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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鉴于农业科学数据共享程度和利用水平能够直接反映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农业

科技基础水平，而且影响着农业科技实力能否持续、稳定、长久地发展和提高。

基于协同理论的研究视角，以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为例，构建出农业科学数

据共享的协同架构，分析其数据主体与主体之间、主体与各子系统之间的协同

关系。进而采用中间及元数据来实现分布式异构数据信息集成的方法，从设计

的角度构建出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集成架构、共享平台的总体框架以

及共享平台的功能模块。探讨提供面向主体的数据服务，针对不同层次的用户

需求应分别采取不同权限的数据共享服务的形式，以实现服务为主、网络为主、

用户为主的基本目标，寻求农业科学数据共享管理系统最优化的基本思路，探

寻从协同理论的研究角度来处理新疆农业科学数据的共享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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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协同理论与农业科学数据共享的契合性

协同理论于 20 世纪 70 年代由西德斯图大学著名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

提出。协同理论在多学科领域研究中得到了论证，包括物理学、材料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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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医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和管理科学等。它研究的是整个世界是

一个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在这个开放的系统内部，由外在序参量的驱

动下和各子系统之间通过非线性的相同作用产生协同效应，以自组织的方式

形成一个在空间、时间、功能上的新的结构和新的模式，从而使系统从无序

走向有序，从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的集体行为，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协同

系统。协同不是简单的协调，也不是竞争。协同强调合作双方或多方在同一

时刻具有相同的地位、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同心协力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关

系。农业科学数据共享要实现的就是农业科学数据在一定的时间、空间的有

效范围内，个人或者单一科研团体拥有的数据量是不均衡的，相互之间交流

是不通畅的，存在着严重的“数据壁垒”，个人或者单一科研团体为了满足

自身对于农业科学数据领域的不同需求，需要向其他一方或者几方获取自己

不拥有的数据，并将自己拥有的数据有偿或者无偿的提供给其他一方或者几

方的行为，这个行为往往是自发的。这时，就存在着一种自组织行为，无论

是数据的产生主体、数据的使用主体还是数据的管理主体之间都会存在广泛

的共享行为，相互职能之间不再渭经分明，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共享。并且

由于数据的可交互性，最终在共享的过程中衍生出一定量的科技创新转化数

据，实现数据在交互过程中的升值。

2  基于协同理论的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框架
构建

科学数据共享体现了网络时代开放、无障碍获取的学术交流理念，是全

球性、跨学科、大规模科研合作的，跨越时间、空间、物理障碍的资源共享

与协同工作。在协同理论的指导下，农业科学数据建设应联合涉农政府机构、

涉农企业、农业科研院所、农业高校、基层农技员、农户在内的各方共同参

与数字化、网络化、集成化的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协同系统，以实现主体与主

体之间、子系统与主体之间的协同工作，实现多部门、多人员的共享统一的

农业科学数据共享框架。因此，基于协同理论的农业科学数据共享框架包括

5 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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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基于协同理论的农业科学数据产生主体

农业科学数据的产生主体是农业科学数据平台共享体系中资源的所有者，

是最重要的利益主体和创新载体，也是平台共享活动的源头和知识库。

2.2  基于协同理论的农业科学数据使用主体

2.2.1  政府管理人员

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看，政府为了充分了解农业科技的发展状况，迫切需

要将沉积多年的大量科学数据在全社会充分共享，以便于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

科学的理论依据。因此，需要广泛借助全社会各个部门的力量，紧靠政府的作

用无法实现。多部门协同发展将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形

成农业科学数据互动的良性循环机制。

2.2.2  科研人员

对于科研人员来说，他们是农业科学数据共享用户的主要用户群，在科学

数据的用户群体中，是最大的群体，而且也是特殊的群体。在信息时代的背景

下，研究人员对农业科学数据的需求往往出现数据源多样性、数据及时性、数

据的基础性与前沿性等特点，为了及时获得科学数据，多部门之间的相互合作

势在必行。

2.2.3  推广人员

农业推广人员对科学数据的需求是更高层次的，对数据是有选择的需求，

他们的需求往往需要多部门予以提供，需要的是有价值的，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

利于在农业中广泛推广的数据。

2.2.4  农民

农民是农业科技成果的最终使用者，众多农业科技成果的效益只有在农民

层面上才能真正体现出来。但是受限于文化水平较低，往往农民又成为数据最

难得到充分获取的一方。因此，农业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的建设要求与其他部门

之间形成广泛的协同关系，以满足农民对具有一定成熟化程度的科技成果及其

相关数据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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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于协同理论的农业科学数据管理主体

农业科学数据共享管理主体的任务就是要通过系统化的方式管理农业科学

数据。通过应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将农业领域由原来离散的科学数据通过各

部门之间协作整合、集成起来，使数据的使用由原来为数据拥有部门、数据拥

有单位甚至个人服务的单一成份，规划整合成为一个整体并且各子系统之间相

互协同的系统。目前新疆农业科学数据的共享存在着严重的责任主体缺失的问

题，伴随着数字化、网络化、专业化的农业科学数据发展态势，新疆自治区急

需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农业科学数据整理、归档、开发和数据挖掘的农业科学数

据机构作为数据的管理主体，它可以是实体也可以是虚拟机构或网络。其使命

是充分整合目前区内外农业领域的各种优势科学数据资源，并及时注意各个管

理部门之间的联系或冲突，面向区内外农业科研教育单位、行政管理部门、农

业企业、农民以及全社会等参与科学数据协同建设并向其全面开放，吸纳各种

形式的农业科学数据资源，拥有兼容并蓄、面向对象、组织和协调能力强大的

信息协同服务机构。实现农业科学数据资源的整合与共享，为现代农业科技创

新和新疆农牧业的整体发展服务。

2.4  建立基于 Internet 跨平台的虚拟访问功能

农业科学数据的建立往往是服务于本部门内部或者个人的需求，其内部

之间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管理机制，这极大的造成了各部门之间的农业科

学数据资源在软件与硬件平台上的巨大差异。要实现农业科学数据系统资源

的整合与共享，就是要对海量、重复、多源、异构的农业科学数据进行高效

率的读取、转化、处理及传输等一系列的过程。针对分布在互联网的大都是

异构和不能直接访问的特点，通过开发网站虚拟访问接口技术，可以将经过

授权的网站信息资源纳入到网站的协同服务中来。农业科学数据协同服务就

是致力于充分利用互联网上海量的农业科学数据资源建立完善的农业科学数

据中心，详细记录各网站农业科学数据资源的数据资源分类、数据的存储方

式以及该数据的访问地址等信息。之后通过网络传输将所有分散的农业科学

数据准确的传输到农业科学数据服务中心的主服务器上，通过智能的语义读



·83·
浅谈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2021 年 5 月

第 3 卷第 2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aas https://doi.org/10.35534/aas.0302010c

取，在主服务器上统一进行信息处理工作，根据读取的元数据判断农业科学

数据具备的相关信息，最终实现使用主体对于农业科学数据资源的远程虚拟

访问。因此，基于 Internet 跨平台虚拟访问功能是构成农业科学数据共享的

基础条件。

3  新疆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构建

数据的标准化与共享是未来农业发展的基本特征，数据标准的制定和部门、

行业间的资源共享是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新疆目前建立的涉农网

站已超过了 100 家，其中不少网站建设已经初具规模，在用户的使用中占据了

一定的比例，如新疆农业信息网、兴农网等。此外，部分农业下属部门或农业

相关部门也已经设立了自己的信息共享基础平台，如新疆干旱区林木种质资源

共享基础平台、新疆畜牧综合管理信息平台、新疆环境气象监测信息共享平台

等。随着农业信息总量的迅猛增长，相关科学数据也在不断增多，如新疆农业

信息网每个工作日的信息更新超过 50 条，若想关注所有农业相关信息，每日

信息量远超过此，而信息提供量超过了用户的吸收能力，就会影响决策的效率。

所以，应在完整性基础上认真筛选加工，满足不同用户主体的需求，根据用户

的需要把最有用的部分挑选出来。因此，为了方便用户查询各类农业相关信息，

我们应该设计建立一个能够满足不同用户需求的、协同的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

台，从而将现有的农业信息网站、平台整合集成起来，使用户不必再去面对各

种不同的应用系统，进行繁杂的操作过程，只需表达其需求，就可显著的提高

查询效率。

不同领域的科技创新活动，无一例外地必须建立在海量、可靠、系统的基

础科学技术数据、资料和相关数据的基础之上。鉴于新疆已有部分农业下属部

门或农业相关部门已经设立了自己的信息查询系统或信息共享基础平台，新疆

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要做的首先是对已有平台实现充分整合与管理，从而对

农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系统建设服务。本研究将采用中间件及元数据来实现

分布式异构数据信息的集成。中间件是介于应用系统和系统软件之间的一类软

件，它使用系统软件所提供的基础服务（功能），衔接网络上应用系统的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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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或不同的应用，能够达到资源共享、功能共享的目的。而元数据是关于数

据的数据，是一种用来描述数字化信息资源，特别是网络信息资源的基本特征

及其相互关系，从而确保这些数字化信息资源能够被计算机及其网络系统自动

辨析、分解、提取和分析归纳的一整套编码体系。运用元数据在中心节点建立

统一的元数据映射表，根据元数据映射表，就可以实现在用户与各个分布的信

息资源之间建立一个中间层，将元数据管理封装在中间件中，通过元数据映射

表为分散的各个数据源和网站或系统提供一个协同、统一的访问接口，实现将

分散在各处的数据库等同于单一数据库一样来集中调用，实时查询、自动定位

所需查询的数据源位置，实现灵活高效的信息资源整合，从而实现分布式信息

资源一体化的建设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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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gree of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data sharing and utilization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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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ly reflect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a region or a 

country, and also impact the capacity of the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sustainability, stability, and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In this paper,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synergetics, we used the Xinjiang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data sharing as a case study to develop the collaborative 

architecture of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data sharing and analyze the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ata subjects and between data subjects and their sub-

systems. We applied middleware and metadata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distributed and heterogeneous data, and built the integrated architecture, 

the overall framework and the function modules of the Xinjiang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data sharing platform. The system was expected to provide the subject-

oriented data services, and different access authority of the data sharing services 

for data user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data request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ultima 

objectives of the system orientations of services, network and users, we pursue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system management of the Xinjiang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data sharing, and deal with the overwhelming data sharing demand of 

the Xinjiang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data from the synergetic point of view.

Key words: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data; Sharing; Synergetics; Framework; 

Distributed; Xinji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