扩
展，同时，各领域根据实际需要确定相应
的数据说明文档及过程资料。

• 统一的元数据
- 通用元数据
- 领域专有元数据

• 数据说明文档：对数据文件组织形式、数
据格式、处理过程和使用方式进行说明

科学数据描述信息

汇交的主要内容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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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据
• 名称
• 数据集介绍
• 访问方式（检索/下载）
• 关键字
• 数据量
• 共享途径和范围
• 唯一标识符

（DOI/CSTR/IVOID）
• 子数据集和星表
• 数据作者、发布者
• 数据分类标签

分类标签
• 观测波段
• 观测装置和计划
• 数据类型
• 子学科
• 生产年代
• 用户对象



• 科学数据辅助工具软件是指科技计划形成的用于科学数据处理、加工和分析的专门辅
助软件工具等。

• 项目实施中采购的工具软件可不必汇交，但需提供与汇交数据处理相关的工具软件使
用说明。

• 提交的科学数据辅助工具软件包括软件工具本身或网络调用接口和属性信息，应符合
相关软件安全规定。

• 属性信息主要包括软件名称、用途、开发工具、运行环境、开发单位、版本号、使用
手册等。

科学数据辅助工具软件

汇交的主要内容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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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汇交流程及具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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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交流程03

项目立项阶段 科学数据汇交计划制定

科学数据提交方 科学数据管理方 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方

• 按照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方
的相关规定，编制科学数
据汇交计划，提出质量控
制的手段和方法，以及科
学数据开放时间及共享方
式等共享条件。

• 数据汇交计划编制完成后
需将其提交至科技计划项
目管理方。

• 根据需要制定本领域
科学数据汇交计划格
式

• 审查汇交计划

• 审批汇交计划

14

“科技计划项目形成的科学数据的通用汇交流程包括科学数据汇交计划制定、科学数据制备、科学数
据提交、科学数据审核、科学数据汇总、科学数据发布与共享和科学数据使用与维护更新等流程。”



汇交流程03

项目执行阶段 科学数据制备

科学数据提交方 科学数据管理方 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方

• 遵照科学数据汇交计划和相关
标准规范，进行规范化的科学
数据实体采集生产与加工整理，
按规定格式形成科学数据的数
据元信息。

• 建立科学数据质量控制体系，
完成科学数据的质量控制

• 对科学数据的制备工作提
供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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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计划项目形成的科学数据的通用汇交流程包括科学数据汇交计划制定、科学数据制备、科学数
据提交、科学数据审核、科学数据汇总、科学数据发布与共享和科学数据使用与维护更新等流程。”



汇交流程03

项目结题阶段

科学数据提交

科学数据提交方 科学数据管理方 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方

• 按照科学数据汇交计划，对
计划汇交的科学数据进行汇
总整理，对科学数据质量进
行自查，编制科学数据质量
信息报告，并将科学数据提
交至科学数据管理方。

— —

科学数据审核 • 若提交的科学数据存在问题，
科学数据提交方应及时进行
修改并重新提交。

• 按照科学数据汇交计划和科
学数据质量控制体系要求进
行形式审查，通过组织开展
科学数据质量同行评议等方
式对科学数据质量进行评估。

• 当审核通过时，出具审查报
告作为汇交凭证。

• 审批汇交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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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计划项目形成的科学数据的通用汇交流程包括科学数据汇交计划制定、科学数据制备、科学数
据提交、科学数据审核、科学数据汇总、科学数据发布与共享和科学数据使用与维护更新等流程。”



汇交流程03
“科技计划项目形成的科学数据的通用汇交流程包括科学数据汇交计划制定、科学数据制备、科学数
据提交、科学数据审核、科学数据汇总、科学数据发布与共享和科学数据使用与维护更新等流程。”

项目结题后

科学数据汇总

科学数据提交方 科学数据管理方 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方

—
• 在接收科学数据后，对通过审核的

科学数据进行分类、编目、标识、
保存、加工、整理及管理与维护。

—

科学数据发布
与共享

• 对于涉密数据，负责按
照相应程序定密，经科
技计划项目管理方审批
后，按照相应的保密要
求进行管理

• 保障科学数据安全，根据科学数据
的开放条件、开放对象和审核程序
等，对外公布科学数据及目录

• 建设运营科学数据共享发布系统

• 审批项目数据对
外发布共享

科学数据使用
与维护更新 • 鼓励对所提交的科学数

据进行持续更新与归档

• 做好科学数据的管理与维护工作，
对科学数据共享应用情况进行统计，
并将统计情况反馈至科技计划项目
管理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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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操作03

创建项目
&

制定汇交计划

元数据提交与
审核

实体数据提交
与审核

出具汇交凭证

• 在汇交系统上提交拟
汇交数据集的元数据

数据发布共享

• 在汇交系统上提交相
应的实体数据

• 邀请同行专家审核数
据质量，填写评议表

• 完成以上步骤并收到
签字盖章的汇交计划
后，NADC出具汇交
凭证

• 依据汇交计划填写的
数据公开时间及开放
条件，NADC对数据
进行发布共享

项目数据汇交系统 https://nadc.china-vo.org/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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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汇交系统上创建项
目

• 编制项目科学数据汇
交计划



创建项目

具体操作03

点击“创建数据汇交项目”，
进入项目创建页面

• 项目组数据汇交工作对接人在汇交系统上创建项
目，填写项目基本信息，包括项目名称、编号、
项目类型、牵头单位、项目简介和数据介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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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汇交计划

具体操作03

• NADC建立项目数据汇交微信群
沟通指导汇交计划编写，根据项
目任务书审查汇交计划

• 项目组根据汇交计划模板及填写
说明，编写汇交计划，定稿盖章
后将最终版上传系统

20

汇交计划是项目开展科学数据汇交的重要依据



制定汇交计划

具体操作03

一、科学数据概述
简要描述科技计划项目拟产生的科学数据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数据内容、采集方案、
采集地点、采集时间、设备情况等基本信息。

描述项目（拟）产生的科学数据总体情况，建议包括以下内容：
• 项目背景及重点任务简介；
• 关于项目（拟）产生的数据内容、类型、数据量和共享方式等方面的综述；
• 项目承担单位的数据生产条件、数据主要来源、生产方式和生产时间等方面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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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汇交计划

具体操作03

二、科学数据资源清单

• 应包含任务书考核指标对应的数据资源。
• 共享方式可填写完全共享、有条件共享、暂不共享，如没有特别需要，均应选择完全共享，

其余情况均按要求提供情况说明，经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方审批。
• 数据公开时间原则上为项目完成验收后即开放。对于数据集在汇交时因汇交方相关研究仍在

进行当中，为保护其首发研究成果的权益，可以设置不超过24个月的保护期，按月填写。主
张保护期需提交证明材料，并经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方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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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汇交计划

具体操作03

三、科学数据的质量控制说明
描述科学数据生产所采用的相关数据质量控制情况，包括对汇交科学数据的来源、采
集、加工、处理等各环节的质量控制措施等内容。

• 主要用于说明数据产生的方式、流程以及各流程所采用的质量控制措施。
• 具体描述数据采集加工的时间、地点、所使用的仪器设备、采用的标准规范、处理

的模型方法、质量保障手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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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汇交计划

具体操作03

四、科学数据的软件工具说明
描述科技计划形成或使用的用于科学数据处理、加工和分析的专门辅助软件工具等。
其中自主研发的软件工具应汇交，默认共享方式与相关数据集相同。

• 既包括项目使用的第三方的数据处理工具，也包括项目自行研发的专门用于其产生的数据成
果的相关加工处理的软件工作。

• 项目实施中采购的第三方工具软件可不必汇交，但需提供与汇交数据处理相关的工具软件使
用说明

• 项目自主研发的工具软件应纳入汇交范围，操作手册等资料应一并汇交。 24



制定汇交计划

具体操作03

五、科学数据的衍生数据的使用原则
描述衍生数据的利用、再加工的政策。

• 如果科学数据提交方对共享用户衍生使用数据有任何方面的要求，可提出相关的使
用政策。

• 对于已经完全开放共享的科学数据，衍生数据的使用原则主要关于知识产权，如是
否允许再发布、是否允许演绎、所产生的演绎作品是否需要署名、是否允许用于商
业目的等。比较常见的声明方式如Creative Commons知识共享许可协议。

• 对于尚未完全开放共享的科学数据，如有条件共享，不公开共享等可以起草一个协
议模板，通过与用户签署使用协议的方式，提出具体的衍生数据使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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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汇交计划

具体操作03

六、科学数据的使用期限与长期保存
说明科学数据的保护期限及保护原因，并指明拟进行科学数据存档的数据中心。

• 针对《表1 计划汇交的科学数据清单》中“共享方式”一项填写为非完全共享的，
以及在“公开时间”一项列出保护期的，说明其保护原因。

七、科学数据汇交技术方案
说明科学数据汇交时拟采用的技术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数据目录及文件命名规则、安
全策略等，以保证科学数据高质量且快速高效的汇交到科学数据管理方。

• 项目方进行数据整理的方案，包括目录结构、数据集结构（例如包括数据文件+支
撑文件，表格数据可列出各字段）、命名规则、安全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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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据提交：对应汇交计划中的资源清单，列出的每一个数据
集都需要提交相应的元数据，数据集名称也应保持一致。

• “添加元数据”：填写表单逐个数据集添加元数据
• “下载元数据模板”+“上传元数据”：数据集较多时，

可用模板编辑批量上传添加多个数据集的元数据
元数据审核：汇交专员将对照汇交计划对元数据进行审核，如
不符合要求将退回修改。

元数据提交与审核

具体操作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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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实体数据：
• 线上提交：

• 5GB以内, 网页直接上传
• 5GB以上，可使用rsync上传

• 线下提交：也可以直接提交硬盘
（硬盘不归还，将直接存档）。

• 对于数据量很大，且有能力面向
用户提供数据下载服务，无条件
支持长期稳定运行，可签署承诺
书，不上传实体数据，提供实体
数据访问链接。

实体数据提交与审核

具体操作03

28



实体数据审核：
• 形式审查：汇交专员对提交的实体数

据进行形式审查，查看文件数、数据
量、文件类型等是否与汇交计划和元
数据相符。

• 质量评估：项目组邀请2名以上同行专
家从规范性、标准性、完整性和可用
性四个方面审核数据并填写评议表，
可采取会评或函评的形式。如能提供
证明数据质量的材料可以免审，如第
三方检测报告等。

实体数据提交与审核

具体操作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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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汇交凭证

具体操作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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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组提交盖章签字的汇交计划及专
家签字的数据质量评议表

• NADC出具汇交凭证

数据发布共享

• 当数据过保护期后，经项目管理方审批，
NADC对数据进行整编并发布共享。



谢谢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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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汇交事宜及问题可联系：
陶一寒  y.tao@nao.cas.cn  15810537347
王有芬  yfwang@cas.ac.cn 150108803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