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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科学院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空间科学及应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３１２）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黑保琴、李盛阳、刘康、李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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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科学数据产品服务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空间科学实验／探测所获取的科学数据产品服务，明确了职责分工、用户分类及管理、

数据产品服务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开展空间科学实验／探测所获取的空间科学数据产品服务，其他领域科学数据产品服

务可参照使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２８８７４　空间科学实验数据产品分级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归口管理机构　犪狌狋犺狅狉犻狕犲犱犪犱犿犻狀犻狊狋狉犪狋犻狅狀

由国家主管部门授权组织、管理数据服务活动，并可授权委托管理机构开展数据产品管理与服务的

机构。

３．２　

委托管理机构　犲狓犲犮狌狋犻狏犲犪犱犿犻狀犻狊狋狉犪狋犻狅狀

由归口管理机构（３．１）授权，具体负责数据处理、管理、维护及提供服务的机构。

３．３　

用户　犱犪狋犪狌狊犲狉

空间科学数据产品的使用者。

３．４　

存档数据产品　犪狉犮犺犻狏犲犱犱犪狋犪狆狉狅犱狌犮狋狊

已经获取并经过处理，保存在数据存储设备中，可随时提供给用户使用的数据产品。

３．５　

编程数据产品　狆狉狅犮犲狊狊犲犱犱犪狋犪狆狉狅犱狌犮狋狊

根据用户需求和在轨资源条件，安排数据采集计划，获取并处理得到最新的数据产品。

４　职责分工

４．１　归口管理机构

归口管理机构主要职责为：

ａ）　组织研究制定空间科学数据产品服务政策与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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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协调推动空间科学数据产品规范服务、开放共享工作；

ｃ）　监督委托管理机构开展数据服务与数据维护。

４．２　委托管理机构

委托管理机构主要职责为：

ａ）　依据归口管理机构制定的数据产品服务政策，开展数据产品的生产与分发服务工作；

ｂ）　负责数据服务平台建设与数据维护，保障数据产品安全与服务质量；

ｃ）　进行用户管理，加强与用户的交流，充分发挥数据产品研究应用价值；

ｄ）　负责用户培训，并提供咨询服务，协助用户使用数据；

ｅ）　整合汇交数据产品，进行存档管理。

４．３　用户

用户的主要职责为：

ａ）　有使用空间科学数据产品进行研究、应用，以及对数据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等提出相应要求的

权利；

ｂ）　按批准用途使用数据产品，并采取有效措施对数据产品的知识产权进行保障；

ｃ）　数据用户及时向委托管理机构汇交空间科学数据再加工产品；

ｄ）　数据产品的研究成果在公开发表时，标注数据来源。

５　用户分类及管理

５．１　用户分类

根据用户属性及其数据应用目的，将用户分为以下５类：

ａ）　专属用户：拥有数据专有使用权的首席科学家或项目负责人、单位或组织；

ｂ）　公益用户：利用空间科学数据开展科学研究或公益性应用的个人、单位或组织；

ｃ）　商业用户：利用空间科学数据开展商业应用，提供增值服务的个人、企事业单位或组织；

ｄ）　国际用户：获取并利用我国空间科学数据开展科学研究与应用的国外个人、实体组织或机构，

根据用户属性分为国际合作用户和国际商业用户；

ｅ）　公众用户：除上述各类用户之外的用户。

５．２　用户管理

不同用户管理过程不同，具体如下：

ａ）　专属用户根据归口管理机构的规定享有优先使用数据的权限；

ｂ）　公益用户和国际合作用户需要提交申请，由委托管理机构进行用户信息审核，评估数据申请的

合理性后，由归口管理机构进行审批，委托管理机构根据用户性质和数据用途，分配相应的数

据使用权限；

ｃ）　商业用户与委托管理机构签订合同，合同各方根据合同内容履行相应的职责；

ｄ）　公众用户通过网络注册即可，委托管理机构进行审核并授权数据查询及样例数据的使用权限；

ｅ）　根据用户属性和使用目的，委托管理机构为其用户分配相应类型和级别的数据使用权限，并对

其数据申请和数据分发进行优先级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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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数据产品服务

６．１　服务内容

数据产品服务内容包括：

ａ）　提供标准数据产品及元数据信息；

ｂ）　提供数据检索、浏览与必要的分析工具；

ｃ）　开展用户咨询答疑；

ｄ）　归档管理用户汇交的产品。

６．２　服务模式

６．２．１　常规服务

常规数据服务包括存档数据产品服务和编程数据产品服务：

ａ）　存档数据产品服务：

１）　提供数据产品在线查询、检索和下载；

２）　根据用户申请及数据内容提供在线或离线数据产品服务。

ｂ）　编程数据产品服务：

１）　根据用户需求以及在轨资源和条件，分析编程可行性；

２）　对可行的需求安排实验／探测计划，进行数据的获取、处理和存档；

３）　提供编程数据产品。

６．２．２　应急服务

应急数据服务过程为：

ａ）　获取应急数据需求，启动快速响应机制；

ｂ）　提供应急所需的存档数据产品，在线数据优先提供；

ｃ）　及时安排应急实验／探测计划、实现编程数据的获取；

ｄ）　根据事件发展情况，终止应急数据产品服务。

６．３　服务方式

６．３．１　在线服务

在线数据产品服务：

ａ）　发布标准数据产品和元数据、通知要求、工具软件等；

ｂ）　数据推送服务、用户数据交换和汇交，数据共享；

ｃ）　实现数据咨询和数据服务，在线服务提供明确的导航，提供数据查询、检索和下载支持；

ｄ）　记录在线数据产品服务统计信息。

６．３．２　离线服务

离线数据产品服务：

ａ）　由于数量过大、有特殊要求等原因不宜在网上直接公开的数据提供数据产品离线传递服务；

ｂ）　数据传递通道的形式包括用户特殊授权，光盘邮寄、硬盘直接拷贝等离线服务方式，具体方式

根据数据的特点、类型确定；

ｃ）　对于离线服务的执行要有日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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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数据产品质量要求

为用户提供的数据产品，内容应完整，格式应满足ＧＢ／Ｔ２８８７４的规定，数据产品质量应满足用户

使用需求。

６．５　数据时限性要求

根据数据特性和行业惯例，将数据使用阶段分为：

ａ）　数据专有期：专属用户享有优先使用数据进行研究、应用的时间段，具体时限应根据归口管理

机构规定执行；

ｂ）　数据开放期：数据专有期结束后，应将数据开放。

６．６　用户反馈

通过对用户进行满意度调查（满意度调查表参见附录Ａ）以及在线反馈，了解数据产品及用户服务

在满足或超过用户使用数据产品的期望或需求方面所达到的程度，不断提高数据产品质量和用户服务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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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空间科学数据产品服务用户满意度调查表

用户信息

姓名 单位

电话 邮箱

科学实验载荷 数据产品类别

数据产品级别 数据量

用户属性 专属用户□　公益用户□　商业用户□　国际用户□　公众用户□　其他□

数据产品质量和使用方面

格式正确性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内容完整性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数据有效性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数据产品精度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综合质量评价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分析工具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服务情况

用户申请审核效率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产品发布及时性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在线查询效率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离线产品服务效率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用户答疑满意度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处理问题质量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应急响应服务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对数据产品及服务的其他意见与建议：

请将填好的调查表回传至： 感谢您的大力支持！

　　注：满意度量化指标：非常满意（９０分以上）；满意（７５分～９０分）；一般（６０分～７５分）；不满意（６０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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