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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据共享是推动新冠肺炎领域科学研究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应对的重要一环。在此背景下，本文综

合运用网络调查和文献调研，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国内外相关数据平台进行调查，归纳总结其所属机构、数

据可共享性、元数据标准和更新速度等方面的现状。经调查研究发现，目前新冠肺炎数据共享中存在科研人员共

享观念淡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元数据标准不一致、数据跟踪周期不完整等问题。相关国家和组织应采取多种

措施，积极完善数据共享全过程的质量控制，提升数据的互操作性和数据周期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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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COVID-19）
疫情暴发以来，国内外为研发病毒解决方案，从政策研

究、平台建设、研究成果管理等方面入手推动相关科学

数据资源的开放和共享。2020年3月，中国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 h i n a，NSFC）同英国国家科研与创新署（U 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UKRI）联合发布声明，强调

双方共同致力于加强全球科研合作，鼓励开放的信息

交流和数据共享，为快速推进新冠肺炎诊断、治疗与防

控提供科技保障和决策支撑[1]。为解决疫情暴发情况

下研究论文相关数据资源访问障碍问题，《世界卫生组

织简报》（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实施“COVID-19 Open”数据共享和报告机制，即当向

《世界卫生组织简报》提交数据后，所有与新冠肺炎疫

情有关的研究论文都将被分配一个数字对象标识符，

并在接受同行评议的24小时内在线发布到“nCov-2019 
Open”数据平台上[2]。

由此可见，新冠肺炎疫情下，建立完善的数据开放

平台和共享机制，应对全球突发公共卫生挑战，推进公

共卫生紧急事件数据共享能力的建设，已经成为各国

政府和科技界的普遍共识[3]。本文通过网络调查和文

献调研，归纳总结新冠肺炎科学数据资源平台数据共

享的现状与特征，从共享激励机制、科学数据的质量控

制、元数据标准等方面提出改进建议，以期推动新冠肺

炎相关科学数据的交流与共享。

1  新冠肺炎科学数据的内涵与类型

科学数据既是科研成果的提炼，又是科研创新的

来源。目前对科学数据界定的认知尚未统一。科学数据

一般是指在科技活动（实验、观测、探测、调查等）中

或通过其他方式所获取的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特征、

变化规律等的原始基本数据，以及根据不同科技活动

需要，进行系统加工整理的各类数据集[4]。本文所讨论

的新冠肺炎科学数据是指新冠肺炎疫情监测以及相关

科学研究活动所产生的各类数据资料和相关信息。

新冠肺炎数据是海量数据资源中的一部分，具有

科学数据资源的一般类型划分。如根据科学数据资源

的加工程度，可以将其划分为原始数据和衍生数据。其

中，原始数据指在科学研究中通过实验、观测、探测、

调查等方式得到的未经进一步加工处理的数据；根据

科学研究或数据管理的需要将原始数据进一步加工整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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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各种数据集合即为衍生数据。而新冠肺炎数据主

要为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监测和科学研究数据，鉴于新

冠肺炎疫情本身监测和科学研究的内容特征，从数据

的主题角度可以将新冠肺炎数据的类型进一步划分为

疫情监控数据、病毒数据、药物或疫苗数据、治愈患者

跟踪数据等。其中，疫情监控数据包括时间、地点、确

诊病例数、疑似病例数、治愈病例数等信息；病毒数据

包括基因组、核酸序列、宿主类型等信息；药物或疫苗

数据包括靶向数据、灭活性、时效等信息；治愈患者跟

踪数据包括治愈患者各项身体健康数据、治愈后后遗

症出现概率及其治愈情况等信息。

2  新冠肺炎数据平台建设与数据共享
现状调查

不同国家和组织将新冠肺炎相关研究的数据存储

到机构库中并通过旗下出版物或搭建共享平台进行共

享。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一些国家开放获取出版的比

例较之前有所增加[5]。如Torres-Salinas[6]对12个数据存

储库中有关新冠肺炎的科学研究成果进行计量分析，发

现每4种新冠肺炎出版物中就有3种可以开放共享。新冠

肺炎数据平台数量逐渐增多，随之暴露出平台建设中的

许多不足，如我国学术期刊在新冠肺炎防疫期间存在整

体上反应不够迅速、数字化出版能力不强、网络首发平

台应用不充分等问题[7]。谢新洲等[8]指出开放的信息不

应局限于数据，也应该包括病毒样本、病毒序列信息、

不涉及隐私的临床资料、诊疗指南、数据结果的算法代

码、标准和思想等。

经初步调查，目前新冠肺炎数据资源多以数据平

台的形式呈现。由于不同科研团体对数据处理的角度

和方法不同，不同国家或组织对科研数据的规定也存

在差异，不同平台资源类型、更新速度、可共享性、元

数据标准等的规定各不相同。因此，本文对新冠肺炎相

关科学数据资源平台进行调查和分析。

2.1  新冠肺炎数据平台分布情况

通过调查发现，新冠肺炎数据平台呈现明显的区

域性特征。中国、美国和欧洲更注重新冠肺炎的检测

和研究，进而提供更加丰富的数据资源存储和共享。

在综合考虑各新冠肺炎数据平台的权威性、领域影响

力及内容覆盖全面性的基础上，对21个典型平台进行

表1  典型新冠肺炎数据平台分布情况

中国

美国

日本

德国

英国

法国

澳大利亚

西班牙

新型冠状病毒国家科技资源服务系统

国家基因库生命大数据平台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数据共享系统

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注释数据库

Targeting 2019-nCoV

疫情实时大数据报告

Genomic epidemiology of SARS-CoV-2

RCSB Protein Data Bank

Gene Expression Omnibus

VIPERdb

COVID-19 OPEN RESEARCH MAP

COVID-19 Dashboard

COVID-19 Interactive Map

Protein Data Bank Japan

ProteomicsDB

Infectious Diseases Data Observatory

VirHostNet

The Lens

DisGeNET

6

7

1

1

1

1

1

1

平台名称
平台

数量/个
平台所属国家

对比分析（见表1），除表中信息外，还包括欧洲委员会

（European Commission）的COVID-19 Data Portal以
及世界蛋白质数据库基金会（Worldwide Protein Data 
Bank Foundation）的World Protein Data Bank（PDB）
两个平台。

国内外新冠肺炎数据共享现状分析邱春艳，陈可睿

2.2  新冠肺炎数据平台的现状

除对新冠肺炎数据平台的所属机构、数据主题和

资源量进行调查以外，根据数据共享所涉及的主要方

面，对数据平台的更新速度、可共享性、元数据标准、

政策、数据接口等进行调查。经研究发现，新冠肺炎数

据平台所收录的数据以病毒数据、疫苗或药物数据以

及疫情监控数据为主。新冠肺炎数据平台多为非公益

性机构和组织搭建，多数遵循《科学数据管理办法》、

CC协议和FAIR Pr inciples，也有部分平台签订了平

台自身的数据共享倡议。除Infectious Diseases Data 
Observatory平台需要邮件申请数据访问外，其余平台

均可免费查看，极少数平台需要用户注册。与此同时，

各平台均使用API接口完成IP地址之间的跳转，以适应

不同用户的浏览器使用习惯。平台多包含病毒数据和疫

情监控数据等科学数据，并尽量收录更为丰富和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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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来满足不同用户的数据需求。不同平台存储的

科学数据所属学科领域不同，元数据标准的使用也存

在差异，例如病毒基因数据的描述主要使用Genome 
Metadata标准、蛋白质数据的描述使用PDBx/mmCIF
或PDB元数据标准、疫情数据的描述主要使用DC元数

据标准。该类数据平台所包含的科学数据通常由科研

人员通过大量实验、计算得出，科研人员的共享意愿是

数据共享的重要影响因素，数据多为动态更新。

此外，上述调查的平台中，一部分是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以满足科研人员研究需求、提高公众对新冠肺

炎的认识为目的搭建的平台，如中国科学院的新型冠状

病毒国家科技资源服务系统、中国国家人口健康科学数

据中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数据共享系统、Nextstrain
团队的Genomic epidemiology of SARS-CoV-2、欧

洲委员会的COVID-19 Data Por tal等；另一部分是

在原收录数据的基础上扩展出新冠肺炎相关数据专

题，如国家基因库生命大数据平台、PDB、COVID-19 
Dashboard等。大多数平台在数据收集和存储过程中

没有明显的区域局限性，科研人员能够在不同的平台

上检索查询或通过API接口访问不同国家/地区的病毒

基因测序数据及疫情监控数据。涉及疫情监控数据的

平台在数据上具有一致性，只是在更新频率及更新速

度上有所不同。与此同时，同数据源平台的数据在内

容上具有一致性，例如均来源于PDB的RCSB Protein 
Data Bank和Protein Data Bank Japan。同一国家的不

同平台其科学数据资源存在一定的交叉关系，例如国

家基因库生命大数据平台与天津大学生物信息中心的

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注释数据库、美国的COVID-19 
Dashboard与COVID-19 Interactive Map，虽然存在交

叉关系，但由于数据表现形式和侧重点的不同，平台之

间仍然存在差异。

3  新冠肺炎科学数据共享的特点

通过上述调查，对新冠肺炎数据平台的数据共享

现状进行分析，归纳总结了以科学数据仓储为代表的

新冠肺炎科学数据共享的特点。

3.1  数据共享性受技术、共享观念和政策影
响明显 

不同共享平台提供获取方式不同，例如PDB支持

使用FTP格式直接下载所需数据，COVID-19 Data 
Portal提供CDP、FTP、Aspera多种下载格式，能够满足

用户不同的使用需求。除此之外，所有科学数据平台均

使用API接口实现不同IP地址之间的跳转，帮助用户直

接访问所需数据，提高检索效率。但从平台数据的更新

速度看，上述平台中极少数明确更新时间间隔，62%的

平台数据更新根据科研进展而定。

此外，有研究表明，科研人员在与陌生人共享数据

时，形成了以利益为导向的“心理账户”，更加注重数据

共享带来的学术利益、风险程度以及对数据控制感的

下降，从而导致数据共享意愿降低[9]。由此看出，科研

人员共享数据的意愿以及平台本身的政策及规范性约

束等对平台数据更新速度有较大影响。与此类似，经

调查发现，上述大部分平台在数据共享政策和制度制

定的过程中，缺少保障科研人员利益的相关规范和完

整的相关条款，更多是在声明中指出用户在使用过程中

应当尊重和保护作者和出版机构的版权，数据的使用

受到机构所属领地法律的保护。

3.2  现有平台缺乏数据质量客观评价标准

在所调查的数据平台中，极少数平台有明确质量

控制要求，如国家基因库生命大数据平台标明所提交的

数据需要通过MD5校验数据传输的完整性，且需要通

过元数据信息和伦理批件等审核[10-11]；PDB上明确了提

交数据时要求用户提供实验过程以帮助评议委员会对

数据进行评审；RCSB Protein Data Bank以及Protein 
Data Bank Japan同属于PDB的分数据库，其数据提交

标准与PDB保持一致。除此之外，其他平台有关科学数

据质量评价的约束比较宽泛，主要依靠机构工作人员成

立评估委员会或者专门负责的管理人员对提交材料和

数据进行审核，对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评价主观性

较强，缺少客观的评价标准和完善的质量控制机制。

3.3  同领域内缺乏一致的元数据描述标准

对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

言，建立完善的元数据描述标准，有利于实现跨学科合

作，发挥科学数据资源的价值。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

国际合作中，通过开放数据和开放标准构建开放可信的

国际数据生态系统日益得到各国的重视[12]。数据标准

缺失、元数据与国际标准（Sche-ma.org和DCAT）不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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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以及通过搜索引擎（如百度、微软、必应和谷歌等）难

以发现和定位开放数据集等现实问题对国际合作中的

主动权和话语权具有消极影响[13]。

由前述调查得知，平台元数据标准的使用存在很

大差异，同一平台综合使用两种及以上元数据标准的

现象约占43%。使用频率较高的元数据标准有Genome 
Metadata标准、DC元数据标准、PDBx/mmCIF标准、

Darwin Core标准等。由此可知，相似或相同领域的元

数据标准使用差异大，缺少统一的描述标准，尤其是新

冠肺炎领域科研成果学术交流平台所使用的机构自定

义元数据标准，若缺乏互操作机制的保障则不利于科

学数据资源的共享。

3.4  平台收录数据类型不全面，数据跟踪周
期不完整

根据前述调查结果，平台涉及的数据类型主要针

对病毒及其蛋白质信息、诊疗方案以及一些基础数据

的收集整理，仅部分平台涉及治愈患者数量，暂未发现

有平台涉及患者治愈后健康情况的后续跟踪研究数据

（如患者治愈后身体各项指标与未患病之前是否存在

变化，产生后遗症的概率，后遗症是否存在可治愈性

等）。由此看出，新冠肺炎数据平台目前收录的数据类

型以疫情监控数据和病毒数据研究为主，缺少病例治

愈后健康数据监控一环，对于病例的数据跟踪周期尚

不完整，不利于新冠肺炎从发现到治愈后整个周期的

研究数据的整体性和可验性。

4  新冠肺炎数据共享的启示

4.1  建立数据共享激励机制，提高科研人员
共享观念

完善、明晰的制度环境是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生态体

系建立与发展的外部环境，科学和高水平的标准规范是

生态系统持续演进的前提与基础[14]。2020年2月11—12
日，在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的“新冠肺炎全球研究与创新

论坛”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一致认为对新冠肺炎相

关数据及研究成果应当公开，提供公平公正的获取[15]。

科研人员在数据共享平台公开自己的研究成果，

可能会出现研究成果被他人窃取的风险，除此之外，研

究数据的公开，使得科研人员的收益下降，切身利益受

损。因此，在数据开放共享实践稳步推进的过程中，政

策和制度约束方面同样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国家相关

部门应该根据数据共享情况制定政策条款，保障科研

人员的知识产权和切身利益。与此同时，数据共享有利

于科学研究的可验证和可复用，加强对数据共享的监

督，可以增强学术研究的透明度，为科研人员的进一步

工作提供有效的数据来源和知识基础。基于此，科研

人员应当对数据共享树立正确的认识，提高数据共享

观念，以此促进新冠肺炎相关研究数据的开放，进一步

推动新冠肺炎研究逐渐深入，提升全球合作和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全球应对能力。

4.2  建立科学数据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提高
数据质量和时效性

数据共享最终是为了释放数据的价值，数据价值

的体现在于数据使用和数据质量，因此数据质量的审

核过程至关重要，尤其是科学数据平台，应当根据其所

收录数据类型的不同建立客观、完善的数据质量评价

体系。目前，国内科学数据机构出台的关于科学数据质

量的评估体系只涉及准确性、完整性和可用性等宽泛的

指标[16]。《科学数据管理办法》[17]《中国科学院科学数

据管理与开放共享办法》[18]等对论文关联数据汇交机

制进行规范，确保科研结论可验性。

马费成等[19]提出生命周期方法使用对象的3个条

件——“连续性、不可逆转性和迭代性”，丁宁等[20]认

为生命周期法也适用于科学数据领域，科学数据生命

周期与科研流程密切相关，科学数据生命周期管理的

本质是依据科研工作流程管理数据。在对新冠肺炎数

据开展质量控制时，可参照数据生命周期的方法对新

冠肺炎科学数据的共享过程进行阶段和层次划分，进

而建立科学数据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明确权责

主体，确保整个流程中的数据受到有效的监督，提高数

据质量。具体生命周期阶段可以根据科研活动的需要具

体划分，根据生命周期构建的科学数据质量评价指标

体系要适用于机构自身，并且在实践过程中不断精进完

善，充分论证其科学性和可行性。

4.3  加强组织间交流合作，缩小元数据标准
的差异化

元数据是描述信息资源或数据对象的数据，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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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最抽象的定义就是：关于数据的数据[21]。1994年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在白皮书[22]中明确了

元数据应用的4种场景：查询、浏览、检索数据，数据获

取、质量保证、再加工，系统间转换数据，存储、建立数

据档案。元数据标准的构建能够使得元数据在数据开

放共享过程中发挥更好的作用。随着新冠肺炎的流行，

在数据共享实践中忽略元数据标准的弊端逐渐显露出

来[23]。在新基建和新技术引领我国数据中心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时期，对于数据中心的建设，应当注重元数据

标准的共同开发和应用，打破“数据孤岛”，实现数据

资源之间的连接和互操作性。

因此，构建新冠肺炎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开展数据

共享时可多借鉴和使用国际认可度高、传播范围广、应

用比较成熟的元数据标准，便于更好地与国际科学数

据共享平台接轨，提高不同组织、不同领域之间元数据

的互操作性。除此之外，应该积极参与元数据标准开发

和推广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为科学数据共享的可持续

健康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4.4  完善平台数据收录类型，保障数据跟踪
周期完整合理

现阶段，新冠肺炎的数据收录应当对“治愈患者

健康情况跟踪数据”进行覆盖。患者数据跟踪从疑似、

确诊、治疗到治愈后为一个完整周期，因此，对于治愈

患者健康情况数据的跟踪必不可少，这部分数据的收

录可以为新冠肺炎临床研究提供有力数据支撑，支持

验证临床实验数据结果[24]，为逐步改进治疗方案提供

有效案例。除此之外，通过新冠肺炎数据共享平台以表

格、图片、地图等多种可视化形式进行开放共享，还可

以为患者治愈后续相关问题提供参考依据。

治愈患者健康情况跟踪数据涉及个人信息，个人信

息的使用方式及使用范围首先应由个人自主决定，只有

尊重和保护个体对个人信息的自主决定权，将授权同意

作为使用的一般要件，才能保障个人信息利用行为的正

当性与合法性，进而挖掘和释放个人信息应有的资源价

值[25]。因此，在对治愈患者健康数据进行收录的同时，

应当保障患者的知情权，这一环节需要相关政策文件

的约束，除此之外，还要对患者的相关隐私信息使用进

行规范，维护患者个人隐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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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ta shar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advancing scientific research on COVID-19 and the global response to the pandemic. In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used network survey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to investigate relevant data platforms at home and abroad since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and summarized the status quo of their institutions, data sharing, metadata standards and update speed.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COVID-19 data sharing, such as weak sharing concept of scientific researchers, uneven data quality, inconsistent metadata standards, and 
incomplete data tracking cycle. Relevant countries and organizations should take various measures to a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control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data sharing and improve data interoperability and data cycle integ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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