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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试验数据共享与保护的现状及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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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们对自然环境试验重要性认识的提高和型号工程管理的科学化，自然环境试验正在

贯穿于军用装备设计、研制、生产和采购的全过程。针对此需求，对国内外环境试验数据共享与保

护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对其共享与保护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共享的重要意义与保

护的必要性。最后结合我国环境数据共享与服务面临的问题，对环境试验数据的共享与保护措施

提出了一些看法，从而达到激励数据创造、促进数据最大共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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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cognition regarding the importance of natural environment test and
scientization of typ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natural environment test is applied to the whole process of military
equipment design,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purchase.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urrent status and necessity of sharing and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 test data i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environment data sharing and servicing in China, some opinions about the
sharing and protection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 test data were proposed to stimulate data creation and promote
maximal data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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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已形成了海量的数据资源，包含大量

的数据文件和原始测试数据、处理后数据（RCS、统

计结果或其它特征值）、图形图像数据、音视频数据

的多媒体数据库[1—3]。有些数据涉及武器装备常用

材料、关键部件及至整机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实测

数据，甚至有涉及军工、新材料开发、科技创新等对

国家安全有影响或带来重大经济效益的材料或构件

环境试验数据[4]。如何安全合理的利用这些环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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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源，以致让这些试验数据得到更充分的应用，将

是我们国家在今后一段时间值得思考的问题。同

时，在应用的同时，还涉及保密问题，因此，我们有必

要对环境试验数据的共享与保护进行研究与探索。

1 环境试验数据共享与保护的现状

1.1 国外现状

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各种试验数据的管理和应

用，他们以数据库、数据手册、标准规范等集成性成

果作为其共享与保护的手段，同时为研究、设计和技

术改进提供了科学依据，避免了设计的盲目性[5—7]。

美军在自然环境试验中，经过长期系统的环境

试验数据积累，出版了腐蚀手册，开发了新的耐候材

料和产品，并制定了大量的材料生产、产品设计、工

程设计等一系列标准和规范。美国制定的各类环境

试验方法标准，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其中不少已成

为国际标准。如美国著名的《尤利格腐蚀手册》、《军

工材料与构件环境适应性数据汇编》等集成性成果

已在全世界推广应用[1]，形成了一种独立的知识产

权，实现了材料与产品环境试验数据面向全社会的

共享与服务[8—9]。

日本也十分重视自然环境适应性数据共享与保

护。他们大约有40个大气环境试验站，并形成网络

体系，通过对原始数据的分析处理，建立共享服务数

据库，面向社会为国家重点工程 、项目研究 、材料生

产与应用部门提供数据服务[10—11]。

英国共有各类大气暴露场40个左右，仅钢铁研

究协会就有8个，其中最大的是卡林顿暴露场[12]。对

于各试验站产生的环境试验数据，他们通过环境数据

采集自动化、测试数据数字化和数据汇交格式标准

化，建立完善的国家试验站网计算机网络。以关键材

料、通用零部件、核心元器件等基础产品为对象[13—14]，

系统积累它们在各类环境中的环境因素及环境适应

性数据，研究其与这些环境相互作用、性能演变及失

效机理。为环境严酷度评估、装备产品环境适应性评

价、实验室加速试验方法研究、环境试验标准制定、数

据共享等提供技术支撑和服务。如英国皇家化学会

数据库（RCS）等，都通过大型数据库实现数据资源的

有偿使用，有力促进了数据资源的推广与应用[15—17]。

1.2 国内现状

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基础设

施建设快速增长，使得国防建设及国民经济发展过

程中对各类型材料及产品的环境试验基础数据的需

求迫切，从而环境试验数据的共享与保护就显得更

加迫在眉睫[18—19]。目前我国对所采集的环境试验数

据检测的组织流程和信息化建设方面水平较低，国

内各工业部门单位的产品环试检测基本上还在沿用

传统的管理体系及半人工的操作模式[20—22]。环境试

验检测计划、流程设计、过程控制、环境试检测数据

采集、设备排产使用、仪器设备计量和环境试验数据

检测与分析报告的编写等工作都是在各自独立的部

门完成。环试检测数据的自动采集、存储、汇集、发

送、分析基本处于点状零散状态，难于将环试检测数

据汇总并综合分析处理，相关的数据也没有关联在

一起。环试检测信息难于在设计、工艺、管理等部门

之间共享，大部分环试检测信息还处于信息孤岛状

态，环试检测信息的利用率很低，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没有被挖掘出来[23—25]。同类环试检测继承性、模板

化能力不够，重复设置、重复编写报告现象严重，效

率相对偏低。由于信息化使用水平相对低下，因此

数据的查找、溯源相对非常困难，难以实现环境试验

数据有效利用，更谈不上数据的共享与保护[26—27]。

目前，国防科技工业自然环境试验研究中心采

集积累的各类材料及产品环境适应性数据约有37

万个[5]。至此，在众多的环境数据试验数据积累的

基础上，仅有钢铁材料环境腐蚀试验数据实现数据

共享，实现材料环境腐蚀数据面向全社会的共享与

服务体系[28—29]。实现了数据生产、上报和共享的规

范化、科学化、数字化管理。为国家重点工程、项目

研究、材料生产与应用部门提供国家材料环境腐蚀

数据服务。

至今，我国专门针对环境试验数据的共享与保

护的法律法规尚未建立，可参考的也不多，现在环境

试验数据资源还主要是钢铁材料环境腐蚀实现了数

据共享的形式。如国科发基字[2007]669号《材料环

境腐蚀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试验站网数据共享与

管理办法（试行）》，为便于共享与应用，将数据分为4

个共享级别[6，30]，具体如下所述[19]。

1）A级：互联网上公开数据（基本考虑为基本环

境因素数据，各类标准材料的各自然环境腐蚀数据，

站网部分研究资源数据）。

2）B级：在线服务数据，在线填表递交，确定后，

赋予权限自行获得数据。

3）C级：离线服务数据，未入网络的数据库数

据，在线填表递交，确定后，通过邮件或邮寄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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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数据服务。

4）D级：保密数据。军工、新材料开发、科技创

新等对国家安全有影响或带来重大经济效益的材料

或构件环境腐蚀研究数据。

用站网体系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产生的所有数据

都是国家的材料环境腐蚀数据资源，为数据生产单

位（或研究者）和站网体系共同所有[31]。数据生产单

位不具有对数据的独立产权，但享有署名权、优先利

用权，也有权在不违反保密法的前提下，向他人提供

和交换其生产的数据，提出数据保护期限[32]。

我国自然环境试验已有60年左右的历史，已从

单一的试验转向规律研究，从数据积累、处理转向建

立模型等研究方面，为环境试验数据的共享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就环境试验数据共享与保护的具体措施

而言，我国与欧美等国家相比还处于起步阶段，虽已

在钢铁材料腐蚀环境试验数据已有了具体的共享形

式与管理试行办法，但还缺乏明确的实施细则[33—35]。

因此，我国有必要大力推广环境试验数据信息的应

用，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应该尽快研究环境

试验数据共享和保护的管理办法及法律法规体系。

2 环境试验数据共享与保护势在必行

2.1 共享的重要性

要使大量的环境试验基础数据得到应用，必须

建立有关的数据资源共享平台，缺乏有关的数据资

源共享平台将大大影响环境试验的应用[36]。同时通

过数据资源共享平台可以避免大量的重复试验，使

信息得到充分利用，并能保证在服役环境下、一定寿

命周期内产品仍能满足设计性能要求，及时满足新

型号研发，为国家节省巨额资金[37—38]。

2.1.1 避免重复试验[7]

环境试验数据信息的共享可使一个环境试验站

网采集的数据能得到数据生产单位（或研究者）和站

网体系，以及各领域的充分利用[39]。

如美军武器装备为适应其全球战略的需要，

在国内外建立了能满足各类装备的试验场达50多

个[40]，覆盖了全世界各种典型的自然环境条件，且规

模宏大。他们如此庞大的数据是如何实现共享的

呢？国防部成立了试验与鉴定共享平台办公室，负

责领导三军的联合试验与鉴定工作[8，10]。避免了试

验重复，以及人力、物力的浪费。同时为了提高试验

效益，减少不必要的重复试验，他们还进行了数据信

息跟踪研究，根据不同的环境特点，制定了一系的环

境试验标准，涉及范围广，对大到火箭、飞机，小到元

器件、军需给养等。这些标准对其他国家武器装备

环境试验标准的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

MIL-STD-810F更是世界上环境试验方面的权威标

准[8]。

国外环境数据共享平台也对商业和学术机构开

放，走军民结合的道路，使这些试验机构获得了社会

的投资，增加活力。

2.1.2 试验数据信息得到及时充分的利用

环境试验数据信息共享的目的，就是使得数据

信息的查询、检索能畅通无阻，使信息得到最充分、

最及时的利用。例如我国“材料环境腐蚀试验站网

体系共享平台”就已实现各成员单位之间的资源数

据共享，开展了站网体系与其他机构之间的数据交

流，实现了站网数据库的集成、管理、更新和运行。

该共享网在航空、核电、国防、交通等领域得到广泛

应用，例如，如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秦山核电站二期

工程、宝钢二期工程等工程建设中，充分利用材料环

境腐蚀试验站网内的各类材料，并根据其材料在不

同自然环境中的耐蚀特性与腐蚀规律，为工程建设

的合理选材和腐蚀行为预测提供了依据，使国家基

础建设和重大工程项目得到了有力的支撑[9，41]。

2.2 环境数据保护的必要性

1）环境试验数据资源安全、合理使用，推动环

境适应性的提高。环境适应性是武器装备重要的质

量特性之一，是军队战斗力可靠生成的重要基础。

环境适应性的提高，需要以装备用材料、部组件等在

不同极端环境下的实测数据作为论证、设计、选材的

依据。通过参考环境试验数据资源，开展武器装备

环境适应性设计、环境防护和控制等，能够有效降低

环境因素对装备性能的影响。同时，对确保武器装

备的耐环境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2）环境试验数据资源急需通过有效的知识产

权保护方法和合理的保护机制推广应用[42]。当前，

信息化、网络化使试验数据传播的空间逐渐扩大，传

播的方式变得多种多样，复制速度加快，环境试验数

据摆脱了特定地域的关联性，给已有的知识产权保

护法律带来新的挑战。尤其是网络的普及使得数据

传播途径多样化、便捷化。数据一旦泄露，将会在短

时间内迅速传播，这给数据保护带来了严峻的挑

战。另一方面，不同国家法律对知识产权的“合理使

用”都有不同的规定，知识产权也就因为地域性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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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化而难以确定，这给信息化条件下数据的侵权行

为提供了可乘之机[43—45]。随着环境试验数据的产

生、扩散和转移速度加快，数据的老化周期也相对缩

短，一些试验数据可能在其知识产权保护期内就已

失去价值。因此，有必要研究环境试验数据的知识

产权保护机制和保护方法。

3）信息化条件下数据资源知识产权保护不断

深入发展的需要。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传统的知识产

权保护法律和机制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特别是数字

技术所具有的存储信息量大、检索快捷、使用方便、

实用性强等特点，使数据资源使用和复制成本远远

低于其制作成本[46]。这固然方便了数据资源的使用

和传播，但也给数据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带来巨大

的难题。数据库及数据的保护问题也成为继计算机

软件保护后的另一个知识产权保护的焦点问题。数

据库既是软件技术又是信息数据以逻辑组合方式录

制在电脑硬盘上的机读记录集合体。信息数据是数

据库的实体和内涵，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依赖[47]。我

国目前还没有数据及数据库相应的知识产权法规，

由于国防工业环境试验数据的特殊性，如何正确认

识和协调环境数据共享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做

到既充分实现数据共享又切实保护知识产权，是我

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不断深入的迫切需求。

3 环境试验数据共享与保护的建议

1）建立完善的数据库共享系统。数据库是数

据管理中的常用的技术，是借助于计算机保存和管

理大量复杂数据和信息的软件工具，在自然环境试

验过程中，大量的数据信息需要进行管理，而信息管

理系统的核心是数据库。由于环境试验数据范围

广，涉及海洋、地形、大气和空间等四大领域[12]，为了

充分利用这四大领域的环境试验数据，必须建立完

善的数据库系统。以便于对各种格式的环境数据进

行收集，并根据环境数据涉及的领域范围分类整理，

进行逻辑集成，转换成单一的数据集，并保证物理上

的一致性。同时为环境数据信息的共享和重用打下

良好的基础。

2）逐步建立国家共享服务网站。环境试验数

据是国家的宝贵科学数据资源，为了充分发挥环境

试验数据的作用，规范管理数据，逐步建立国家共享

服务网站。如美国的环境试验网站，由国防部监管

的三军重点试验设施共有21个，他们建立了军用环

境试验数据共享网。

3）政府引导，建立保密管理机制。研究制定相

应的保密制度和法规，从制度上保证数据库信息的

安全。同时从技术上研发高质量的数据库管理系

统，设置单位内部的权限管理机制，避免重要信息被

非法拷贝[48]。

4）逐步建立市场运行管理机制。研究环境试

验中产生的科学数据，如何纳入市场运行的管理体

系，在市场运行管理机制下[49]，保障各环境试验站能

够通过控制和行使自己的权利而收回数据创造的成

本，并获得必要的利益，从而达到激励数据创造、促

进环境数据的最大使用化。

4 结语

随着人们对自然环境试验重要性认识的提高和

型号管理的科学化，自然环境试验正贯穿于军用装

备设计、研制、生产和采购的全过程。大量的环境试

验数据没有实现有效的共享与保护，在很大程度上

制约着我国的科技进步与创新。充分发挥政府职

能 ，建立环境试验数据共享管理机制，实现在尊重

知识产权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促进环境试验数据

的开放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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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发现，散射中心的最大间距D′约为11 m。根

据提出的均值定量预估方法，对应的R′及其近场散

射结果如图5所示。其表明了探测距离对应有效尺

寸D′的均值散射结果接近于远场的散射结果，且在

计算的各频点二者相差小于3 dB。验证了一定偏差

范围内，均值预估方法可大幅缩减大型目标散射特

性测量距离。

3 结论

文中利用MLFMM软件仿真手段，对舰船模型在

自由空间的近、远场散射特性进行了仿真分析。结

果表明，一定距离下的近场散射与远场散射均值较

为一致。由此提出基于成像理论的定量预估均值方

法，通过一维距离像技术得到目标的有效尺寸，进而

换算均值预估距离，该探测距离下获得的散射均值

与传统远场散射均值误差在3 dB以内。最后，通过

仿真结果验证了该方法的准确性。提出的分析方法

可为大型目标散射特性测量提供解决途径，即在远

小于传统远场距离条件下可对目标散射特性均值进

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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