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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八五”以来，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组织开展了600余项课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汇集了

丰富的成果资料。大洋研究成果资料汇交工作是大洋资料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分析总结大洋研究成果

资料的内容和特点，制定符合我国大洋研究成果资料汇交工作实际的管理制度与技术规范，全面总结“十

三五”大洋资源环境研究成果资料汇交工作中的经验和问题，从工作机制、技术规范和成果应用三个角

度，提出未来大洋研究成果资料汇交管理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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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eighth five-year plan, China oceanic Affairs Administration has organized and carried out 
more than 600 research projects, which have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and collected the data of 
ocean research results. The collection and submission of ocean research results is one of the impor-
tant contents of ocean data management. Analysis summary information content and characteris-
tics of the ocean research results to formulate conforms to our country ocean concurrent work 
actual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system and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comprehensive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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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3th five-year plan” ocea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research data of the concurrent job 
experience and problems, from the working mechanism,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and application 
results of the three angles,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management of data collection and 
submission of ocean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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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在三大洋开展多金属结核、多金属硫化物、富钴结壳调查，目前积累了

约 100TB 的现场调查资料[1] [2] [3]，在现场调查的基础上，分别从资源量估算、环境影响评价、成矿过

程、选冶方法、装备研发等方面，开展了有针对性地深入研究，设立了一系列研究性课题[4]。研究课题

相关产出成果的汇集管理，是充分发挥大洋资料的使用价值，最终实现资源共享的重要前提[5]。同时，

也是保证大洋相关经费使用价值的具体体现，为以后的勘探开发等工作奠定基础。 

2. 大洋研究成果资料的内容特点 

2.1. 资料内容 

大洋研究成果主要的研究领域包括资源评价、环境影响评价、基础地质研究、生物资源开发、国际

法律法规研究、权益研究、平台系统建设、选冶加工技术、装备研发升级、船舶建设维护等方面[6]。各

类课题分类占比见图 1。 
 

 
Figure 1. Classification of research achievements 
图 1. 大洋研究成果课题分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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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研究成果承担单位主要有自然资源部系统海洋相关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机构、涉海

高校、生态环境保护部相关研究机构、中国五矿集团相关矿冶研究机构等。 

2.2. 资料特点 

大洋研究成果资料主要有以下特点： 
1) 涉及领域广泛，包括资源评价、环境影响评价、基础地质研究、生物资源开发、国际法律法规研

究、权益研究、平台系统建设、选冶加工技术、装备研发升级、船舶建设维护。 
2) 学科门类全，包括海洋水文、海洋气象、海洋生物、海洋化学、海洋地质、海洋地球物理、国际

法、冶炼化学等。 
3) 数据结构复杂，包括结构化、半结构化、非结构化等。 
4) 数据价值大，资料中包括图形图件、整编数据、系统成果、专利、论文、报告、专著等，其蕴含

的深度价值，需进一步综合分析后挖掘。 

3. 大洋研究成果资料汇交制度 

3.1. 集中汇交制度 

大洋研究成果汇交过程是在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下称大洋局)指导下，中国大洋资料中心(下称资料

中心)具体负责下进行。资料中心具体承担资料的汇集和相关信息化建设，提供相关成果资料的共享，为

大洋业务管理决策、研究开发提供资料和信息服务。 
大洋局在课题验收前正式印发资料汇交工作通知，拟定大洋研究课题的汇交管理办法，建立了“先

汇交资料、后验收课题”的工作机制，并明确了汇交的主体和接收主体。同时资料中心作为资料的接收

主体向课题/项目承担单位宣贯《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研究开发项目研究成果资料整编汇交要求》，明确要

求按照标准规范进行成果资料汇交[7]。 

3.2. 大洋研究成果资料整编汇交技术要求 

大洋研究成果资料整编汇交需遵守《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研究开发项目研究成果资料整编汇交要求》，

汇交内容及要求包括以下几方面： 
1) 管理类资料：立项建议书、项目申请书、项目实施方案、任务合同书、自评估报告、验收申请书、

归档证明、成果鉴定等材料，需提交扫描版的电子文档，要求真实有效。 
2) 数据类资料：在实施过程中获取的原始数据与整编数据、最终研究成果与图件等，具体的数据内

容需遵守各学科的数据格式要求。 
3) 成果类资料：项目研究报告、成果图件、软件成果、系统成果等各类成果，研究课题产出的研究

报告需加盖承担单位公章，成果图件需提交矢量化原始数据，软件系统等需汇交原始代码。 

4. 大洋研究成果资料汇交工作实践 

国际海域研究开发“十三五”资源环境项目是大洋局在“十三五”期间实施的资源评价及环境影响

评价方面的研究项目，实施时间 2018~2020 年，资料汇交时间为 2021 年。 

4.1. 汇交流程 

大洋研究课题汇交首先由课题负责人按照管理类资料、数据资料、成果类资料等分门别类的整理相

关文档、数据；课题负责人可以通过人工、邮寄、大洋资料在线汇交系统等手段进行资料的汇交至资料

中心；资料中心接到相关课题的资料后首先开具交接记录，然后按学科要素分发到学科负责人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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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资料中心总结各学科审核结果，在 30 日内向课题负责人进行反馈，如汇交资料不合格，将资料审核

反馈表发送至课题负责人，课题负责人针对问题进行逐一补交和答复[8]-[14]，并在 10 个工作日完成资料

的补交工作；如汇交资料合格，资料中心向课题负责人开具国际海域研究课题资料汇交证明。汇交流程

见图 2。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ocean research results col-
lection and delivery process 
图 2. 大洋研究成果汇交流程示意图 

4.2. 技术审查 

技术审查的要点包括以下几方面： 
① 齐全性检查：检查需汇交的各类资料是否齐全、说明信息是否完整。 
② 数量检查：参考合同书、项目实施方案，及向大洋样品馆、资料中心申请样品、资料情况等依据

性文件检查各类资料的数量是否符合要求。 
③ 质量检查：依据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调查技术规程，检查数据资料的质量是否符合要求。 
④ 规范性检查：检查资料的包装、装订、使用载体、录入格式等是否规范；检查资料存储格式是否

与相关要求和规定一致，数据项及计量单位是否正确。 
⑤ 可读性检查：对用电子介质载体汇交的资料文件进行逐个可读性检查，对纸介质资料进行清晰度

检验。 
⑥ 安全性检查：检查密级资料和成果是否有相应密级标识，检查电子介质是否携带病毒。 

4.3. 问题反馈和定期报告 

资料中心接到汇交资料后，按照学科、要素进行分发审查，综合学科审核意见通过大洋资料在线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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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系统/网络等手段反馈至汇交单位。资料中心每周总结研究课题汇交进展情况，形成研究课题资料汇交

工作情况报告上报大洋局，便于大洋局及时跟进和督促研究课题汇交进度。 

4.4. 资料汇交结论 

资料汇交结论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 3 种类型。 
① 资料汇交种类齐全、内容完整、格式规范，资料汇交过程中，能够及时解决反馈的问题、汇交数

据经过内部审核验收、质量可靠，汇交结论为优秀； 
② 资料汇交种类基本齐全、内容完整、格式基本规范，能够在限定时间内解决资料问题，汇交数据

经过内部审核验收、质量可靠，汇交结论为优秀； 
③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认定为汇交不合格：资料汇交种类有严重缺失的，汇交数据缺失关键参数的，

未按照《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研究开发项目研究成果资料整编汇交要求》整编数据的，数据资料未经内部

审查验收的，数据汇交过程中存在严重问题、且不予解决或说明的。 

4.5. 成果总结 

根据汇交的研究成果资料，国际海域研究开发“十三五”资源环境项目承担单位主要为自然资源部

属研究所、涉海高校、中科院相关研究所等，共产出论文 814 篇、各类方案策略 17 个、专利 149 项、专

著 7 本、软件系统 10 个、软件著作权 18 项、新的基因组序列等，其中生物资源和环境保护类投入约占

总经费的 2/3，课题数占总体课题数的 1/2，研究成果产出约占总体成果的 3/5。 

4.6. 工作成效 

国际海域研究开发“十三五”资源环境项目共汇集管理了 2.94TB 数据资料，汇交工作共耗时 4 个月，

总体完成了原合同要求数据资料及文本资料的汇交，绝大多数课题按照《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研究开发项

目研究成果资料整编汇交要求》进行了数据整编和成果材料的准备工作。同时大部分研究课题负责人汇

交准时，对反馈的问题整改及时，总体来看，汇交优秀占 95%以上，在成矿机理、勘探方法、矿区选划、

环境影响评价、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新认识，为矿区申请及延期、环境基线研究、采

矿等提供了研究基础。 

5. 思考和建议 

5.1. 有关思考 

研究课题的汇交和实施等同重要，在相关部门部署和申报工作中，对汇交工作的重要性宣贯不到位，

导致负责人完成工作任务后存在对汇交工作不重视的情况[15] [16]。 
另外，在汇交过程中，虽进行了专门的汇交要求培训，但对具体内容理解不到位，如缺失关键参数

信息、数据格式不规范等问题时有存在。 
同时，汇交工作涉及单位众多，大洋资料汇交系统在自然资源系统推广应用不足，资料汇交和反馈

工作的管理成本较大。 

5.2. 工作建议 

机制方面，大洋成果资料对于大洋矿产资源研究、矿区申请等非常重要，现有汇交管理机制已起到

很好的作用，但在制度规范上，要进一步加强。 
规范方面，目前已经试行了《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研究开发项目研究成果资料整编汇交要求》，在汇

交内容、数据格式要求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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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果应用上，进一步梳理成果类别和产出，总结凝练成果摘要，在大洋资料中心网站适时发布相

关成果。 
在后续研究方面，挖掘现有研究成果、调查成果的潜在价值，开展基于大数据的深海矿产资源、环

境影响评价方面的研究。 

6. 结论 

中国的深海大洋事业已经走过了 30 个年头，我国的深海事业从世界的边缘，迈入国际舞台的中央，

深海[3]。经过多年大洋航次调查及研究，汇集了大量的成果资料，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管理经验。本文总

结了大洋研究成果资料的内容及汇交工作特点，提出资料汇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有关建议，对以后大

洋领域的资料汇交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需在具体的实践工作中，进一步总结经验，提升

资料汇交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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