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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科技创新加速，科技信息井喷暴发

n 2021年5月19日，人工智能、纳米材料、航空航天、药物研发、新冠进展、生物合成等多个

领域研究进展发布、重大成果产出。

n 如何全面追踪重要的前沿科技信息？



搜索引擎 官方网站

组织机构

学协会

数据库

图书馆

信息需求旺盛、资源获取渠道多样

p 知网每天访问量500万次

p 百度学术访问者超过700万/天

p 万方数据主网站日访问量150万次以上

p 百度知识内容的日均搜索量达15.4亿次

p 百度知识垂直类产品（文库、知道、学术等）每天

服务用户突破2.3亿

如何一站式、高效获取科技信息？



门户含义、类型

p 又称入门网站、入口网站。指将不同来源的信息以一种整齐的、

统一的形式整理、储存并呈现的“服务” 。

p 用户可以根据信息来源，信息类型，关键词检索以及其他方式，

来筛选并获取在网站内发布的内容

p 垂直门户网站：针对某一特定领域、特定人群或特定需求提供

的一种有深度信息服务。

p IT领域中关村在线、汽车领域汽车之家、财经领域东方财富

含义

类型

p 综合门户网站：是一种综合性的、提供多种信息的网站，对网

络上各类信息资源加以细分并整合，辅以搜索引擎功能，从而

给各类用户提供方便迅速查询所需信息。

p 如雅虎、谷歌、网易、新浪



典型的科技门户网站

美国科学信息门户网站（science.gov）

p 美国最大的政府科学门户网站，集成

13个联邦机构的科学和技术信息，

可搜索60多个数据库、2,200多个网

站、超2亿页的权威联邦科学信息。

日本科学信息门户Science Links Japan 

p 集成可公开检索的日本科技文献，系统收集

日本科学技术领域的网络信息源，是“一站

式” 检索利用日本科技信息资源的工具。 

Nature门户网站

p 集合旗下期刊与服务，推出

Milestone系列报道（特定领域）和

年度“十大科学发现”评审（当年发

表的领域文献），选出了十项最为重

大的科学发现。

MIT Technology Review门户网站

p 重点关注新兴科技，对互联网、通讯、计

算机技术、能源、新材料、生物医学和商

务科技领域发布的新兴技术，推出年度

“10大突破技术”。



NSTL网络科技信息监测与整合服务

n 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

新型国家、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求扩

展科技信息保障与服务

n 开放获取正逐步成为科技信息资源的主

流形态之一；非传统出版物成为科技信

息传播、使用和保存的主流资源之一

面向国家需求 数字信息环境变革

科技信息动态跟踪、监测、整合式服务

网络信息资源特点 用户需求变化趋势

n 海量、增长迅速；内容丰富、种类繁多

n 变化频繁、价值不一；结构复杂、分布广泛

n 多样化、专业化、知识化

n 新颖性、及时性、精准性



聚焦国家重大需求部署重点领域信息门户建设

n 结合《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重大科技专项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重点研发计划》等重大战略部署，为促进国

家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提供强有力的信息资源保障和支撑服务，部署重点领域信

息跟踪与监测服务工作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
规划纲要》（2006━2020年）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NSTL知识服务体系&门户定位

n NSTL知识服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提供公

益、普惠的科技信息跟踪监测服务

n 围绕国家重点发展领域和重大科技专项等

需求开展门户信息内容建设

n 集成信息采集、遴选、分析以及开发利用

的功能，面向领域科技创新信息需求，提

供专业化信息分析与专题情报服务，提高

NSTL网络科技信息服务能力。



农科中科

医科

机械

化工

冶金

中信

纳米科技
集成电路装备
水体污染治理
可再生能源
大气污染防治
生物安全

油气开发利用

一带一路冶金 数控机床

宽带移动通信

重大疾病防治
新药创制
生物安全

食物与营养
农业立体污染防治
转基因新品种培育
图书情报
生物安全

n NSTL组织7家成员单位，承担建设与服务工作

n 16个重点领域门户，59个子栏目

发挥专业优势，统一部署、集中建设



跟踪监测国际创新策源地重要科技信息资源

n 监测2855个信息源，采集超510万条国际重要网络科技信息资源：国外信息源占比76.51（美

国36.40%，1021个），我国占比23.49% （659个）；重点监测重要实验室、联盟与学协会

、科研机构等，期刊类信息源。

美国, 36.40%

中国, 23.49%

英国, 8.91%

日本, 2.96%

加拿大, 2.75%
德国, 2.46%

韩国, 2.21%
欧盟, 2.17%

澳大利亚, 
2.03%荷兰, 2.03%

TOP10国家信息源占比情况

信息源类型 数量 占比

实验室 532 18.63%
联盟、学协会 375 13.13%
科研机构 305 10.68%

出版机构（期刊） 301 10.54%
高校 226 7.92%

科研资助机构 225 7.88%
重大项目 223 7.81%
咨询机构 127 4.45%
科技管理 101 3.54%
新闻网站 47 1.65%
研究计划 45 1.58%
科技企业 32 1.12%

国际重要组织 29 1.02%



可获性 可靠性

时效性 相关性

严格把控目标信息源质量——遴选原则

信息源在界内权威可信，以确保信息的专
业化及真实性，做到内容真实、数据准确
、资料可靠。

实时跟踪开放的信息资源，确保
信息的新颖性与及时性。

保证信息的效用与价值，面向用户的信
息需要，提供高关联度信息。

信息源可连接、可获取与易用，降
低信息获取的成本与时间压力。



严格把控监测信息源质量——遴选方法

问卷

调查

专家

咨询

计量

分析
语料库

p 关注的研究主题？

p 关注的信息类型？

p 信息质量要求？

p 时效性要求？

p 经常访问的网站？

p 信息获取习惯？



技术支持保障服务高效实施

定位目标
精准采集

特色1：基于情报工作流程的
全周期信息支撑服务

按需定制
灵活编辑

知识计算
挖掘知识

情报加工
平台

开放对接

特色2：7天*24小时全时自动
采集监测目标最新动态
（采集周期2-3小时）

特色4：识别知识单元
，开展内容分析

特色5：多类型情报产品加工，
多途径推广情报产品

特色3：用户可
定制关注目标特色6：标准开放

接口，知识共享



多维揭示评价，导引信息利用

p 多维度揭示监测资源

：来源国家与机构、

资源性质、主题识别

p 建立评价体系对监测

资源价值评分

n 对资源实现自动标引、

自动分类、情报价值

计算等，实现知识重

组，支持内容分析



全流程信息服务
信息跟踪

监测

与推荐

热点专题

编译报导

信息产品

重要报告

关注度榜
单

• 借助自动科技监测平台，快速高效跟踪监测
领域多源的科技情报，提高科研效率

• 搭建专题，对服务团队推荐的高价值、重要
性程度高的同主题资源进行集成展示与推荐

• 对信息进行编译、深入解读，减少因语
种的差异带来的信息利用障碍，使得有
价值的信息惠及更多用户

• 系统整理领域、行业研
究报告、产业报告、技
术报告等

• 优选热点及编译信息，按主题聚类整理，
形成专题动态简报；聚焦前沿热点、关键
技术编制提供态势分析报告

• 基于用户高使用量的资源，计量
分析资源主题、国家、机构、成
果，形成关注度榜单

信息服务产品化



信息服务惠及行业用户，范围广泛

n 注册用户7910个、重点用户1487个

科研机构, 
57%

大学, 18%

医院, 15%

科技企业, 8%

其他, 1%

• 中国农业大学

• 清华大学

• 北京理工大学

• 浙江大学

• 北京大学

•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 中国科学院

• 农科院

•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

• 各省市CDC

• 协和医院

• 阜外医院

• 湘雅医院

• 山东省胸科医院

• 安徽大学一附院

• 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

•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 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 中石化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为重点实验室、重大项目提供科技信息支持

n 服务12个国家科技支撑课题、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组等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长江中下游水旱轮作区高效施肥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课题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长江中下游水旱轮作（湖北）高效施肥技术研究与示范”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长江中游北部（湖北）水稻丰产节水节肥技术集成与示范”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农业面源污染动态监测全程阻控减排技术研究与示范”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河流主题组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地球系统模式与综合评估模型双向耦合”大气治理政策跟踪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化学肥料和农药减施增效综合技术研发”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艺

国家重点实验室 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全球变化及应对》专项项目高分辨率区域地球系统模式的研发及应用地球系统模式的研发与应用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光电子与微电子器件及集成重点专项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赵维纲课题组-重大新药创制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重大传染病防治——中国风湿免疫病人群活动性结核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和治疗后果及预后研究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重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研究”中美卒中临床研究协同网络建设与血压管理策略研究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为重点实验室、重大项目提供科技信息支持

ü 大气门户团队，针对“大气污染防治技术”领域国内

外研发态势深入挖掘。与中科大气所LAPC国家重点

实验室科研人员共同完成了大气污染防治技术评议分

析，研究成果（建议）提交至生态环境部，作为“十

四五”大气污染防治研究发展规划的决策依据。

ü 油气开发利用团队，利用NSTL文献数据、门户监测

资源为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油气工程技术2035发展

战略咨询课题组提供相关技术的文献计量统计、聚

类分析以及动态信息监测，收获课题组好评，服务

内容被采纳，作为课题研究支撑材料。

ü 数控机床团队编制《工业机器人》、《制造强国》、 

《机床先进动态》专题简报为行业智库（工信智库）

研究报告提供信息支撑。

ü 水体门户团队走访调研农业部设施农业工程（综合

性）重点实验室对城镇、农村污水处理问题的领域

态势分析需求，团队结合门户监测信息编译简报、

撰写分析报告，有力支撑了实验室的科学研究，获

实验室好评。



重大疾病防治门户

n 主要关注方向：重大传染病传播致病机制与靶点发现；重大传染病病原

体的发现、溯源及预警预测；新型疫苗设计及平台体系研究；重大传染

病临床防治；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一体化体系建立、以及肿瘤靶向

治疗方案优化、肿瘤免疫治疗新方法、人工智能+肿瘤影像、抗癌新药

研发、靶向BCMA的CAR-T细胞疗法等

n 重点监测：Lancent、Science、Nature、Cell领域权威期刊，WHO、

国家疾控中心网站、国家卫健委等官方组织与机构发布的科研动态、科

技政策等信息

n 疫情期间打造新冠肺炎专题门户，发布1600条重要资源编译，66期系列

简报点击量超22万次



可再生能源门户

n 主要关注方向：碳中和、碳达峰、可再生电力、氢能（制氢技

术）、可再生合成燃料、太阳能热、生物质燃料等

n 重点监测：政府机关、科研机构、学协会、科技企业等，如GE

能源公司、西门子公司、美国电力公司、国家能源局、国家可

再生能源实验室（美国）、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n 领域资源覆盖太阳能、生物质能、氢能、风能、核电能、新能

源汽车等产业，涉及太阳能热利用、生物质燃料、制氢储氢技

术、风力发电、智能电网、燃料电池、新能源汽车电机等多个

子领域

n 与包括中车集团、南方电网在内的多家企业持续推送编译信息

1300余条，监测快报42期，快报分析了领域关键技术国内外研

究进展、产业信息、行业观点、前沿动态、竞争对手、政策规

划

重点用户

• 《可再生能源领域信息快报》

• 《轨道交通行业动态季度快报》

• 《地热能领域产业技术分析报告》…



数控机床门户

n 主要关注方向：先进制造领域包括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

工业互联网、3D打印、数字化工厂、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方向；关键

核心技术包括传感器、类脑智能芯片、动力电池、工业软件、5G等关

键技术

n 重点监测：行业内重点协会、学会、智库（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美

国制造业协会、机械工业联合会、英国制造技术协会）

n 重点面向数控机床装备研发、制造企事业单位和科研机构开展深入走访

调研，强化与领域内智库、协会、学会以及产业园区的合作，准确掌握

目标用户信息需求，为用户提供行业科技政策、国际形式研判、行业分

析报告



食物营养门户

n 主要关注方向：食物与营养的发展、食物与营养的法规和政策、粮食与

食物的安全、食品加工安全、食品市场与流通、食物消费与营养、饮食

文化等相关领域

n 重点监测：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世界粮食

安全委员会、国际食品科技联盟、国际营养品和功能食品学会、英国国

家食品研究所、美国农业部食品营养网站、中国国家食品安全信息中心

n 为高校、研究所科研人与、师生提供领域的前沿热点、发展态势、预见

前瞻、战略布局、行动举措科技信息，凝练识别食物与营养领域新的重

大科技问题、竞争优势、前沿技术和创新路径，为领域科研人员提供有

力信息支撑

n 为《农业研究前沿遴选及发展态势解析》课题组提供目标机构科研动态

监测信息，为课题组对本领域前沿识别与态势分析提供信息支撑，研究

成果在农业农村科技高峰论坛发布



大气污染防治门户

n 主要关注方向：雾霾治理与监测技术、臭氧监测技术、PM2.5和臭氧协

同治理、中国碳中和路径设计

n 重点监测：政府部门（中国环境部、美国环保局、加拿大环境部）、实

验室（美国劳伦斯利福尔摩国家实验室、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地

球系统研究实验室中科院大气成分与光学重点实验室）、《大气物理化

学》《大气污染研究》等48种国内外一流期刊

n 建设空气质量研究、大气政策法规、大气科研进展报道、产业发展态势、

公众媒体热点6个热点专题为科技工作人员领域前沿动态信息，兼顾为

普通公众大气污染防治科普类信息

n 基于大气政策法规专题资源建设以及一流期刊监测，为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地球系统模式与综合评估模型的双向耦合及应用”课题组提供国际

政策研究前沿信息、精选期刊论文编译推荐等信息服务



纳米科技 n 重点关注纳米药物、纳米材料、纳米酶、诊疗、器官修复、体外防护用的纳米杂化纤维等方向

集成电路 n 重点关注光电子集成芯片、量子科学、量子计算机与材料、光刻技术、新型半导体材料（二维材料）

生物安全 n 重点关注生物安全整理体系、重大外来入侵物种适应性演化与进化机制研究、人畜共患烈性传染病

临床救治技术与防护规范研究、实验室生物安全、生物安全法律法规

水体污染
治理

n 重点关注流域环境管理、地下水环境、工业污水等主题以及关键技术（污水生物处理前沿技术、城

市污水资源化利用的关键技术、工业废水污染控制新技术）

图书情报 n 重点监测国内外核心期刊以及学协会、联盟等组织，关注AI、大数据、区块链跨领域应用

油气开发
利用

n 重点关注炼化、新材料等石化行业下游领域：高端聚烯烃、工程塑料、高性能膜材料、电子化学品、

生物基及可降解材料；领域卡脖子技术

其他重点领域门户



线上+线下双渠道推荐服务、调研需求

n 走进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医院等，

协同NSTL工作组、联合服务站年开展近

40场宣传推广培训与用户需求座谈

n 走进高校调研座谈n 面向高校学生宣推n 武汉中心、同济医院宣传

n 支撑科研攻关开展线上宣推 n 面向企业在线宣推



n 访问方式一

n 访问方式二

访问门户主页：http://portal.nstl.gov.cn

NSTL主页（ http://www.nstl.gov.cn ） “专题服务”模块访问

门户平台使用介绍——访问途径

n 访问方式三 搜索“NSTL重点领域信息门户”



门户平台使用介绍——首页资源布局

16个门户         

最新推荐的资源

最新监测的资源

子栏目导航   

l 关注度榜单

l 重要报告

l 编译报道

l 情报产品



门户平台使用介绍——关注度榜单

n 推出资源关注度榜单，累计发布33份，篇均点击量超3.6万次

n 辅助发现热点主题、优先利用信息；完善监测评价体系

分析对象 分析维度 分析方法
• 点击量前50
• 监测资源
• 编译报道

• 主题方向
• 技术产品
• 信息来源
• 关键技术

• 定性
• 定量
• 专家咨询



门户平台使用介绍——重要报告

n 累计提供领域、行业重要报告578份，单份报告最高超过13万次，来源于权威机

构、重点企业、研究中心、政府部门等

n 编译报告主要内容、重要结论，总结与呈现，提供原文访问链接



门户平台使用介绍——简报快报

n 专题简报/动态/快报，累计发布71种共计1035期

p 特点：紧扣领域前沿进展，对热点进行跟踪；专题最新进展揭示

p 频次：月刊、双月刊、季刊等

p 形式：动态、专题

p 推送形式：纸质、邮件、微信推送

n 可再生能源门户持续4年为中车青岛四方机车公司，

提供轨道交通信息简报；通过新能源交通子栏目提供

新能源交通领域内最新市场与竞争对手信息、产品信

息、技术信息等，支撑公司持续发展的新产业方向。



门户平台使用介绍——注册用户

p 注册用户除免费浏览查看平台所有资源之外，还可使用“用户空间功能”获得自

助式管理、个性化定制的服务，还可使用资源分析功能、重点信息源定制跟踪监

测服务、信息产品免费下载等多项服务

功能 注册用户 非注册用户

资源查看浏览 √ √
用户空间 √ ×

信息源定制 √ ×

资源分析 √ ×

资源推荐 √ ×

信息产品下载 √ ×

n注册用户获得更丰富使用权限



门户平台使用介绍——用户空间

n提供用户自助式管理 个性化定制信息

p “提供什么、看什么”->“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p 自行添加/修改关注的信息源

p 按需定制不同评分、不同来源的信息

p 按需每天／周 E-mail推送最新前沿科技信息

定制关注机构 邮件定期推送资源



门户平台使用介绍——资源分析

n资源分析功能提供对领域监测资源多维度统计分析

p 来源机构

p 国家

p 机构类型

p 资源类型

p 监测主题

p 发布时间（年份）

p 文档类型

p 自定义时间跨度



门户平台使用介绍——互动

n BBS式管理，用户可对资源质量评价，增加互动

p 用户可给1-5星以及无

意义的评价

p 可对信息评论， 增加互

动



门户平台使用介绍——使用帮助

n帮助中心：提供信息门户说明、常见问题FAQ、相关文档下

载（使用手册）、门户平台介绍

• 门户平台介绍以及联系

人电话与邮箱，有疑惑

、需求可随时沟通联系



感 谢 聆 听 ！

电话：01052328971

邮箱：zhu.jian@imicams.ac.cn

QQ：2855734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