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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试验与观测项目管理中信息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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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建立环境试验与观测科研项目管理信息系统。方法 采用信息加工处理技术、工作流

程分析、模块建立、数据库及数据共享等技术，分析和讨论各模块的主要内容。结果 设计了环境

试验与观测科研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结构，建立了立项申报、运行管理、验收、成果和档案等子系

统。 结论 环境试验与观测科研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可以提高管理效率，为科研任务按计划高质量

完成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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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stablish an information system for Environmental Test and Observation Research
Project. Method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chnology, working process analysis, module establishment, database and
data sharing technology were used to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modules. Results The structure of
the information system for Environmental Test and Observation Research Project was designed, and subsystems
including research project application system, operation and evaluation system, achievement and archives management
system were built. Conclusion The information system for Environmental Test and Observation Project can improve
management efficiency and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completion of the research project with high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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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是由计算机硬件、网络和通讯设备、计

算机软件、信息资源、信息用户和规章制度等组成的

以处理信息流为目的的人机一体化系统。计算机技

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信息系统

广泛应用。由于环境试验与观测项目过程复杂，试验

与观测周期长，采集和观测的数据量大，涉及观测仪

器、地理位置、人员、环境气候等众多影响因素，对项

目的系统管理、采集数据的整理、挖掘和二次使用等，

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采用可靠、有效的信息系统和

信息管理方法，是确保高质量完成环境试验与观测科

研项目的重要措施之一[1—3]。

目前，承担环境试验与观测科研项目的单位有

军工集团所属的总体、材料、工艺和设备等研究院

所，还有工信部所属研究院所，高校及中国科学院系

统等。各承担单位研究和管理基础差距较大，重视

程度不一，虽有政府部门制定的相关管理办法，但在

实际操作中，缺乏统一的管理模块和具体规范。采

用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可为环

境试验与观测科研项目实行系统规范的综合管理奠

定良好基础。

借助信息系统和网络应用技术，从项目申请、立

项论证、组织实施、检查评估、验收鉴定、成果申报和

推广、档案入卷、项目后评价等进行全程规范和科学

管理，保证环境试验与观测项目圆满完成，出成果、出

人才、出效益的同时，将所取得的科研成果、海量数据

等进行有效的应用、推广和共享。

文中介绍了环境试验与观测科研项目信息系统

的主要组成部分和内容，其主要包含立项申报信息系

统、运行管理系统、验收系统、成果及档案系统等子系

统，讨论了不同子系统各模块具有的基本功能，分析

了不同阶段信息系统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1 初步设计

当前广泛使用的科研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大都是

应用面向对象的系统分析和设计技术、基于Web平台

的三层结构、以及分布式组件技术来构造的系统，以

适应网络时代对用户应用的要求。这些工具软件涉

及项目实施、管理自动化和项目关键阶段管理强化等

诸多领域[4]。

国外的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发展到今天，比较成熟

的有美国微软公司的Project、美国Primavear 公司的

Project Planner（简称P3）。这些软件主要用于编排项

目的进度计划，通过资源分析和成本管理合理配置资

源，使计划进度更为合理，同时按计划来安排工程进

度，并对进度进行动态跟踪与控制[5—7]。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航材院）承担了多项国防技

术基础环境试验与观测科研项目，通过对航材院在项

目任务下达、计划、经费、外协、验收、知识产权和成果

等科研管理业务流程方面的梳理，结合环境试验与观

测科研项目的特点，对环境试验与观测科研项目管理

信息系统进行初步设计。针对其主要管理流程，提出

了信息系统主要组成应包含立项申报信息、运行管理、

验收、成果推广及档案等子系统等，其包含了科研项目

管理业务流程中的基本内容、模块和主要功能[8—10]。

2 系统的主要组成

2.1 项目立项申报

环境试验与观测科研项目立项申请需要做好精

心准备，要针对应用背景和国内外的发展现状，深入

分析和陈述申请研究的需求和必要性，争取评审通过

及取得支持。

科研项目立项申报信息子系统包含项目基本信

息、研究背景、研究目标、内容和技术指标、研究方案

及技术途径、研究进度、成果形式及应用方向、研究条

件及保障措施、协作单位以及与相关工作的衔接、经

费预算及开支范围、组织管理措施、评审意见等主要

模块。

1）项目基本信息。包括项目名称、项目编号、研

究起止时间、承研单位、课题负责人、联系电话、申报

日期等。

2）研究背景。包括需求背景、国内外的研究现

状、本单位的研究现状、主要差距等。

3）研究内容和技术指标。包括研究目标、研究内

容、关键技术、主要创新点（根据项目性质决定是否填

写）、技术指标等。

4）研究方案。包括总体方案设计、研究方法和技

术途径、可行性分析与风险控制、考核方式等。

5）研究进度和成果形式。包括研究进度、里程碑

节点、成果形式、应用方向、预期效应等。

6）研究条件及保障措施。包括研究条件及落实

情况、主要研究人员等。

7）协作单位。包括主要协作单位与协作内容、本

项目与相关项目的衔接等。

8）经费预算及开支范围。包括分年度预算和按

里程碑节点预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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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组织管理措施。包括本单位科技项目管理制

度、本项目管理的主要措施等。

10）评审意见。包括承担单位和委托单位（或有

资质的第三方）的评审意见等。

此外，为保证的系统的正常运转和及时更新，该

系统中一般还需要有数据维护（数据查看、导入导出、

备份、还原等）、系统维护（系统初始化，增加、删除模

块，修改用户信息，系统升级等）、帮助（安装要求、安

装步骤、注意事项等）等模块。

2.2 项目运行管理

由于承担环境试验与观测项目的单位大多为军

工集团所属的科研院所，管理层级和辅助支持人员较

多，鉴于其特殊性，项目运行管理子系统可包含如下

主要模块。

1）项目信息管理。包括群信息维护、群计划、群

计划查看、群团队管理、专项课题管理、组合管理等。

2）课题信息管理。包括课题方案设置、信息维

护、任务书管理、任务书变更、信息查询等。

3）课题计划管理。包括课题计划编制、变更、查

看、统计、维护、对比、以及模板管理和计划导出。

4）经费管理。包括到位经费、经费使用统计、分

课题笔款、课题费用额度等。

5）资源管理。包括设备资源管理、材料类资源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资源需求、资源统计分析等。

6）风险管理。包括风险反馈和风险统计。

7）质量管理。包括质量文件、质量信息。

8）知识产权管理。包括专利管理、技术秘密管理

和科技成果管理。

9）看板管理。包括综合监控、计划进展看板、计

划群看板、课题信息看板、外包合同信息看板、知识产

权看板、经费看板、流程管理看板等。

10）沟通管理。包括项目办公管理、项目研制简

报等。

环境试验与观测科研项目运行管理子系统，可

以为研究院所科研过程中各类信息的产生、传递、控

制、查询、统计等提供网络化的管理工具，实现环境

试验与观测科研项目全周期网络化管理，为后续的

科研项目信息系统管理积累数据。同时，能够实时

掌握科研院所承担科研任务的关键指标动态值，查

看科研项目进展情况，查看/审阅各类数据、报表、报

告，作为决策依据。管理部门能够进行任务分解和

监督，有效管控执行过程，实时掌握项目科研关键指

标动态值，必要时为决策层提供综合分析报告；也可

为质量、财务、物资、综管等相关部门提供工作计划、

信息。各承担单位能够将管理层下达的任务进一步

分解并落实到人，实现承担单位－负责人－参加人

的分级任务管理。

2.3 项目验收

环境试验与观测科研项目的验收，主要是依据项

目批复文件（立项论证报告、合同/协议、实施方案、任

务书或计划等）、科研课题技术任务书、研究工作大纲

等。验收的内容及要求如下：课题研究结果全部满足

规定要求；研究内容全部完成；形成的关键技术及其

水平评价；结论的准确性；继续研究和应用的前景；知

识产权任务目标完成情况和应用前景分析；文件的齐

全性及其质量评价。

当课题研究结果不能满足或不能全部满足任务

要求时，可采取有效的措施，将项目转结题（推迟验收

或项目终止），包括更改或重新设计技术方案以满足

要求。因此，科研项目验收子系统应至少包含以下3

个模块。

1）待验收项目。包括项目名称、项目编号、项目

类别、研究领域、承研单位、课题负责人、项目起止年

月、申请金额、上级资助金额、合作单位、年度研究计

划及完成情况、研究人员信息等。待以上信息填写完

成后、即可申请进行验收。

2）转结题项目。包括项目名称、项目编号、项目

类别、研究领域、承研单位、课题负责人、项目起止年

月、申请金额、上级资助金额、年度研究计划及完成情

况、未完成原因等。将以上信息填写完成后、将相关

信息上传、待上级批复后、即可按照批复对课题进行

处理。

3）验收综合信息。待验收和转结题项目信息的

导入与导出，验收评价意见和转结题意见等。

2.4 项目成果及档案

环境试验与观测科技成果是指在实验或理论上

有创造性，有一定科学水平和实用价值的新技术、新

方法、新理论等，或者是大量观测和试验数据的收集、

整理、挖掘和二次使用等。为充分发掘环境试验与观

测科研项目的价值，节省科研经费，对环境试验与观

测科研项目的成果进行推广和数据共享是十分必要

的，这对于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具有积极促

进作用[9—10]。

同时，科研课题完成后，课题负责人负责课题归

档文件和科研过程记录及实物的收集、整理、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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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项目批复文件（立项论证报告、技术合同

等）、产品要求评审表、科研课题技术任务书、科研课

题研究工作大纲、技术文件评审表、技术文件更改单、

管理文件更改单、年度总结报告、研究工作技术总结、

研究工作技术小结、阶段评审表、研究报告、知识产权

战略研究报告、材料标准、试验方法标准、工艺说明

书、试验原始记录、试验报告、验大纲（计划）、工艺规

程、检验规程、图样、音像资料、样品实物、重要的会议

纪要、信件等，并按有关规定归档。归档文件由档案

部门按有关规定保存。因此，环境试验与观测科研项

目成果及档案子系统应包含以下模块。

1）成果信息收集。包括项目研究过程中形成的

观测和试验数据、国家/国防专利、技术秘密、学术论

文、国家/国防科技奖励等。

2）成果发布。包括项目名称、项目类别、研究领

域、成果简介、应用范围、数据共享的条件和要求、承

研单位、联系电话等。

3）档案归档组卷。包括档案整编、整理规划、档

案文件整理等。

4）档案管理。包括档案著录、档案查询、档案利

用等。该模块是档案管理信息系统的核心管理模块，

是档案管理人员完成馆藏纸质档案、原始档案信息资

源数据著录、查询和利用、数据的统计、报表的输出打

印等日常工作的关键管理模块。同样，也是实现馆藏

档案资源数字化、电子化集中管理的有效手段。它包

含了档案数据的采集、整理、原文挂接、数据查询、统

计、鉴定销毁及档案编研等业务管理工作，是档案资

源综合管理的展现中心，因此，对于该模块应重点设

计，以满足未来数字档案馆的需求。

3 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和验证

基于计算机、网络等信息技术开发的环境试验

与观测科研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已经在航材院科研

信息化管理平台系统中得到初步应用，并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可以快速和实时反

映项目计划、进度、经费、验收和成果等核心业务流

程的状态，使管理流程更为规范、合理和有效，提高

了管理效率，同时实现了实现不同项目组之间、管理

部门和基层研究室之间的数据和信息的收集、共享、

传送、储存、加工以及使用，显著提升了航材院环境

试验与观测科研项目信息化管理水平，也为该信息

系统今后在不同行业进一步推广使用积累了有益的

经验。

4 结语

环境试验与观测科研项目立项申报信息系统、运

行管理系统、验收系统、成果推广及档案等子系统的

建立与应用，是推进现代项目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

是提高科研院所信息化管理水平、科研效率的重要手

段。在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水平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建

立一套符合环境试验与观测科研项目特点的信息系

统体系，为环境试验与观测科研项目的高质量完成和

卓有成效的推广应用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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