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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科院基本情况

➢ 农科院共有10个机关局、院属单位36个：

◼ 包括34个研究所（京内14个，京外20个）

◼ 研究生院、出版社；

◼ 9个共建研究所；

◼ 全院职工10000人，在校学生5000+；

➢ 位置分布：

◼ 研究所分布在全国16个省市；

◼ 北京三个院区（中关村、马连洼、香山）；

◼ 108个试验基地（涉及30个所），分布在除重

庆、贵州、陕西、宁夏以外的27个省（直辖市、

自治区）



信息化发展历程

1981-1999
起步

1981年：计算中心成立，引

进FLEX-512系统；

1987年：院机关局域网建立；

1997年：中关村院区局域网

建立，接入互联网。 2000-2010
发展

2000年：邮件系统启用；

2002年起：院中英文门户网站、

各所门户网站陆续建立；

2002年：国家农业科学数据共

享中心启动建设；

2005年：中国农业科技文献与

信息集成服务平台开通；

2010年：院所信息化项目启动。
2011-2017

提速

2013年：VPN网络环境建立；

2014年：信息化规划出台；中关村

院区核心网络改造、出口带宽扩容；

2016年：邮件系统升级改造；

2017年：院所门户网站群改造、京

区单位有线网络改造、无线网络建

设启动；云计算平台、高性能计算

环境、云视频平台、云会务平台、

云文档平台建立；智慧农科平台

（ARP）正式启用。
2018-
再出发

2018年：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

调整；

2019年：科研人事一体化平台

（ARP）启动、智慧院区启动、

京外单位网络改造；网络安全体

系建设、信息化评估；

2020-：全院“一张网”、科学

数据平台、存储环境、异地灾备、

计算育种；试验基地、实验仪器

智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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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云计算平台



云计算平台建设背景

➢ 一大批服务器设备使用超年限：信息所机房现有服务器200多台，80%以上的设备使用超5年，50%的设备使

用超8年，面临设备更新问题；

➢ 硬件资源严重浪费：调研发现，绝大多数服务器上只部署了1个应用系统或数据库系统，服务器的CPU、内

存使用率不足10%，导致了大量的硬件、机房空间以及电力的浪费；

➢ 新业务系统陆续上线运行：智慧农科协同平台、科研人事一体化平台、农业基础性长期性科技数据平台、

全球农业贸易数据融汇平台等一大批业务系统陆续上线运行，需要硬件资源支撑；缺乏设备购置资金，即

使资金到位后购置新服务器，从设备购置到业务系统上线运行时间周期长；

➢ 科研人员对于建设“私有云”的需求强烈：对于一些对内服务的系统，以及科研人员的科研数据保存，部

署在外部或公有云上存在数据泄露风险，希望有自己的私有云环境；

➢ 业务系统网络安全及运维管理问题：传统模式下，物理设备分布在不同机柜、不同机房，运维压力大，网

络安全风险高。



云计算平台建设目标

➢ 资源集中，节省投资：整合服务器、存储、网络设备，搭建云计算平台，建立计算、存储、备

份资源池，节省服务器等硬件、机房工程（电费）等投入；

➢ 统一软硬件运维：网络中心负责软硬件资源的建设及运行维护，业务部门只需关注自身系统的

建设及运行；

➢ 构建统一的网络安全防护体系：漏扫、边界防护、主机防护、态势感知平台等；

➢ 立足信息所，面向全院：优先保障核心业务系统及信息所需求；逐步向我院36个研究所、315个

创新团队、1200个课题组覆盖；

➢ 为未来的业务集中、数据集中打好基础。



云计算平台技术选型

➢ 虚拟化技术

◼ Xen，KVM，WMware，Hyper-V

➢ 虚拟化产品

◼ 商业产品：VMWare、微软、华为、新华三、…

◼ 开源项目：Openstack、…

➢ 网络虚拟化

◼ VMware NSX、深信服、新华三、…

➢ 云计算平台整体架构

◼ 传统架构 or 超融合架构

➢ IaaS、PaaS？

➢ 云管平台

技术成本

建设成本

运维成本

人员能力



云计算平台架构



基础架构

网络结构

⚫ 链路设备双冗余：采用

双链路，网络设备全部

采用堆叠技术，物理服

务器采用集群设计。动

态路由进行动态调整。

⚫ 大二层架构：农科云网

络采用核心、接入二层

网络架构。

⚫ 业务管理逻辑隔离：业

务网络与管理网络分开，

网络隔离，保证安全。

虚拟化

⚫主流虚拟化：采用

Vmware虚拟化技术；

成熟、稳定；

⚫按照不同的业务划

分不同集群管理：

数据库集群、内网

业务集群、发布业

务集群、开发集群、

测试集群等；

⚫不同集群的服务器

资源根据实际应用

可动态调整。

存储

⚫ 集中统一存储：数据

统一存放、统一管理、

集中数据保护；

⚫ 配置SSD，提高访问

速度：配置SSD作为

二级缓存，提高读写

以及访问响应速度；

⚫ 数据分级存储：可用

容量在190T左右。

备份系统设计

⚫采用备份一体机；备份容量为

250TB，全万兆互连；主要数据

库以及VMware虚拟机备份；

⚫对于数据库环境，在每台服务器

中安装一个备份客户端；对于

VMware虚拟主机，可通过与虚拟

化平台自身API接口的对接抽取

平台数据，实现无客户端代理的

集中备份；

⚫保存两个全量备份，每天一次增

量备份，定期备份恢复验证。



结构及安全防护

结构

高速性：东西向采用40GB、

南北向20GB

高可靠性：从网络层-虚拟化

-存储全部采用双链路捆绑

冗余性：链路层面采用双链

路保证冗余，在出现故障实

现实现智能切换，链路切换

时间小于1毫秒，虚拟机层面

采用虚拟机自动漂移（控制

在分钟级），保证冗余性。

安全防护

DDOS：流量清洗；

IPS：入侵防御，主要针对暴

力破解、端口扫描、嗅探、蠕

虫、木马等攻击；

WAF：对WEB应用进行防护；

安全狗：主机层面防护；

堡垒机：外部运维人员管理；

紧缩安全策略：本着最小化的

原则开放业务系统相关端口，

保证域内和域间安全；

服务器及应用漏扫：业务上线

前，正常运行的月度扫描；

数据防护

备份机制：虚拟机实现无代理；

其他系统有代理；

备份对象：主机或应用系统；

备份策略：每天一次增量备份，

每周进行一次全备份，至少保

留两个副本；



运行现状

◼ 农科云（一期）资源池：1300+核CPU、9T内存、190T存储、250T备份。

◼ 运行的业务系统：院机关（院科技局、人事局、基建局、成果转化局）、作科所、营养

所、加工所，以及信息所科技处、人事处、数字图书馆、认知计算室、农业风险分析、

文献资源发展部、网络中心等部门智慧农科协同平台、文献计算系统、走出去平台、海

外遥感、全球农业贸易数据融汇平台、海外农业采编、农业基础性平台、数字果园、无

线认证系统等100多个业务系统。

◼ 云上迁移：正在开展信息所256个系统迁移工作。



存在的问题

◼ 等保2.0出台，云计算平台自身的安全防护；

◼ 虚拟主机东西向防护？

◼ 云管平台？

◼ 数据安全防护？

◼ 态势感知平台



2、高性能计算平台



 以农业大数据研究为核心，开展农

业产业信息技术研究、农业高端智

库研究、涉农数据与信息资源建设

研究等五大核心研究方向；

 通过对农业数据的获取、治理、分

析、挖掘与可视化决策技术研究，

构造以农业大数据分析为核心的智

能化技术体系。

建设背景

国家农
业大数
据中心

农业产
业信息
技术

农业
智库

数字
科研

智能控制、智能感知、控制模型、

作物模型、……

农业监测预警、农业风险、

科技情报、……

知识关联、知识发现、科学

问题智能化求解支持



建设目标

01

0402

03

建设业界先进的能够满足超大

规模涉农大数据的高速存取，

满足自然语言处理、遥感数据

处理、生物信息处理等需求的

软硬件平台基础设施、数据资

源治理与存储环境、涉农大数

据分析挖掘平台的运行环境；

能够满足未来新上线研发的涉农

大数据存储、深度神经网络训练、

大规模数据快速处理、分析与可

视化等需求；

项目建成后3～5年内中国农业

科学院数据存储总量达到1PB。

保证中国农业科学院信息所现

有系统运行的基础上，支撑用

于大数据分析挖掘商业及开源

工具的顺畅运行、离线训练与

实时服务；



整体建设方案



AI计算集群配置

➢ 10 个 GPU 节 点 ： 每 节 点 配 4 块

NVIDIA®NVLink™GPU卡、6块2TB硬盘，达到

22万亿次计算能力

➢ 管理节点：两台服务器部署AI集群管理系统

➢ AI集群网络：配置56Gb IB网络和万兆网络，

按需选择

➢ AI存储系统：采用IO节点+FC磁盘阵列的架构，

100TB可用空间

➢ AI集群管理：集群监控、集群告警、集群管

理、作业调度及管理大屏监控等功能

➢ AI应用特征分析：实时分析集群资源占用的

情况，并实时反映应用程序的运行状态



计算存储节点：配置24台存储计算节点，裸容量：960TB；采用三副本容错机制，可用容量320TB。

计算存储节点运行MapReduce和HDFS，存储处理对象为生物信息、遥感数据等。

管理节点：3台双路服务器作为大数据管理节点，部署Hadoop集群的集群管理、监控组件以及认证、

授权等安全组件。

大数据计算集群



• 配置3个节点，总共36TB裸容量，可用容量24TB。

• 分布式存储配置10000转的高转速硬盘，满足前端服务器的展示实时性要求

• 存储AI平台和大数据平台计算出的结果数据以及需要被前端服务器访问到的原始数据

• 所有数据IO操作都并行执行，保证多应用读写情况下的分布式存储的性能

分布式存储系统



• 采用备份一体化服务器，易管理、易维护、易使用

• 备份需要归档的的原始数据，以及需要备份的结果数据

• 配置100TB的备份容量，支持后期扩展

备份系统



• 农业数据全局统一治理出科学管理的

基础系统；

• 为数据ETL、数据仓库和数据集市构建

提供数据资源；

• 通过数据连接器连接OLTP系统、Web爬

虫、第三方元数据系统等多种数据源；

• 手工数据登记支持；

• 结构化数据（DB， Excel、SPSS、SAS、CSV、……），非结构化 （Word， PDF，TXT etc.） 和半
结构化数据（ HTML、XML ） 半自动化标注；

• 标注数据图数据库存储。

农业大数据关联融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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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农科院科研资源管理平台（ARP）

科研资源
管理平台
ARP

PC浏览器

PC客户端

平板端

手机端

11个 院机关各部门/中心

院属科
研基地

36个 院直属单位



1、中国农科院科研资源管理平台（ARP）总体框架

•院收发文
•院办收发文
•院机关签报
•院党委收发文
•院团委发文
•院妇工委发文
•院精神文明办发文

•所公文上报
•所收文
•所公文办理

公文管理

院
级
应
用

所
级
应
用

•出国计划管理
•外宾来访管理
•国际会议管理
•统计与分析

•上报出国计划
•新增出国计划
•出国申报
•外宾邀请
•上报国际会议
计划
•新增国际会议
计划
•召开国际会议

出入国管理

•预算管理
•支付管理
•决算管理
•领导批办
•决策分析

•项目经费管理
•合同管理
•预算编制
•费用报销
•总账管理
•应收管理
•应付管理
•现金管理

财务管理

•装备计划
•政府采购
•资产处置
•领域统计

•资产管理
•材料管理
•库存管理
•装备计划

条件管理

•创新工程
综合管理
•项目管理
•成果管理
•产出物
•成果登记
•项目验收

•项目立项
•项目申报
•项目执行
•项目成本
•项目评估
•项目收尾

科研管理

•调配计划
•工资管理
•机构管理
•人才项目
•政策文件

•人事管理
•人力资源
•薪酬管理
•职工教育

人事管理

统一访问入口（智慧农科协同平台）
统一门户、流程审批、基础数据共用、统一认证与访问控制

基础数据中心
综合统计、查询报表、智能分析、项目监控、内容管理

•档案管理
•新闻审批管理
•会议管理
•日程管理
•政务公开
•公章管理
•车辆管理

常规管理



智慧农科平台为统一入口的多源系统集成与应用





以“科研人事财务一体化管理与数据共享”为核心

①科技基础统计数据中心

②科研项目协同管理系统

③以科研人员为核心的科研人

事财务一体化信息资源整合与

决策支持系统

④人事信息系统

⑤科研条件平台管理系统

⑥机构知识库系统



2、智慧院区综合服务平台

智慧院区
大脑

运营服务
平台 数字底板

智能应用
系统

打造基于数字底板，以数据为驱动的新型智慧院区

信息基础
设施

GIS+BIM+IoT+DATA+AI

BIM系统





视频会议等需求强烈

3、科研信息化支撑平台-云视频平台



Anywhere
随地

Anydevice
任何设备

Anyone
任何人

Anytime

随时

固定会议室

大型会场

办公室 试验基地

机场 实验室

教室

…

云视频目标、理念

结合我院实际需求，基于下一代的云视频技

术、混合云架构，建设我院云视频平台

 硬件终端+软件结合

 多模式、多场景使用

 即插即用、快速上线、按需扩展

 自动升级、易试用、免维护

 SDK、API，嵌入需要应用视频的场景

具备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支撑能力

实现音频、视频、数据、内容、即时通讯全面覆盖

可支持视频会议、可嵌入科研过程、可服务农业产业



视频会议终端
AE90

NE20 PC/PAD/
PHONE

AE40

中关村院区内网接入

互
联
网
接
入

新建会议系统

传统视频会议

AE90

AE20

NE20

PC/PAD/
PHONE

各单位应用

H323
服务器

xMCU
服务

VOD服务

业务子系统

呼叫子系统

录播子系统

总体架构：混合云部署



分阶段建设

◼ 第一阶段：小范围验证阶段（2018年）

购买一台大鱼、2台中鱼、14台小鱼及41方并发授权，实现全院范围内院-所、所-所、相关领导

之间进行互联互通的日常的会议、学术交流。

◼ 第二阶段：全院规模覆盖阶段（2019年）

全院职工开通云视频帐号，实现对全院36个研究所硬件终端全覆盖，建设标准化的云视频环境，

实现从会议收看、交互式会议、会议直播等全场景应用。

◼ 第三阶段：混合云部署（2019年-2020年）

媒体服务器本地化部署、功能或界面定制。

◼ 第四阶段：业务融入阶段（2020年-）

实现与业务系统做融合，包括OA系统、ARP系统、智慧院区平台等的融合；支持预约会议、会议

管理、录制视频管理的H5调用；实现全院、所、部门等组织架构同步。



云计算、虚拟化

智能MCU

传输

安全、可靠
支持任意网络：

有线、无线

3G/4G/5G

ME20

ME40ME90

NE60

App PC

精简版

微信小程序

豪华版标准版

交互式视频会议 大型直播型会议 学术会议直播

云视频
关键技术

软硬件
配套设施

研究所
三类配置

支持多
场景会议

 2月份完成全院职工云视频账号开通；

 3月份至今，全院通过云视频平台召开

3方以上自助式会议50余次，会议总时

长达到8100分钟；

 保障了9次全院参加的重要视频会议召

开：党课辅导报告会、农科讲坛、发

扬五四精神主题学习交流会、韩部长

科技创新支撑乡村振兴报告会、中国

农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席科学家研修

班、弘扬科学家精神先进事迹报告会

等；

 开展了9次学术会议视频直播，直播时

长超2000分钟。



4、科研信息化支撑平台-CAAS云文档（云盘）

基于云计算架构、分布式文件和对象存储

技术，构建云文档（云盘）应用，实现：

 数据安全多重保障

 OA等应用底层文档存储

 个人文档的集中保存与管理

 异地数据同步访问（免带U盘）

 团队间、合作单位间文档共享





5、科研信息化支撑平台-CAAS云会务





目录 Contents

服务平台3

基础设施平台2

信息化基本情况1

未来展望4



下一代科研信息化环境

智慧农业、智慧决策
智慧科研

文献保障

高速互联网络 安全防护体系
大数据处理
分析平台海量存储

农业科技创新、
管理、服务

ARP
系统

农科云 智慧农科 智慧院区



谢谢！

敬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