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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数据共享的重要性 已经引起 了我国政府 的重视，介绍了中国核数据中心在核数据共享 

项目进行的研究工作．该研究工作主要包括建立核数据数据库和共享平台的建设两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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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言 2 核数据数据库的建立 

目前 ，信息技术发展很快 ，应用越来越广泛， 

数据(信息)资源和物质资源、能量资源共同构成了 

现代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三大资源体系，而只有当 

科学数据进行交流和共享时，才能充分发挥数据的 

价值和效益，同时实施科学数据共享，也是增强国 

家科技创新能力的需要．中国已经充分认识到科学 

数据共享 的重要性，科学数据共享工作是科技部 

“十五”重点工作之一．在科技部统筹协调下 ，我国 

将制定科学数据共享的法规 ，并以各行业、各部门 

和有关科研机构的科学数据为基础，建立一批致力 

于数据共享的国家数据中心和专业数据网，形成全 

国的科学数据共享体系．将 国家各学科的数据 中心 

改造成网络服务中心，能够提供高速、高质量的网 

络服务，建立起一条 中国的科学数据信息高 速公 

路，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打造硬件、软件环境 ， 

推动科学数据的研究、应用水平．中国核数据 中心 

作为国家数据中心，承担了科技部科技数据共享专 

项《核物理基础数据库》的项 目，积极致力于核数据 

数据库的建立、共享．主要研究工作一方面是建立 

先进的数据库，建设拥有独立知识产权和共享知识 

产权的数据库，另一方面是共享平台的建设．通过 

共享平台，使我国广大科学工作者可以方便选用先 

进的数据和计算程序 ，满足我国的国防建设 、核科 

学技术 、新核能源、环保和防护等方面研究和应用 

的需 要． 

核数据数据库建立的主要方式有独 自研制和国 

际分工合作建库．国际上许多著名的核数据库采用 

了国际分工合作建库的形式，主要由国际原子能机 

构(IAEA)组织、协调，国际五大核数据中心牵头 

完成[1]，如实验测量 EXFOR~̈、微观 中子索引库 

CINDA[3]和核衰变数据库等．中国核数据 中心是国 

际上五大核数据中心之一，是中国参加这些国际库 

建库的官方机构 ，也是中国唯一的参加单位，在其 

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有数据库的版权．对于一 

些重要的评价核数据 ，由于具有十分重要 的军事、 

经济价值，则由我们独立研制，其中部分数据也进 

行国际交换 ，如我 们研 制 的 中国评 价核数 据 库 

(CENDL)，是国际上五大中子评价核数据库[2]之 

一

， 有着重要的国际影响．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和 已经建成 的主要数据库 

有： 

(1)原始实验数据库：不断更新国际编纂测量 

数据，搜集、编纂国内测量数据，数据包括最新的 

中子、带电粒子等反应的实验数据，开发在线应用 

系统，研制检索、绘 图、实验数据处理的软件．其 

中实 验 数 据 EXFOR 库 和 中 子 数 据 资 料 索 引 

CINDA数据库就是在 IAEA统一协调下，中国核数 

据中心作为协作成员 ，国际各核数据中心共 同建设 

和维护的．EXFOR库包括 14 300多家实验数据， 

300万个数据点 ，CINDA库包库 55 000个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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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39 000分项． 

(2)评价核数据库数据库：包括世界上五个主 

要 评 价 库 ， 即 美 国 的 ENDF／B[4]、 日 本 的 

JENDL[ 、欧洲的 JEFF[6]，俄罗斯的 BROND和 

中国的 CENDL．CENDL是国际上五大中子评价核 

数据库之一，我们长期以来不断地组织力量进行评 

价，更新版本 ，目前 已经完 成 了第三版 CENDL- 

3[7]
． CENDL-3包括了轻核、结构核、裂变产物核 

和裂变核等共 200余个核的全套中子评价数据．同 

时对包括世界上的主要评价库 ，如美国的 ENDF／ 

B、日本 的 JENDL、欧 洲 的 JEFF和 俄 罗斯 的 

BROND，通过 国际交流，不断更新，保持最新版 

本．开发了检索、绘 图、预处理 、检查和编 目等在 

线程序系统 ，方便数据的应用． 

(3)核结构和衰变数据库 ：国际评价核结构和 

衰变数据库 ，ENSDF格式I_ ，包括各个核素 的衰 

变纲图、半衰期和各种衰变粒子(7，8一和 p 等)的 

能量分支 比等，由国际协作网分工评价 ，不断更新 ， 

收集新核素的研究和最新的测量成果，对 国际编纂 

评价数据不断更新，对重要核素进行评价 ，开发研 

制管理程序系统，统一人库 、管理． 

(4)核模型参数库 ：包括原子核质量、能级密 

度、光学模型、巨偶极共振和能级纲图等参数，在 

现有的参数库基础上扩充、更新、收集、编纂和评 

价国内计算使用过的参数． 

(5)各种专用核数据库：包括裂变堆用数据库、 

裂变产额数据库和核天体物理数据库等，并 以通用 

库为基础 ，加工处理 ，并搜集、补充和评价所需数 

据． 

(6)程序库 ：包括国内外的各种用于核数据计 

算的程序 ，同时不断更新核数据程序库． 

3 共享平台的建设 

数据库建成以后 ，互联网是使这些数据为科研 

工作者共 享，方便 为用 户服 务 的一 个快 捷 的途 

径[6]．自2002年起，中国榜数据中心已经初步完成 

了核数据服务网的基本框架，并针对国际上各个核 

数据库的建库组织缺乏统一协调的局面，成功地对 

核数据库进行整合，提供了一整套解决方案 ，开发 

了适应共享需要的网络数据库系统．该核数据库容 

量在 3 GB以上 ，属于大型数据库系统 ，主数据库 

采用 MYSQL数据库 ，包宙 了中子数据资料索引 

CINDA、实验 测量数据 EXFOR、评 价 中子 数据 

ENDF、评价核结构和衰变数据库、评价裂变产物 

产额数据库和核天体物理数据库等，全部可以提供 

在线 www检索，针对评价库与实验库进行数据 比 

对的需求，开发了 www在线绘图系统及专用的数 

据库检索、绘图比对的客户端软件．该数据库具有 

以下特点： 

(1)操作系统平台无关性：支持多数据库平台、 

多操作系统平台．我们采用跨平台的 PERL语言编 

程，目前我们的系统可以运行于几乎所有的主流操 

作 系统 平 台，如 WINDOWS系 列 (XP，2000， 

2003)，LINUX，UNIX，BSD等． 

(2)数据库系统平台无关性 ：各种数据库之间 

的转换接口和应用程序可以同时操作多个不同的数 

据库 系统 ，或 多机 多平 台的数据库 系统 (Mysql， 

Access和 Oracle等)联合完成相应的数据服务． 

(3)核数据网络数据库应用 ：全部可以提供在 

线 www检索，针对评价库与实验库进行数据 比对 

的需求，开发了 www在线绘图系统．用户可以直 

接连接数据中心的数据库 ，检索数据并以图形进行 

显示．他可以绘制能谱、截面、裂变阈值和角分布． 

绘出的矢量图形可以 PS的格式存储，也可以存储 

成 GIF，BMP和 PDF等格式．目前国际上的核数 

据服务以文档检索为主，在绘图、多家评价核数据 

在线数据 比对、提取实验库文档中的实验数据方面 

都不能满足核数据评价者和用户的需求，阻碍了核 

数据的发展及应用．中国核数据中心成功地解决了 

这一难题 ，在核数据服务、核数据评价手段方面搞 

出了自己的特色． 

(4)异构型的多机系统、多数据库系统 ：随着 

用户的增多、应用的扩展，单机系统难以响应用户 

请求时，可以利用多线程、多进程等并行技术 ，构 

建多机系统 ，缩短系统的响应时间，提高并行处理 

能力 ，其核心在于前端均衡负载服务器多线程 、多 

进程等并行技术 ，要依照一定的调度策略，通过高 

速网络 ，让各个后端服务器分别承担相应 的任务． 

例如，对评价库 、实验库的检索、计算可以分别 由 

服务器 A和 B并行完成，产生的结果由前端机进行 

绘图，输出给用户． 

(5)客户端绘 图软件 TT：由于 web方式本身 

的一些限制，如果处理时间过长，客户端就会认为 

“超时”而停止等待服务器的响应，同时 ，用户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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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更高精度的打印图形 ，这些对 web方式来讲都 

难以完成．结合实际工作的需求 ，研制了客户端绘 

图软件 TT，可直接连接 中心数据库，检索数据并 

以图形进行显示．可以绘制能谱、截面、裂变 阈值 

和角分布．绘 出的矢量图形可以 PS的格式存储 ， 

也可以存储成 GIF，BMP和 PDF等格式． 

4 结论 

在科技部和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支持下， 

中国核数据中心的核数据库建库及在线服务已经初 

步完成，建成了多个拥有知识产权的核数据库 ，开 

发的在线从实验文档中提取实验数据、提供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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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mportance of scientific data sharing has been attracted attention of our government．The 

research of nuclear data sharing in China Nuclear Data Center are introduced．The work ineludes research 

of nucler database and development of online service system． 。 

Key words：nuclear data；database；sharing；online service system 

Foundation item：China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ientific Data Sharing Project(200IDEA30041)；China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Foundation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