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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研究所名称 
存储 

总量 
排名 研究所名称 

存储 

全文量 

1 高能物理研究所 53798 1 高能物理研究所 52072 

2 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34482 2 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33986 

3 金属研究所 27092 3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20813 

4 物理研究所 25404 4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20196 

5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22773 5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13171 

6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22300 6 半导体研究所 12347 

7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20851 7 力学研究所 12207 

8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17707 8 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9841 

9 力学研究所 13299 9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9577 

10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13171 10 海洋研究所 9492 

11 半导体研究所 12516 11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9490 

12 南京土壤研究所 12474 12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9437 

13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10993 13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9212 

14 过程工程研究所 10454 14 水生生物研究所 9025 

15 华南植物园 10453 15 昆明植物研究所 8356 

16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9995 16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8297 

17 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9881 17 过程工程研究所 7760 

18 水生生物研究所 9808 18 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7121 

19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9597 19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6960 

20 海洋研究所 9575 20 软件研究所 6107 

IR 数据总量排行 TOP20 IR 存储全文量排行 TO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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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研究所名称 
存储全文率 

（存储全文量/存储总量） 

1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100% 

2 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100% 

3 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100% 

4 武汉病毒研究所 100% 

5 紫金山天文台 100% 

6 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100% 

7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100% 

8 昆明动物研究所 100% 

9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100% 

10 近代物理研究所 100% 

11 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100% 

12 国家授时中心 99% 

13 理论物理研究所 99% 

14 海洋研究所 99% 

15 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 99% 

16 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99% 

17 半导体研究所 99% 

18 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99% 

19 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99% 

20 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98% 

21 生物物理研究所 98% 

IR 存储全文率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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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名称 访问总量 所外访问量 国外访问量 

半导体研究所 5477599 5342108 1685523 

力学研究所 4559763 4135477 870078 

金属研究所 3378605 3369377 777410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2974454 2942051 1050297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2787660 2726878 563752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2501674 2485680 420512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2459489 2445570 273720 

水生生物研究所 2241754 2152831 692629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2235401 2199581 767484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2069557 2049431 410191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1970436 1940391 607092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1857385 1840995 353294 

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1714228 1699849 442367 

高能物理研究所 1458692 1365689 357232 

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1130805 1108907 250358 

成都生物研究所 1101814 1085415 329391 

广州能源研究所 1065075 1055590 186639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991580 980844 185346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986567 966085 171623 

心理研究所 965637 926550 78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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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 所属研究所 第一作者 
全文 

下载量 

Effects of heavy metals on plants and resistance mechanisms 水生生物研究所 Cheng, SP 6614 

Highly evolved juvenile granites with tetrad REE patterns…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Jahn BM 4598 

A high throughput Nile red method for quantitative … 金属研究所 P. Zhang 4333 

Gen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ngth and hardness 水生生物研究所 Shuiping Cheng  4206 

Heavy metals in plants and phytoremediation - A … 水生生物研究所 Chen, Wei 3995 

鱼类生殖细胞 水生生物研究所 徐红艳 3509 

Heavy metal pollution in China: Origin, pattern and control  水生生物研究所 Cheng, SP 2920 

Tensile and compressive properties of AISI 304L stainless … 金属研究所 S. Qu 2918 

Direct reduction of graphene oxide films into highly … 金属研究所 S. F. Pei 2408 

Investigation of oxygen vacancy and interstitial oxygen … 半导体研究所 Fan HB  2244 

《实用新型专利信息》2008 年第 10 期 广州能源研究所 张艳玲  2078 

Distinct Evolutionary Patterns Between Two Duplicated … 水生生物研究所 Li, Zhiqiang 1980 

Synthesis of high-quality graphene with a pre-determined … 金属研究所 Z. S. Wu 1564 

Jerusalem artichoke (Helianthus tuberosus), a medicinal·… 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Ma, Xiao Yong 1555 

Ecology of prokaryotic viruses 南海海洋研究所 Weinbauer, MG 1545 

半导体的检测与分析 半导体研究所 许振嘉 1533 

ESI 中精神病学与心理学领域热点分析第 11 期 心理研究所 王玮 1485 

半导体科学与技术 半导体研究所 何杰 1485 

Optimization of RP-HPLC analysis of low molecular …  水生生物研究所 Jianhua Ding 1476 

The effects of sapphire substrates processes to the LED… 半导体研究所 Yang, H 1427 

下载总量全院排行 TOP20 的文章 
（排除机器访问与文献情报中心） 

 

（注：大排行所有数据统计于 2014年 10月 31日,均排除机器访问和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目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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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文本资源管理”案例分享 

政府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数据，包括地图、表格等各种统计、测绘和计算等类型的大量非文本数

据资源，是重要的社会经济数据资源。通过开放政府数据，可以更好地了解一国的自然资源使用情况，

政府开支情况，经济发展和管理情况。正是由于意识到了开放数据带来的众多好处，世界各国政府纷

纷发布相应的行动计划，主动承诺实行政府数据开放服务。本期继续和大家分享政府开放数据，以下

列出欧盟、德国、日本及新加坡等国家的政府开放数据案例，供大学习参考。 

调研时间：2014 年 10月 

  

 

 

 

 

 

 

 

案例二：日本政府开放数据 

简介：日本政府开放数据是日本政府正在推动的“开

放数据行动”，在“行动”中，政府广泛公开了机器

可读格式的公开数据，并允许出于盈利目的和其他

目对这些数据的的二次使用。这一“行动”的目的

是改善人们的生活和刺激企业活动，从而促进日本

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开放数据行动”网站作为开放

数据的目录被使用，并旨在提供可获得并可二次利

用的公共数据信息。该网站提供了大量的搜索功能，

并解决公众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Website: http://www.data.go.jp 

 

 

 

 

 

案例三：德国政府开放数据 

简介：德国政府开放数据 GovData 是德国的数据门

户网站，提供了对德国各级政府数据的集中访问。

它的目标是将这些数据集中在一起，使其更易于使

用。其宗旨是推广开放数据，并提高机器可读的原

始数据的供应。这是一个漫长的道路，当局需要时

间来实现这种文化上的改变。目前，这个网站是公

开测试版，政府在征集参与用户的具体建议，不断

优化网站。 

Website: https://www.govdata.de/   

 

案例四：新加坡政府开放数据 

简介：新加坡政府开放数据 data.gov.sg 是新加坡政

府公布的开放数据的第一个一站式门户搜索和访

问入口。于 2011 年 6 月推出，汇集了来自 60 个

政府部门和机构的 8600 数据集。门户网站的目的

是：1，可以方便地访问政府公布的公开可用的数

据；2，通过促进应用程序的开发创造价值；3，

便于分析和研究。除了政府的数据和元数据，

data.gov.sg 还提供了利用政府数据开发的应用程

序列表，并为开发人员提供了一个资源页面。  

Website: http://data.gov.sg/ 

案例一：欧盟开放数据 

简介：欧盟开放数据门户是欧盟（EU）各部门和其他

机构日益增加的大量数据的单点访问入口。数据向公

众免费开放，公众出于商业或非商业目都可以使用或

重复使用这些数据。该门户网站的目的是通过提供轻

松自由的访问数据，促进其创新使用、发挥其经济潜

力。它的目的还在于帮助推进欧盟（EU）各部门和其

他机构的透明度和问责制。欧盟开放数据门户是由欧

洲联盟出版局管理。欧盟的通讯网络总局和欧盟委员

会的内容和技术部门负责欧盟开放数据政策的实施。 

Website: https://open-data.europa.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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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廷根大学开放获取发展战略与举措 (节选) 

Open Access Strategies and Initiatives in Gottingen University  

杨小薇 Margo Bargheer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北京，100190；哥廷根大学电子出版部） 

哥廷根大学开放获取运动的具体举措涉及开放获取出版、开放获取知识库建设、开放获取项目组

织和宣传等各个方面，通过相应的开放获取出版与存储协议、激励政策等机制建设，主持或参与德国、

欧洲和全球的开放获取项目及组织来推进开放获取发展，为建设开放获取基础设施和推进欧洲及全球

的开放获取进程做了许多积极的工作。 

1.引言  

为了促进欧洲及全球的开放获取发展，欧洲在开放获取理论研究、宣传实验、组织实施到策略发

布、法律框架、社区建设等方面，做了许多切实有效的工作。从 2008 年欧盟 FP7框架计划开始至 2013

年，欧盟几乎所有成员国都建立起了支持开放获取出版的法律和行政管理机制。欧洲还成立了多个开

放获取联盟组织，如全球开放获取知识库联盟(COAR)、欧洲学术出版与学术资源联盟(SPARC Europe)、

欧洲研究图书馆联盟(Ligue des Bibliothèques Européennes de Recherche - Association of 

European Research Libraries, LIBER)等，同时实施了多个与开放获取相关的项目，包括 OAPEN、

PEER、DRIVER、Open AIRE、SOAP、RECODE、SERSCIDA、MEDOANET 等。这些项目的研究领域涉及了开

放获取的基础设施建设、电子出版、数据交换、互操作技术、科学数据等各个方面。开放获取已经成

为欧洲提高知识流通和促进创新能力的核心手段。自 2014 年开始，欧盟科研与创新框架计划 Horizon 

2020资助的发表在同行评议期刊上的论文都被要求开放获取。 

作为开放获取运动最活跃的国家之一的德国，其联邦政府、资助机构和研究机构都在不同层面推

出相应举措，共同推进德国开发获取的发展。德国联邦议院修订了版权法，允许“二次出版”，即允

许作者在期刊论文发表 12个月后自行传播论文。该“二次出版”已于 2014年初执行，同时也被德国

版权法所采纳。德国研究基金会（DFG）提供开放获取的研究基金，资助德国部分大学的作者在开放

获取期刊上发表论文，资助开放获取期刊和图书的出版, 也支持特定主题知识库的建设和扩展。德国

联邦教育与研究部（BMBF）优先考虑资助与开放获取相关的项目。德国马普学会在 2003 年牵头提出

的《开放获取柏林宣言》，动员和组织全球科技界参与到开放获取运动中。从 2003年至今每年召开的

开放获取柏林国际会议（曾在中国、美国、南非、英国、法国等国召开），成为推动开放获取的一个

重要机制。德国共有 258 所大学教育机构签署了柏林宣言，表明其开放获取的立场（见图 1、图 2所

示），截至 2014 年 1 月，在 ROAR 的统计数据中，德国共有 176 个开放获取知识库，仅次于美国和英

国排在第三位；DOAJ 网站的统计数据中，德国共有 340种开放获取期刊，在所有国家和地区排名第 

七。 



 

7 
 

中科院 IR 工作通讯 观点争鸣

坛 

 

 

 

 

   

 

  

 

图 1 DOAJ 网站 OA 期刊数量 TOP10（种）   图 2 ROAR 网站 OA 知识库数量 TOP10（个） 

哥廷根大学是德国参与开放获取运动的先导者之一。本文通过研究哥廷根大学开放获取的发展战

略和举措，管窥当前德国研究型大学开放获取的思路和经验，为国内开放获取的实施提供借鉴。 

2.哥廷根大学的开放获取战略格局  

哥廷根大学在 2005 年冬出台的开放获取政策中提到：开放获取是未来主要的学术交流战略，将

长期促进科学信息的传播。该政策强烈建议作者将自己的作品存储在哥廷根大学的机构知识库中，呼

吁哥廷根大学的科研人员都参与到开放获取运动中来。该政策还宣布支持欧盟关于开放获取的柏林宣

言，并表示通过申请研究资金来资助开放获取的出版费用。哥廷根大学将其开放获取策略和马普学会

及其他前瞻性大学看齐，其战略目标是“系统变革”学术文献的获取和支付机制。 

战略布局 

为了实现其开放获取的战略目标，哥廷根大学的战略布局主要包括宣传推介、政策支持、基础设

施建设、制定许可协议、项目参与等 5个方面，如图 3所示。 

 

图 3 哥廷根大学的开放获取战略布局 

宣传推介：哥廷根大学通过各种形式宣传推介开放获取运动，提供全面的开放获取信息和实施建

议，提升学术作者和科研教育用户对开放获取的广泛认可，取得大学、学协会和国家各阶层对开放获

取的共识，促进开放学术交流模式的变革与发展。 

政策支持：开展开放获取政策机制研究，制定哥廷根大学开放获取制度规范，为国家层面的开放

获取战略提供研究建议，并推动德国开放获取政策体系制定。 

基础设施建设：哥廷根大学通过承担开放获取基础设施及网络的开发和建设，扩大全球研究成果

的可见度，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开放获取的最佳实践和示范案例。 



 

8 
 

中科院 IR 工作通讯 观点争鸣

坛 

制定许可协议：探索和规范哥廷根大学各项 OA许可、标准和规范，与出版商签订 OA出版协议，

推动开放获取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引领德国开放获取运动。 

参与项目：哥廷根大学积极组织参与德国、欧洲及全球的开放获取的研究与实践项目，集合跨国

家、地区和学科领域的经验，为全球 OA运动的做出贡献。  

组织结构 

哥廷根大学主要通过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同时是德国下萨克森州州立图书馆，Gottingen State 

and University Library,以下简称 SUB）和哥廷根大学出版社（Gottingen University Press,以下

简称 GUP）等执行部门，通过参与协助 OA出版、OA知识库建设、OA项目组织及宣传等具体举措来实

现其开放获取的战略布局。哥廷根大学开放获取的主要执行部门和具体举措如图 4 所示。 

 

图 4 哥廷根大学的开放获取执行部门和具体举措 

SUB 主动抓住开放获取重塑学术信息交流体系的机会，贯彻、实施和协调哥廷根大学的开放获取

工作,是哥廷根大学开放获取工作的核心合作伙伴。SUB 具有全球知名的数字图书馆，是德国数字图

书馆发展的领导者之一。SUB 的研究与发展部（RDD）和电子出版部（EP）包括了开放获取与电子出

版、虚拟科研环境、科学数据和服务的研究基础设施、长期保存等多个项目和能力中心，主持、参与

了开放获取领域的大量研究和开发项目，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和促进了哥廷根大学、德国、欧洲乃至全

球开放获取运动的发展。 

GUP 作为 SUB 电子出版部的成员之一，致力于出版服务的创新并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承担了哥

廷根大学的学术社区建设。其服务主要包括：电子出版的开放获取、精平装图书印刷、出版支持和信

息服务、短周期出版、高质量保证、通过编委会的同行评议、市场营销、长期归档和存储等。 

3. OA知识库 

作为存储、传播出版物和研究资料的基础设施，建设机构知识库和学科知识库成为 SUB 推动 OA

运动的重要举措之一。除此以外，SUB还在推进知识库的存储机制、建设知识库网络社区、解决知识

库互操作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哥廷根大学目前共有 4个知识库，具体信息如表 1所示： 

 

 

OA 知识库

建设 

参与协助 OA

出版 

OA 项目组织

宣传 

SUB 

执行部门 OA 举措 

RDD 

EP 

G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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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哥廷根大学知识库 

知识库名称 英文缩写 存储数量（条） 

哥廷根大学文本知识库 GOEDOC 65437 

哥廷根大学机构知识库 GoeScholar 4404 

哥廷根大学学位论文知识库 eDiss 4360 

地球系统与宇宙学科知识库 GEOLEO 1947 

注：统计数据截至 2014 年 1 月 

GOEDOC 是哥廷根大学的文本服务器，提供哥廷根大学保存的所有电子和印刷馆藏的查询和下载，

包括研究报告、会议论文、学期论文、专著和文集等，不包括同行评议的出版物。提供德语和英语界

面。 

GoeScholar 是哥廷根大学的机构知识库，同时也是哥廷根大学同行评议出版物的知识库，包括

验证过的二次出版物、通过哥廷根大学出版的同行评议出版物、和出版商签订了出版协议的同行评议

的期刊论文。该知识库还提供很多附加服务，包括元数据的自动生成、数据的输出和统计分析、针对

研究人员的存储服务等。仅提供德语界面。 

eDiss 是哥廷根大学的学位论文知识库，免费发布哥廷根大学的博士论文,并提供 2001年以后的

论文下载。发布于该知识库的学位论文，具有永久标识符，可以同时发布到别的网站。提供德语和英

语界面。 

GEOLEO 是地球与宇宙学科的知识库，由 DFG 提供资金资助，弗莱贝格工业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共

同搭建。通过该知识库，不但可以发布自己的论文，还可以检索和查询地球科学方面的图书、期刊和

文章，通过免费或许可的方式获取全文。仅提供德语界面。 

为了促进知识传播和知识资产保存，哥廷根大学对部分研究成果制定了鼓励或强制的提交政策。

哥廷根大学的博士论文可以通过 eDiss 免费出版；而接受哥廷根大学 OA 基金资助的作品必须提交至

GoeScholar 中。哥廷根大学是欧盟 FP7 框架计划的开放获取试点机构之一，任何有意申请并获得欧

盟开放获取资助的哥廷根大学的科研人员，都被要求将自己的论文存储至哥廷根大学的机构或学科知

识库中，作者必须确保获得 OA出版基金资助的文章在 6-12个月后开放共享。 

哥廷根大学的 OA知识库以 Dublin Core为基础进行元数据的互操作，遵循“创作共用许可”（CC

许可）协议，符合 DINI认证、OAI-PMH 2.0规范等资源共享的互操作协议标准，为 OA知识库的互操

作提供通用接口，使得存储的论文可以通过多个平台进行开放获取。例如，GoeScholar 知识库存储

的信息，通过标准接口同时能够被其他服务器（Google Scholar）和搜索引擎（BASE）等查询或采集，

也可以在 SEO 网络在线商店、Google Book、OAPEN Library 中检索到，从而使这些研究成果达到了

全球共享的目的。 

4. 参与 OA 项目、组织和宣传 

为了推进哥廷根大学 OA 战略部署，SUB 主持或参与了德国、欧洲和国际的多个 OA 项目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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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开放信息推进和共享的引领者和倡导者，为建设开放获取基础设施和推进欧洲及全球的开

放获取进程做了许多积极的工作。SUB参与的主要 OA项目和组织见表 2。SUB的项目资助主要来自于

大学以外的机构，包括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BMBF）、德国研究基金会（DFG）、欧盟（EU）、欧洲研

究基础设施战略论坛（ESFRI）等。 

表 2 SUB 参与的主要 OA 项目和组织 

项目或组织名称 项目或组织简介 

CARPET and CARPET II  

学术评议、出版和编辑技术社区 

基于通用出版工具的电子出版信息平台的开发

和完善 

COAR开放获取知识库联盟 通过建设全球开放获取知识库网络,扩大研究

成果的可见度和广泛应用 

DINI 

德国信息网络计划 

建立德国的开放获取知识库网络，协调和管理

相关的协议、合作、建议和标准 

DRIVER I and DRIVER II 

欧洲数字知识库基础设施展望 

欧洲知识库网络建设及其创新点的研究和实施 

IP-OA and IP-OA II  

开放获取网络信息平台 

德国开放获取发展和操作的网络信息平台 

OAPEN 

欧洲开放获取出版网络 

人文社会学科为主的开放获取图书的全文发布

平台 

OA-Statistics and OA-Statistics 

2 

开放获取统计 

通过统计对比开放获取基础设施的使用数据，

提升作者和使用者的认同 

OpenAIRE and OpenAIREplus 

欧洲开放获取基础设施研究 

欧洲学术交流数据的开放获取基础设施建设，

及开放获取数据间的关联研究 

SPARC Europe  

欧洲学术出版和学术资源联盟 

致力于建设更加开放的学术交流体系，促进学

术交流的开放获取发展 

SUB 在欧盟资助的 DRIVER 项目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该项目建立了欧洲的数字知识库基础设施，

实施了使用数据统计、参考链接技术、引文分析等领先的基于 OA的服务举措。SUB 是 DINI的执行机

构，作为 DINI秘书处负责联合其他小组成员研发了 DINI 指导路线、证书文件和出版物知识库、高等

教育的电子出版。除此以外，SUB 还协调开发了 open-access.net 开放获取网络信息平台（所有信息

都有英语版本），使其 OA 宣传扩展到了德国乃至欧洲以外的地区。SUB 是 COAR 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

者，COAR 致力于宣传推广全球范围内的 OA知识库网络，建立互操作标准的未来发展路线图，扩大全

球研究成果的可见度及广泛应用。OpenAIRE 项目中,SUB 的作用是进行网络活动的战略协调，促进项

目的合作伙伴之间的沟通，促进欧洲帮助平台系统的发展及与其他相关举措的联络。作为国际开放获

取周的成员之一，哥廷根大学 2013 年 10月针对开放获取开展了各种活动，包括中心图书馆、专业图

书馆和发展中心举办的开放获取主题的展览、宣传和培训等。 

 

原文获取地址：http://ir.las.ac.cn/handle/12502/6847  

推荐引用方式：杨小薇.哥廷根大学开放获取发展战略与举措[J].图书情报工作,2014(58 (7)):53-58. 

http://ir.las.ac.cn/handle/12502/6847


 

11 
 

中科院 IR 工作通讯 培训园地 

IR GRID 应用统计 

CAS IR GRID 是定期采集中国科学院研究所 IR的数据建立的联合机构知识库服务网络。通过 IR 

GRID，您不仅可以了解和获取中国科学院产出的各类科研成果，还可以通过应用统计的功能了解全院

范围内科研成果的产出和利用状况。 

在 IR GRID系统的首页右侧，可以直接看到全院范围最近的条目利用排行。利用排行分为浏览和

下载两部分，每个部分按时间分为总排行、年排行以及月排行。每个排行列出浏览或下载次数最多的

10个条目。 

 

图一 条目利用排行 TOP10 

在利用排行下方，可以看到 IR GRID 系统的整体概况数据，包括集成 IR 数量、数据总量、全文

总量、全文开放量、英文数量、累积浏览量、院外浏览量、国外浏览量、累积下载量、院外下载量、

国外下载量以及篇均下载次数。 

 

图二 整体概况数据 

在汇总数据的下方，系统以图表的形式展示了存缴趋势、利用趋势、内容类型分布以及发表时间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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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缴趋势为存缴量、存缴全文量的最近 5 年的存缴情况，显示方式为柱状图，鼠标移动到色块

上显示相应的数据标签。利用趋势为访问量、下载量的最近 5年的利用情况，显示方式为线性图。内

容类型分布为主要内容类型的数据量分布情况，显示方式为饼图。 

 

图三 整体概况可视化 

如果想要查看更多的统计信息，可以点击图表区域下方的链接进入到 IR GRID在线统计报告页面。

IR GRID 统计报告页面分为四个部分：汇总数据、统计图表、各所建设情况以及利用排行。 

其中，汇总数据与首页相同，统计图表展示的数据与首页相同，但提供了一些图表设置选项，方

便用户生成符合自己需求的图表。可配置的选项包括图表类型（柱状图、线形图、条形图、累计柱状

图、累计线形图、累计条形图）、图例位置（左侧、右侧、顶部、底部、左侧覆盖）、显示数据表、切

换行/列。累计类型的图表是指按照当年累计的数据量进行统计，即在之前的数据上进行累加。 



 

13 
 

中科院 IR 工作通讯 培训园地 

 

图四 可配置图表显示 

各所建设概况以列表的形式列出各个研究所目前的数据总量、全文总量、全文开放量、访问总量、

下载总量、篇均下载次数、院外访问量、院外下载量、国外访问量、国外下载量。这个列表具有排

序功能，点击某一列的表头即可按照该列进行排序，也可以将整个列表导出为 Excel 文件保存到本地。 

 

图五 研究所概况数据 

 利用排行与首页类似，也分为浏览和下载两部分，每个部分按时间分为总排行、年排行以及月排

行，并可以指定若干过滤条件：院外、国外、是否排除国科图的数据，每个排行列出浏览或下载次数

最多的 100个条目，并可以导出为 Excel文件保存到本地。 

 

图六 条目利用排行 TOP100 

(供稿 中科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 姚晓娜) 

目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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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机构知识库建设实践与思考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图书馆 

[摘要]：本文介绍了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机构知识库的建设情况，包括知识库建设规模、影响

力、收录内容类型及宣传推广策略等；在建设经验中，重点指出团队建设、机制建设、内容建设及数

据更新等对机构知识库建设的重要作用及具体实施方式；最后，对金属所机构知识库未来建设工作进

行展望。 

[关键词]：机构知识库；IR；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机构知识库；IMR-IR 

 

一、引言 

机构知识库（IR）又称机构仓储库、机构资料库、机构信息库、机构典藏库等，是科研教育机构

对本单位员工所创造的各种类型有价值的知识产出进行统一收集、集中管理、长期保存和提供检索利

用等增殖服务的知识资产管理系统。IR承担着保存机构知识资产和支持知识开放共享的重要职责，是

保存和传播知识成果的有力工具，正逐渐成为机构知识基础设施和新型学术信息交流与评价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通过IR，教育科研人员和机构可以保存、传播和管理所属研究成果，并促进成果的利用，

从而提高学术地位，提升学术影响力。 

近年，IR的发展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国内外著名的机构知识库有MIT的DSpace@MIT、香港科技

大学的The HKUST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台湾大学机构典藏等。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于2009

年6月全面展开中国科学院机构知识库服务网络的建设工作，又先后在全院开展了第二批、第三批的

建设工作，截至目前，全院共有100多家单位建设了本机构的知识库。中科院金属所作为第二批中国

科学院机构知识库服务网络的成员单位，于2011年10月份，加入IR建设的各项工作中。 

二、建设现状  

2011 年 12 月，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机构知识库（IMR-IR）正式启动，2012年5月，正式上线

运行。在所领导的关心支持、项目负责人的直接领导下，经过项目组全体人员近三年的共同努力，

IMR-IR建设已经初具规模。截至目前，IMR-IR系统已录入27146条数据，涵盖金属所期刊论文、学位

论文、专利、会议论文、标准、成果及专著在内的七大类型文献，具体数据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目

前，IMR-IR下载总量为33万余次，浏览总量近321万次，在最近一期（2014年6月）的《中科院IR工作

通讯》中，金属所在全院IR数据总量排名中位列第三名， IR累计访问量亦排行第三（如图2）。在建

设当年，所领导便在全所总结大会中向全所职工汇报了IR建设的优异成绩，这是对IMR-IR建设工作的

最大肯定。 



 

15 
 

中科院 IR 工作通讯 经验共享 

 

图 1 中科院金属所机构知识库文献类型及数量分布情况 

 

   

图 2 中科院金属所机构知识库数据总量及累计访问量在全院排名情况 

（摘自 2014年 6月《中科院 IR工作通讯》） 

IR 内容建设是基础，在实现本机构知识产出统一收集、集中管理、长期保存功能之后，IR 建设

的最终目标是最大程度地利用和创造知识，因此，应进行广泛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熟悉它，最

终才能实现最大化地利用知识、创造知识的目的。在进行 IMR-IR 平台内容建设的同时，金属所十分

注重对 IR的宣传和推广，具体措施有：在所图书馆主页的显著位置上进行 IR链接，在所内多次进行

IR培训宣传活动，在日常工作中积极向读者推荐 IR，教授读者如何使用 IR等；同时，制作了精美的

IMR-IR 宣传展板（如图 3），粘贴在所图书馆入馆处，并将宣传内容制作成彩页，借所内各种会议机

会进行发放宣传，随时随地进行宣传；除此之外，还精心设计了《IMR-IR用户调查问卷》，在收集金

属所用户对 IR建设的意见和建议，促进 IR健康发展的同时，也以此为契机再次对所内科研人员进行

宣传。 

IMR-IR 文献类型及数量分布情况

标准, 54 专著, 11成果, 981

会议论文,
1958

专利, 2530

学位论文,
2560

期刊论文,
19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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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科院金属所机构知识库宣传页 

三、建设经验总结 

1、团队协同建设是知识库建设的关键 

IR 建设中，组建了一支以研究所图书馆为核心，由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技术支撑团队、研究所

科研一线等多方工作人员组成的“小核心、大网络”建设团队，并形成了自上而下、分工明确、相互

支持、协同工作的工作流程与工作机制，确保了 IR建设任务顺利完成，并使 IR建设具有可持续发展

性。在建设中，项目组成员的具体分工为： 

·项目负责人是项目建设的灵魂，对项目全权负责，主要任务包括 IR 建设的总体发展规划、任务分

工、监督审核等； 

·项目协同负责人由院学科馆员担任，主要负责院所间的沟通联络，技术指导等方面工作； 

·所图书馆学科馆员主要负责数据采集、整理、上传及系统维护、数据更新等具体建设工作； 

·所图书馆馆员负责全文下载及数据修补完善工作； 

·院技术支撑团队主要负责技术指导、系统升级维护等工作； 

·所科研一线用户主要负责数据补充、修改等工作，以保障数据的准确性与完整性。 

2、制度建设是知识库建设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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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 IR 内容建设的同时，不断完善 IR 各项规章制度建设，包括《金属所机构知识库操作指

南》、《金属所机构知识库更新维护操作流程》、《金属所机构知识库数据缴存机制》，其中，《数据缴存

机制》是 IR 良好运行的基本保障。根据金属所实际情况，目前，采用图书馆主导收集上传已经公开

发表的各类产出成果、科研人员修改补充数据的形式，从而既保障了 IMR-IR 数据数量完整、数据及

时更新，又保障了文献数据条目的质量。 

3、内容建设是知识库建设的核心 

数据是 IR的基础，IR中存储的资源越丰富，人们从中所能获取的资源越多，IR 的实际利用价值

也就越大，因此，如何全面收集金属所自建所以来的知识产出，丰富 IR资源数量，是 IR建设工作的

重点，亦是建设核心所在。 

（1）批量处理模式加快建设进度 

在项目建设初期，面对金属所建所近 60 年以来庞大的知识产出，且每年以几百篇知识产出的速

度增长，在几乎无任何现成数据可利用的情况下，项目负责人果断决定采用数据批量导入模式进行数

据建设。全面对比利用 Endnote文献管理软件和 Excel处理数据的优缺点后，最终选用 Endnote+Excel

数据批量处理方式，成功实现了数据批量处理，节省了大量建设时间，大大推进了建设进度。IMR-IR

自建设伊始，数据量一直名列全院前列与选用上述数据批量处理模式有必然联系。 

（2）不断丰富内容建设 

·丰富数据数量及信息量建设 

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同数据库收录的金属所研究成果在数量、内容类型以及题录信息

量等方面差别很大，甚至同一数据库不同数据保存方式对数据质量的影响都很大。本着严肃认真、精

益求精的建设作风，综合对比各大数据库的信息特点，我们选取数据量最多、更新速度最快的数据库

作为 IR 的数据源；并对比不同的数据保存形式（如 Endnote、RefWorks、NoteFirst 等方式），选择

提取数据质量最高的保存方式来加工处理数据。经过上述细致、认真的对比分析，新增补录了上千条

数据，并对几百条题录信息进行了补充完善，数据的质量大幅度提高，极大地丰富了 IR 内容建设，

提升了 IR传播知识、利用知识、创造知识的作用，同时，也保障了 IR建设具有可持续发展性。 

·丰富文献类型建设 

在初期完成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及专利等常规文献类型建设后，不断开拓思路，探索

渠道，增加了成果、标准、专著三种金属所知识产出类型，尤其是新增的标准文献类型，在 IMR-IR

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金属所在多年科研工作中参与完成了多项国家标准的制定，尤其是在腐蚀标准

制定中做出了很大贡献，在集合本机构数字资源的 IR 中十分有必要展现此类知识产出成果。但 IR

后台并没有标准的导入入口，在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兰州分馆技术团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金属所

制作了标准导入模板、新增了数据导入口，实现了标准文献的成功导入，从而丰富了 IR的文献类型，

为 IR新增 1046条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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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增加 IR文献数量、丰富题录信息及文献类型外，金属所还根据读者使用需求，在技术人员的

帮助下，修改完善了文献信息的展现形式、论文引用格式等，经过修改后，更符合读者的使用需求，

使读者更愿意使用 IMR-IR，有效提高了 IR利用率。 

4、数据更新是知识库可持续发展的重点 

IR 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性，后期的维护工作显得尤为重要，而数据的及时更新是维护工作的重

点。充分利用专业数据库的定制功能及特定数据库（如机构/个人数字图书馆），通过定制检索式，定

期收割金属所新近发表的成果。这种工作模式不仅大大节省了建设时间、省去了繁琐的对比查重人工

劳动，而且有力保障了 IR数据及时更新，使 IR建设具有可持续发展性。 

四、存在问题及未来工作思考 

在 IMR-IR建设过程中，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我们的 IR还存在许多需

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首先，在缴存内容方面，要不断拓宽思路，在原有文本储存的基础上逐渐向非文本发展，如音频、

视频、图片等，并需着重加强对科学研究各阶段积累的课题研究报告、科研数据、声像等科研资源的

收集和保存工作。 

其次，要不断加强 IR增值服务建设。建设 IR不仅是本机构知识资产长期保管与传播的需要，更

要充分发挥其挖掘知识、创造知识的作用。在保证成果缴存的基础上，努力实践 IR 的分析、统计、

评价等多项增值服务功能是下一步建设工作的努力方向。 

除此之外，IMR-IR 还存在全文覆盖率不高、后台仍未实现使用专利题目和专利类型双重条件查

重的功能、未建立科研人员自主存缴工作机制等问题，需要在以后的建设中不断改进。 

 

致谢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机构知识库项目建设中，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 IR 技术

团队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学科馆员团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这里对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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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内部学术活动演示文档           

公开发布暂行指南
1 

2014年 10月版 

 

在内部的学术讲座、学术会议、培训等活动中交流的演示报告等，是机构的重要知识产品，往往

也是公共资金资助项目或职务工作成果，应在构知识库保存，应尽可能开放共享。但是，这些报告又

常属于尚未公开发表作品，可能还涉及不宜公开的信息，应注意平衡保护各方利益。因此，在通过网

络公开发布这些报告时，应采取合适措施2。  

一、内容保护措施  

1.1 保密审查  

凡涉及内部项目、产品、技术、机制等，可能涉及保密内容，要根据国家和所在机构的规定和流

程，在公开发布前进行保密审查，对不应该公开的内容应采取措施予以删除、替代、简化等处理（以

下简称“处理”。 

1.2 竞争性审查  

内部项目、产品、技术等有可能涉及机构的具有市场竞争性的工作、技术细节、合作伙伴等，有

些可能还仅仅是阶段性成果，作者可能会还利用报告某些内容撰写论著等。需要保护机构的竞争性需

求和作者的发表优先权。因此，公开发布前应根据机构的规定和流程，进行竞争性审查，对不应公开

和暂时不适合公开的内容进行处理。 

1.3 隐私保护审查  

在内部演示文档中，为增强丰富性和说服力等，常常给出具体的案例，可能涉及到受试对象信息、

合作伙伴意图、可能误导或引起不良反应的敏感信息等，公开发布之前需要根据国家和机构规定，进

行符合隐私保护规范的匿名化处理；对涉及第三方详细情况的内容，宜事先征得第三方同意以及进行

合适的处理。  

 1.4 内容可用性检查  

内部演示文档常用到特殊的内容格式、文件组合、展示工具或技术设备，但在公开网络环境下可

能无法使用，损害演示文档的可用性，也间接损害作者的声誉。因此，公开发布之前宜对演示文档的

播放技术进行检查，对不能使用通用浏览器及其适用格式进行阅览的内容，宜在不影响报告实质内容

的情况下进行必要转换，例如转换为通用格式，或者用文字和通用格式代替需要专用工具的内容，或

者把演示文档PDF化等。 

二、著作权保护  

                                                           
1 张晓林执笔 
2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曾发布了《公共教育科研单位机构知识库内容存缴与传播的权益管理政策指南》

（http://ir.las.ac.cn/handle/12502/5043），也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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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引用署名  

演示文档常常引用第三方的观点、事实、图像、图表等。用于内部使用时，可能没有及时进行规

范署名，或者仅在报告过程中口头提及第三方贡献。但在公开发布时如果没有进行规范署名，可能被

认定侵犯了第三方的著作权，也不符合科学道德要求。因此，在公开发布之前作者应按照科学道德规

范，对引用的第三方内容明确标注原始来源信息；如果某些内容无法确认来源信息，不宜保留在公开

发布版本中；如果演示文档中包括某个第三方的较多内容，应该事先征得第三方的同意；如果引用该

第三方内容的分量已经构成演示文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则应征求第三方同意作为共同作者（“过度

引用”在严肃的科研道德环境中属于剽窃）。  

2.2 贡献者署名  

网络上公开发布的演示文档属于正式学术成果，可列为文档作者的学术成果，应按照学术成果作

者署名原则进行署名。在内部交流时，由于多种原因，演示文档常常以具体报告人署名。但在公开发

布时，应该以共同作者方式列出对该报告做出实质贡献的人员，包括参与制作演示文档的主要人员，

更应包括演示文档所依据工作的主要参加者或重要数据的主要提供者。因此，在公开发布前应按实际

贡献补充作者，应征得这些共同作者对作者名单及其排序的同意。避免仅用“文后致谢”对待为演示

文档做出重要实质性贡献的人员。  

2.3 第三方报告发布的授权  

机构学术活动中邀请的第三方报告，是机构投资的学术活动内容之一，因此应争取在机构知识库

中保存和开放共享。但这些报告属于未公开发表的作品，应尊重作者的著作权和竞争性需要。未经作

者授权，活动组织者不应允许活动参加者拷贝作者报告，也不应自行公开发布作者的报告。活动组织

者应该以规范格式（见附录）事先征求作者的专门授权，在作者同意授权时还应允许作者对发布范围、

时间、使用许可等具体选项进行选择；应允许作者限制发布时间、范围或在发布前调整报告内容，应

允许作者通过所在机构知识库或公共知识库发布。在规范格式中还宜请作者声明自己的报告已经按照

学术规范对引自第三方的内容进行署名，避免侵犯第三方著作权。  

三、使用许可  

3.1 允许多种层级的使用机制  

开放共享作品作者也受著作权法律保护，平衡保护各方权益是推进知识开放共享的必要条件。因

此，对要公开共享的作品，要充分考虑作者或作者机构对保护权益时的要求，还要充分照顾他们在开

放自己作品时的顾虑（包括源于误解的顾虑），避免过高的开放要求实际阻碍作者或作者机构进行共

享，特别是要考虑到当前学术不端行为较多、纠正与惩罚措施软弱的现实。因此，在公开发布之前，

应允许或支持作者把演示文档转化为PDF版本、在不损害作品阅读的情况下加水印、在发布平台只用

流媒体方式共享作品。  

3.2 采用规范化的使用许可协议  

为帮助作者和用户准确理解开放共享作品的使用许可，应尽可能采用得到科技界、出版界、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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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服务界共同认可或通用的公共使用许可协议，例如Creative Commons Licenses3。推荐协

议为CC_BY（署名共用），但应允许作者选择CC_BY_NC_ND（署名、禁止商业应用、禁止衍生作品）和

CC_BY_NC_SA（署名、禁止商业应用、相同方式共享）等协议。宜提供规范方便的Logo标识以及权威

定义链接，以便作者能很方便地在自己公开发布的作品上进行标识和链接。  
3.3 建立规范的使用行为准则  

著作权法和学术研究道德规范本身对使用开放共享作品已经提出了良好行为准则。但由于我国尚

缺乏这方面的细则，部分人和部分机构对此存在无知、误解、疏忽、无视、或者恶意侵权现象。因此，

宜明确说明开放共享作品的良好使用行为。除前面已经提到的外，可在发布的演示文档上以“使用须

知”方式专门说明：“为促进学术交流，公开发布本作品，供个人学习和研究使用；非盈利机构可以

在保证本作品完整性、所有作者和作者机构信息完整的条件下在网站上传播本作品；任何人在引用本

作品具体内容时，请按照学术规范注明来源”。如果作者在发布作品时采取的是CC_BY_NC_ND许可协

议，还宜说明；“任何机构或个人要直接采用本作品较多内容时，应事先征得作者的同意；任何机构

和个人，未经作者许可，不能直接把本作品内容主要部分直接编撰为新的作品或新作品的一部分”。  

四、审查与发布流程  

4.1 根据科研管理制度进行基础审查  

作者和作者所在部门应该遵照国家和机构的科研项目管理制度与流程的要求，进行保密审查、竞

争性审查、隐私保密审查。通过上述审查的作品，由作者对作品进行可用性检查和调整。  

作者所在部门负责对非涉密的演示文档的审查。中心保密管理部门负责对可能涉密的演示文档的审查。  

4.2 建立规范的著作权保护检查机制  

很多内部交流演示文档的内容产生于职务工作，产生于团队工作甚至长期的团队工作。演示文档

的报告人应在演示文档发布前尽责了解和如实反映对演示文档内容以及所依赖的工作做出实质性贡

献的合作作者，必要时应请作者所在部门进行核查。演示文档的报告人对在公开发布的演示文档上如

实反映作者队伍负责。 

4.3 建立规范的授权服务机制  

业务处制定规范的授权许可表格，提供可供授权人采用的许可协议Logo以及链接，提供可供授权

人采用的通用“使用须知”。  

业务处督促中心（含各地区中心，下同）各部门按照本指南进行学术交流内容的公共共享，并督

促已授权在第三方公开平台公开发布的内容首先在中心机构知识库上发布。  

业务处指定机构知识库管理员，负责督促机构知识库平台提供可供可以使用的PDF版本转换功能、

许可协议Logo以及链接加载功能、通用“使用须知”加载功能，并为作者提供必要的咨询服务。 

 

原文获取地址：http://ir.las.ac.cn/handle/12502/7274?mode=full&submit_simple=Show+full+item+record  

 

                                                           
3 http://creativecommons.org/  

http://ir.las.ac.cn/handle/12502/7274?mode=full&submit_simple=Show+full+item+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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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学术交流演示报告授权使用许可 

授权人：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权作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承诺，本人对授权作品拥有著作权，并已经按照学术规范在授权作品内注明了所包含的第三方

内容的信息来源。 

为促进知识共享，我授权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将授权作品上载到文献情报中心机构知识库

（http://ir.las.ac.cn/）。 

 

按照以下范围共享： 

□ 文献情报中心局域网内共享。 

□ 中国科学院网络范围内共享。 

□ 互联网共享。 

    按照以下方式共享： 

□ 原始文档共享。 

□ 原始文档转为 PDF 版本共享。 

□ 原始文档转为 PDF 版并加载授权人同意的水印。 

□ 原始文档转为流媒体播放。 

    按照以下时间共享： 

□ 立即共享。 

□ 6 个月后共享。 

□ 12 个月后共享。 

    按照以下 Creative Commons 4.0 协议授权使用： 

□ CC_0 

□ CC_BY 

□ CC_BY_SA 

□ CC_BY_NC_ND 

□ CC_BY_NC_SA 

 

签名：                     签署时间：__________                   

http://ir.la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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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成功举办 2014 年中国开放获取周 

2014 年 10 月 20-21 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

报中心成功举办“2014 中国开放获取周（China 

Open Access Week 2014）”。这是国内第 3 届面向

全国开放获取的宣传活动。本次会议共有 22 场

专题演讲，展示 25 份来自大陆、香港、台湾的

机构知识库案例展板，超过 400 人参加本次会议。

会议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中国科学

院自然期刊编辑研究会及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

图书馆分会秘书处合作召集国内期刊界、图书馆

界代表。 

2014 年 5 月 15 日，中国科学院、中国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正式发布公共资金资助的科研

论文开放获取的政策声明，要求受资助或承担资

助项目产生的已发表的科研论文通过机构知识

库开放存储、并不晚于发表后 12 个月内公开发

布。同时，中国科学院的开放获取政策声明还支

持公共资助科研项目在具备可靠质量控制和合

理费用的开放出版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为了应

对这些开放获取政策的要求，本次会议针对开放

获取的两种实践形式，面向不同受众，分别设立

了“开放出版日”和“开放存储日”。 

“开放获取出版日”重点面向国内科技期刊

编辑，分析开放获取出版的政策内容与相关实践

经验，邀请国内开放出版实践的重要单位对其开

放出版政策与实践进行了详细介绍，包括国内相

关机构支持开放出版的政策及资助计划，开放出

版支持计划的实施操作及挑战，还介绍了国外资

助机构和科研教育机构支持开放出版实践以及

出版社开放出版的实践进展。来自中科院文献情

报中心和中国医学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的发言人

介绍了目前我国的开放出版实践，如中国科学院

与 BMC 的合作、SCOAP3 的发展、资助学术论

文开放获取的政策建议等，会议指出我国开放出

版政策仍需健全，亟需建立应对开放出版的应对

措施。会议还邀请了国外开放出版实践领域的主

要出版社的代表介绍各自的开放出版政策与实

践，包括 eLife、NPG、Wiley 和 BMC。这些出

版社的开放出版实践引起了国内期刊界代表的

兴趣，踊跃向这些出版社提问，吸取开放出版的

实践经验。开放出版既是机遇，也是对我国的学

术期刊和图书馆的挑战。 

“开放存储日”面向图书馆界的机构知识库

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图书馆管理者，针对实施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开放获取政策的问题与措

施，邀请国内机构知识库建设的重点单位代表，

介绍了科研机构和高校机构知识库发展，还介绍

了科学数据、科技报告、开放图书、开放课件等

的开放共享内容。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张冬

荣老师介绍了机构知识库的 I-Switch 服务，实现

内容存缴的自动检查，以进一步促进开放获取知

识库的发展；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朱涛老师以力学

所参与建设知识库的实践案例，提出了存储在机

构知识库的论文作为评价科研绩效的依据以丰

富机构知识库内容；解放军医学图书馆陆莹介绍

了基于全国机构知识库调查和优秀案例，总结科

研单位在机构知识库建设上的特点；北京大学图

书馆聂华副馆长介绍了基于全国机构知识库调

查和优秀案例，总结了高校在机构知识库建设上

的特点。会议还邀请了相关专家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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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获取其他资源进行介绍，包括开放数据、开

放科技报告、开放图书、开放课件等内容。  

此外，本次中国开放获取推介周还得到了

中科院力学所、中国医学科学院信息研究所、

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等单位的

大力支持，中国机构知识库推进工作组成员也

在积极宣传推介本次活动。本次会议向科研单

位和期刊编辑面对面深入介绍开放出版以及科

技信息开放共享的好处。 

 

开放获取周是 2007 年发起的，每年 10 月第

3 周全世界各科研机构同时组织开放获取推介

活动，向科学界和学术界进一步宣传介绍开放获

取的益处，分享参与开放获取的经验，推动科学

界参与开放获取。本次中国开放获取推介周，是

国内举办的第 3 届开放获取周。会议得到了与会

者的欢迎和肯定，进一步推进了国内科技界、科

研管理机构和信息服务机构对开放获取的深入

了解，推进国内的开放出版和机构知识库建设，

从而有助于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单位遵守、监督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

开放获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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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们，在您的支持和鼓励下，《中科院 IR 工作通讯》已经 2 周
岁多了！感谢亲们！ 

《通讯》是一个共享的平台，为了让《通讯》真正成为大家的

交流和学习园地，我们还期待您的持续关注，请秀出来吧——秀出
您的成果、秀出您的经验、秀出您的技巧，秀出您的见解，我们追

求的是实用、有效、通俗易懂，字数不限。 

亲，在您惠赐大作之时，先读读下面的方字： 
1、只接受电子投稿，请您通过电子信箱发来稿件的电子版。 

2、电子版请采用 word格式，题目黑体，小二，加粗；作者楷

体，小三，加粗；正文仿宋，小四；一级标题仿宋，四号，加粗；
二级标题仿宋，小四，加粗。正文首行缩进 2字符，多倍行距 1.25 。

注释引文一律脚注。 

3、有事实有数据、有图有真像，这是我们的最爱！ 
4、千万不要忘记在大作上署您的大名，如果辅以职称、职务等

个人简介信息，那就更好了！ 

5、收到投稿后，我们将回复确认邮件，如果没收到，请不要客
气，直接打电话来严厉批评我们。 

6、您的大作录用并发表以后，我们会支付一点点稿酬，作品延

伸发表权是您的，版权是《通讯》的，与您一样，我们欢迎其他出
版物转载，但是必须得到您和《通讯》的书面授权，否则视为侵权。 

 
编辑部联系方式 
电子信箱：wangli@mail.las.ac.cn; zhangp@mail.las.ac.cn 

电话：010-62539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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