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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    言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科研活动节奏的日益加快以及科学研究问题的不断复杂化，科研活动
阵地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向更深、更广、更远的未知领域推进，并呈现出一系列的新特点：规模大
、跨学科、合作性、高共享性和投资强度大等。
人类开始进入“大科学”时代。
然而，这一时代的到来，在预示着能够为人类带来更多、更重要科研成果的同时，也为实现上述特征
的科学研究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面对“大科学”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科学家不断地尝试着创造出更加有力的“工具”，以进一步扩
展人类本身的能力，帮助人类达到原本无法完成的目标。
于是，计算机、互联网、网格计算等“工具”相继面世，科学日新月异。
随着2000年l1月英国政府投入巨资建设的e-Science项目的正式启动，作为人类下一阶段的科学研究模式
，e-Science的理念逐渐为人们所熟悉。
事实上，以“关键科学领域的全球性合作，以及实现这种全球性合作的下一代基础设施”为着眼点
的e-Science，不仅彻底深化了那场始于计算机网络的科学革命，为人类带来威力更强大的“工具”，
而且将对人类科研本身以及支撑科研的相关事业带来全面的革新。
作为世界科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我国从一开始就十分关注e-Science的发展情况，并在“十五”期
间大力资助网格（e-Science的核心技术与基础设施）的研发与建设，然而在“十一五”期间，我国
的e-Science研究与实践该如何发展，这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决策问题，需要有力的决策支持。
因此，通过对国内外e-Science发展现状和战略的调研，分析e-Science的基本结构，包括其技术基础、
关键技术、组成要素、运作体制，管理机制、保障机制，为我国e-Science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指导性建
议，显得意义重大。
为此，本书将集中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研究：1．调研国内外e-Science的发展现状。
广泛调查国内外在e-Science的研究和开发方面所开展的工作及取得的成果，总结国内外这一领域的发
展现状。
分析其研究的侧重点、特点、研究方向、取得的成果、实际价值、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法等
。
2．分析典型的e-Science项目。
分析国内外典型e-Science战略规划与计划，如英国的e-Science计划、荷兰e-Science园，探寻其设计理念
、建设模式、关键技术、已有成果、战略规划等。
3．研究e-Science的技术架构和关键技术。
探索支持e-Science的各种技术基础，如网格技术、Web Service技术、网格中间件技术、数据挖掘、知
识发现等技术，分析相关技术的发展现状及趋势，研究相关技术在e-Science环境中的作用以及如何支
持e-Science的运行，同时进一步分析e-Science的发展需要哪些关键技术提供支持。
4．分析e-Science环境的组成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探讨组成e-Science环境的各种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分析e-Science如何有效地支持科学研究，剖析e-Science环境中支持科学研究的各个系统（如文献情报
服务系统、仪器设备共享系统、科学数据管理系统等）的结构、组成、使命及彼此之间的关系。
5．探究e-Science环境的管理和运行机制。
探讨e-Science的建设需要采用什么样的管理机制；如何从宏观上规划，微观上实施。
分析e-Science的具体运行机制，如何建立起良性的运行机制，这种运行机制需要什么样的管理政策与
之相匹配。
6．总结e-Science的发展模式。
探讨e-Science的发展轨迹，分析发展过程中可能经历的若干典型阶段，各个阶段的基本形态、研究重
点、主要特征以及构建e-Science的发展模式。
7．探索e-Science与文献情报工作之间的关系。
探索e-Science与文献情报工作的关系，e-Science环境下文献情报工作与数字图书馆的关系，寻找文献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字化科研>>

情报工作融入e-Science环境的切入点及有效方式，力求使文献情报机构服务成为我国发展e-Science的
有效支撑服务。
在细分研究内容的基础上，编写组通过调研当前国内外e-Science的发展现状，结合世界各国、地
区e-Science当前的技术发展特点，深入分析了构建e-Science环境的各项关键技术。
在此基础上，利用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和总结，完成了e-Science的规划与战略调研。
通过对中国e-Science项目的分析，从当前中国文献情报机构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出发，结合已
完成的多维度的分析调研，本书试图为我国文献情报事业在e-Science环境下如何获得更为宽广的发展
空间提出战略层面的建议。
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国家科技文献图书中心袁海波主任、国家科技文献图书中心沈仲祺副主任给予
了大力支持。
在撰写的过程中，编写组采用分工协作的策略。
其中，参与第一篇写作的作者是：孙坦，黄国彬，刘细文，徐坦，虞惠达；参与第二篇写作的作者是
：张智雄，常唯，李飒，曲云鹏；参与第三篇写作的作者是：孙坦，刘细文，张智雄，黄国彬，周静
怡，徐坦，虞惠达；参与第四篇写作的作者是：孙坦，黄国彬，常唯。
同时，硕士研究生黄飞燕、余倩、姜晓曦为本书的图表制作提供了大力帮助。
本书最后由孙坦统一审稿。
e-Science是一项新生事物，而且发展迅速。
囿于本书编写组的学识与能力，加之编写时间紧迫，书中恐有诸多疵误，恳请学界同仁不吝指正。
孙  坦    2009-3-25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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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四篇14章。
对欧洲主要国家、澳大利亚、北美地区、亚洲地区的六百多个e-Science项目进行调研，并将相关数据
收集到自行构建的e-Science信息门户中开展统计分析，综合采用比较分析法、案例调查法等多种科学
合理的研究方法，从e-Science项目名称等三十多个角度，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了当前世界绝大部分国家
与地区的e-Science建设现状及相关问题，如e-Science的发展模式、技术架构和关键技术、管理和运行
机制、e-Science与文献情报工作之间的关系等。
在此基础上，本书对我国发展e-Science给出了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本书内容翔实、系统，深入浅出，覆盖面广，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和很高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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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发展现状篇　　本书编写组首先对英国、欧洲地区、澳大利亚、北美地区、亚洲地区
的679个e—Science项目进行调研，并将相关数据收集到项目组内部使用的e—Science研究和实践现状的
信息门户中，其中设置的属性类型包括：项目名称、项目名称缩写、项目目标、项目网址、项目所属
地区、资金来源、资金年限、资金数量、项目启动时间、项目截至时间、项目简介、项目详介、承担
机构名称、承担机构所属国家、承担机构性质、承担机构所属学科、承担机构研究领域、项目应用领
域、项目类型、项目参与总人数、负责人姓名、负责人学科背景、项目成果形式、项目是否国际合作
、项目功能、项目开发语言、项目直接架构平台、项目基础技术平台、项目是否开源、项目使用的工
具包、项目开发的工具包、项目开发的工具包下载地址、项目OGSA技术层面、项目母项目、项目所
属类别。
在项目调研的基础上，选取英国、美国、欧洲和亚洲等国家和地区的e-Science发展现状为研究重点，
完成了世界当前e—Science的发展现状调研（截止于2006月12月）。
调研结论将主要分布在发展现状篇和规划发展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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