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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资源整合是数字图书馆建设的重要基础工程。理想的数字信息资源整合是把各种信息资源透

明、无间隙地联在一起, 让使用者感觉如同只在一个资源系统中操作。如何将现有的图书馆联机公共检索目录

( OPAC)与各种数字资源、电子资源及网络资源合理的整合在一起, 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 已经成为现代图书

馆管理的焦点。而经过整合的资源可以充分发挥计算机和网络的强大功能,使信息检索效率得到快速提高。

通过从管理系统选择、硬件配置和管理、资源加工与处理等几个方面的介绍,以苏州科技学院图书馆非书资源

与服务平台为例,提出了非书资源在 OPAC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相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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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资源整合的起源及发展

20世纪 80年代, 信息资源整合主要是针对

异构数据库的集成来进行探索的。主要方法是,

采用紧密耦合的方法对异构数据库进行集成。

由于这种方法采用集中控制分布数据库, 每次

局部系统的改变都会引起对全局系统的修改和

重新构造, 使得系统不但开发成本太高, 而且后

期维护困难。以后开始逐渐采用松散耦合方法,

出现了联邦式数据库集成框架和多数据库语言

方法集成架构,每个数据库提供一个输出模式供

其他数据库进行共享。

20世纪 90年代初期,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

展,伴随着各种数据库访问标准和数据库互联产

品的出现, 又相继涌现出很多数据库联合模型,

可为多数据库提供统一查询接口, 但多数据库

语言集成会增加用户端负担。到了 20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人工智能研究者也介入到信息资源

整合这一研究领域。他们主要针对数据库存在

语义异构问题,提出基于语义层面整合的信息资

源整合方法,信息资源整合的范围也从数据库扩

大到互联网资源。

我国的信息服务机构于 20世纪 90年代末

开始了信息资源的整合实践,主要着手对购进的

大型数据库提供一站式检索服务,即实现跨库检

索。2000年以来, 现实需求和技术变革驱动着

数字资源整合系统的快速发展, 国内图书馆和

软件商也开始关注和开发数字资源整合系统,目

前已研发出产品的有清华同方公司的 U nion

Search P latform、北京拓尔思公司的 Union Search

System等。这些系统各有特色, 在体系结构、技

术思路和功能实现方面也不尽相同,如中科院文

献情报中心自主开发了 CSDL跨库集成检索系

统  , 北京大学图书馆采用 CALIS资源统一检

索系统  ,南京大学图书馆采用的 一站式文献

检索系统 , 上海交大采用的 跨数据库检索系

统  , 华南理工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等图书馆选
用了 清华同方异构数据库统一检索平台 。

二、图书馆信息资源的优化整合

首先是整合原则。一是科学性。信息是一

种网状结构,由众多结点和结点间的联系组成。

结点是组成信息的最细成分;信息关联是若干个

信息因子间的联系。信息资源的优化整合针对



的是信息因子的有序化和信息关联的网络化。

二是系统性。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信息资源由实

际馆藏和虚拟馆藏两部分组成。只有系统地、连

续地从馆内与馆外、国内与国外收集和积累各种

数字信息资源, 进行优化整合, 才能不断地充实

和发展图书馆的实际馆藏和虚拟馆藏。三是标

准化。传统图书馆在信息资源建设过程中采用

的软件差异很大, 各馆的数据库建设也各自为

政,其标准和格式不一致, 无法在网上共享。因

此,信息资源整合必须按标准进行。四是共享

性。只有通过图书馆间的协同发展, 形成互为补

充、利用、推动的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 才能提

供网上信息服务,发挥信息网络的作用。五是效

益性。社会效益指数字图书馆运行所产生的有

益于社会进步的效果, 给读者所带来的满意程

度,对社会发展所起促进作用等。经济效益主要

指图书馆对科技进步、宏观决策以及相关产业发

展所起的作用。五是特色性。从网络整体出发,

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把图书馆网络建设纳入整

个地区、国家和全球信息网络中, 加强特色数字

信息资源开发,建立特色数据库。七是安全性。

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图书馆网络与信息资源的安

全与正常运行。保护措施有: 防火墙技术、VPN

(虚拟专用网 )技术、加密技术、网络病毒防治技

术、跟踪检测技术等。!

再者是整合目标。现代图书馆更加注重信

息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用户

的需求。信息资源体系建设以网络为依托,将不

同的馆藏资源共享,满足更大空间范围用户的信

息需求。

还有整合中存在的问题。图书馆自动化系

统发展到今天, 虽然已经趋于成熟, 但是 OPAC

公共检索功能仍有缺陷,而这种缺陷在目前的图

书馆自动化系统里很难弥补 (因为早期的 MARC

标准没有预测到图书馆的电子资源会发展到今

天这样的程度 )。目前的 OPAC系统主要存在以

下的缺陷:随书和单独发行的多媒体资源 (光盘

与磁带等 )无法在 OPAC直接使用; 与书刊相关

的电子资源 (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等 )无法在

OPAC查询到并直接使用。为此, 本文结合实例

构建非书资源管理平台,对其中的技术问题提出

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三、非书资源管理平台操作系

统的选用及技术指标性能

以苏州科技学院图书馆为例,选择了 畅想

之星 非书资源管理平台作为图书馆非书资源

的管理平台。这种资源的管理突破了传统的关

系数据库中以记录形式来管理的方法,而采用资

源对象的方法来管理, 资源对象可以随时增加自

己的属性 (元数据 ) , 每种属性具有自己的方法

去访问相应的物理数据 (对象数据 ), 引入了 主

题对象  的概念, 实现了基于内容的跨媒体检索

功能,从而能够轻易实现各种非书资源的整合。

系统的整体框架采用基于 NET的 B /S架

构,由于系统管理的对象数据量大 (资料个数和

占用的存储空间都很大 )、数据类型各种各样

(有音频WMA、MP3、RM、交互式外语学习, 视频

WMV、RM、AV I电子图书 PDF、HTML、CHM、

EXE、DOC等 )和处理过程复杂 (自动生成压缩

包、压缩包的在线浏览与动态释放、生成虚拟光

盘 ISO文件、底层驱动以及虚拟光驱的远程插盘

等 )的特点, 使用普通的 B /S技术无法满足要

求,系统对 NET和浏览器都进行了深入的编程

(重新改写了 w indow s系统的多个底层的类库 ) ,

使该系统高效稳定的运行。∀

四、非书资源与馆藏目录的联系

目前大多数图书馆都有各种各样的数据化

资源,如书目数据库、全文数据库、光盘数据库

等,这些不同的数字资源系统有着不同的编码结

构、表达方式及访问接口,导致其描述和组织标

准的差异及检索途径和方法的不同; 不同的数据

库使用不同的检索软件,使得这些数据库系统的

检索接口也风格各异, 具有差异性和复杂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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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想之星  非书资源管理平台使用说明书。



户在利用这些数据库时,需要在不同的网络环境

之间穿梭漫游和在不同的信息空间来回切换, 还

需要掌握不同的检索软件的使用方法,这给用户

利用数字资源带来很大的不便。从某种意义上

来讲, 数字资源量越大, 给用户造成的负担也就

越重。因此,对馆藏数字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

以统一的访问接口及检索界面将信息提供给读

者,使读者能够有效地利用图书馆信息资源, 已

成为新时期图书馆的一个重点工作。

OPAC (On line Public Access Cata logue)即联

机公共检索目录,是一种通过因特网对馆藏资源

时行检索的工具,具有功能齐全、操作简便、术语

简明等特点,也是历来读者查找和利用图书馆书

刊资源的主要途径。OPAC服务的全部数据都

来源于馆藏记录, 内容涵盖印刷型和数字型资

源
[ 1]
。基于 OPAC系统的功能和地位, 以现有馆

藏资源为核心建设集各种电子资源为一体的

OPAC系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其结果也将为读

者访问图书馆的丰富资源打开方便之门。因此,

以 OPAC系统为基础,整合其他信息资源,可以极

大地提高图书馆现在所有信息资源的利用率。这

种基于传统书目管理的整合模式, 其技术比较成

熟,国内很多图书馆已经实现了这种模式的整合。

馆藏目录是揭示、识别、检索馆藏文献的重

要工具
[ 2]
。在数字化时代, 馆藏目录的建设面

临着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图书馆引进或自建了

大量的数字资源,如何有效地将这些资源在馆藏

目录中揭示出来; 二是如何通过 Z39. 50协议集

成不同图书馆的 OPAC数据库。

五、非书资源在 OPAC应用中

的基本方法

资源整合本身就是一种服务, 同时是构建

各种服务的基础
[ 3]
。

1. 随书光盘资源整合

随书光盘服务系统是一个提供随书光盘网

上下载、使用的服务系统。可以在 OPAC MARC

记录 215字段@ e 附件  子字段中标注或揭示

随书光盘信息,同时在 300字段中加以描述和说

明。当读者通过题名、ISBN、索书号等途径在

OPAC系统中检索到某一本书时, OPAC则以

215字段的@ e为输出内容, 告知用户该书有无

随书光盘。如果存在, 则通过调用随书光盘服务

系统接口,用户可以直接点击下载该书的随书光

盘,从而实现 OPAC系统与随书服务系统的

整合。

为了对随书光盘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建立

的数据库应体现本馆馆藏信息, 能方便地实现数

据的录入、修改、查询、统计、打印、数据备份等功

能;有基本的检索字段, 如书名、作者、ISBN、索

书号、关键字等
[ 4]
; 能与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

相结合,使网上用户不仅可以通过随书光盘数据

库查询到所需光盘,还可以通过图书馆馆藏查询

直接找到该书光盘,并能对光盘内容进行在线浏

览或下载;用户界面要求交互性好,操作方便; 能

通过对用户 IP地址的限制, 实现对光盘使用范围

的管理。目前市场上已经有这种比较成熟的管理

软件,售价也不高,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现成的软件

作为开发基础, 这样不仅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人力

物力浪费,还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开发效率。

2.基于 OPAC系统的电子资源整合

图书馆用 MARC格式来揭示图书信息资

源,并通过 OPAC系统实现文献资源的检索。随

着电子资源的出现和发展, 图书情报界对 MARC

格式不断作出改进的同时, 在 MARC中增加了

相应的字段来揭示电子资源和超链接,其中最常

用的就是 856字段。将电子资源整合到 OPAC

系统就是通过定义 856字段来实现的。

856字段即电子资源地址与检索字段, 它包

括定位与检索电子资历源所需要的信息。当文

献资源或其子集可以通过参赛过电子方式获取,

可在书目记录中启用该字段。在 CNAMRC中,

856字段著录格式为: 字段指示符 1表示访问方

式。0: 电子邮件 ( Ema il ); 1: 文件传输协议

( FTP) ; 2: 远程登陆 ( Te lnet) ; 3: 拨号放网 ( D ial

- up); 4: 超文本传输协议 (HTTP)。指示符 2

表示未定义。

常用的子字段有: $ u: 统一资源标识

(UR I) , 用于建立电子资源的统一资源地址

(URL) ; $ z: 公共附注, 用于标识电子资源地址

相关的附注。

通过定义 856字段可以实现馆藏信息资源

的简单整合, 不过 856字段仅仅只能描述连接电

子资源地址, 而不能对电子资源的元数据进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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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描述,而且无法自动关联和快速删除和有效连

接维护。

3. 基于数据逻辑集成的电子资源整合

基于数据逻辑集成的整合模式是借助中间

件技术或遵从异构数据库互操作协议 (如: Z39.

50、OA I - PMH、OpenURL) 将多个异构的数字

资源系统集成为一个统一的数据视图
[ 5]
。中间

件技术是目前比较流行的实现异构数据统一检

索方法之一。它是在异构数据库的基础上, 借

助中间件构造一个虚拟的、逻辑的全局数据模

式,用户查询请求先提交至中间件, 中间件将查

询分解成对不同原始数据源的独立访问请求,

通过标准 ( ODBCPJDBC ) 或非标准的数据访问

接口 (API) 对原始数据源进行实时检索访问,

在得到各数据库返回结果后进行综合并映射转

换为统一的格式显示给用户,使得用户可以把集

成数据源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此种方式的特点是,中间件层并不存储具体

的数据, 只存储所有数据的逻辑集成模式。因

此无须改变原数据库数据的存储和管理方式, 是

一种集中式管理、分布式存储的数据集成模式。

这种整合方式的优点主要体现在: 实时性好,

任何原始数据的更改都可以在用户查询时及时

得到反映;原文获取可以直接通过中间件获得从

而省去原文数据源的原文发布服务。缺点主要

体现在: 原始数据源必须提供访问接口; 由于各

数据源的速度问题而影响到用户得到结果的时

间;中间件的开发较为复杂, 获取各数据源后的

数据整合策略和技术需要合理规划。

异构数据库资源整合是对不同数据库中相

同学科专业的数字对象进行优化整合,也就是把

在不同时间、用不同技术开发的、具有不同内容

和形式的数字资源系统整合起来, 屏蔽了异构

资源系统间的差异,呈现给用户的是一个统一检

索界面, 用户可一次集成检索多个数字资源系

统。整合后的数字资源具有相同的组织结构和

组织功能,提供统一的用户界面和共同的检索方

法。这种信息资源整合模式的主要实现方式是

异构数据库统一检索平台 ( Un ion Search P lat

fo rm,简称 USP)。USP是一个用于同时调用多

个数据库和搜索引擎、进行资源检索的软件系

统,它可以帮助用户同时在多个数据库中进行检

索,同时得到多个数据库的结果。用户所看到的

是一个统一的界面,在对数据库进行选择后,进行

单库或跨库检索,而不必分别进入不同的数据库

接口,摸索掌握不同的数据库检索模式, 使用户感

觉就像在使用一个数据库进行检索操作一样。

异构数据库整合的常用技术是构建中间层,

当用户提出检索请求后,其请求被交给服务器端

的一个 Agen t程序。Agent针对不同的数据库,

将用户请求转化为符合其规定的格式,然后将请

求发送到各数据库。在得到数据库的返回结果

后, Agent再将不同数据库的结果转化为统一的

格式,并发送到浏览器端显示给用户。

异构数据库整合模式在图书馆中已经有所

应用,如北京大学图书馆把目前拥有的 200多个

数据库、近 2万种电子期刊和 10余万种电子图

书整合在统一检索平台上, 提供异构系统的跨库

检索服务。用户可按学科、数据库名称、文种同

时检索多个数据库的资源。上海数字图书馆项

目也实现了对异构数据库信息资源的整合,该项

目启动工程组织了丰富的馆藏文献, 包括数以万

计古籍、民国图书、地方文献、科技报告、中外期

刊、音响资料、历史照片等信息资源, 按照读者需

求和文献特征形成九大系列,即上海图典、上海

文典、点曲台、古籍善本、科技会议录、中国报刊、

民国图书、西文期刊目次、科技百花园等。上海

数字图书馆项目运用先进成熟的数字技术和网

络技术,采取统一的界面、统一的软件、统一的管

理,充分考虑当前需要、适应资源共享和可持续

发展的目标, 实现远程、快速、全面、有序、智能、

特色六大服务优势。

现阶段数字资源主要包括图书馆 MARC格

式目录库所反映的现实馆藏资源、光盘数据库、

网络数据库、电子虚拟馆藏以及一些图书馆自建

的数据库和特藏资源数据库等, 目前数字资源

整合的重点在于将多种形式、多种类型、分散异

构的信息资源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使用户能够

在统一的数据存取模式下, 通过统一的用户界面

完成对不同数据库和网络资源的检索。

六、结束语

非书资源的整合和服务要以人为本。其价

值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因为用户是这些非书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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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整合成果的利用者和评判者, 他们的需求千

差万别,因此非书资源整合的深度与整合结果要

切合用户需求, 让用户以最小努力就可从图书

馆的非书资源整合和推送服务中得到所需的信

息和知识。在网络空间, 我们可以应用新的技

术、软件来研究用户的信息查询, 使得非书资源

的整合和提供会更符合用户的个性化要求, 发

挥信息的最大价值。资源越来越多, 用户不可

能也不需要检索所有的资源, 只有在个性化上

体现整合的目标, 才能满足用户不断发展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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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None- bookM aterialsM anagem ent and

L ibrary D igitizationM anagem ent System

YE Lan

( L ibra ry , Suzhou Un iversity o f Sc ience and Techno logy, Suzhou 215011, Ch ina)

Abstract: Resources integ ra tion is an im po rtan t fundam en tal pro ject o f a dig ita l libra ry. The ideal integration resources o f

d ig ita l inform ation, w hich links all k inds o f inform ation transparently and seam lessly, allow s people to use it as only one oper

a ting system wo rking. Thus, it becom es a sign ificant question for discussion tha t how to in teg ra te the ex isted OPAC to w ork

w ith the var ious kinds o f d ig ita l resou rces, e lectronic resources and netwo rk resources in order to rea lize e ffective using. And

the integ ra ted resources w ill ex ert pow erful capab ility o f the com puters and netwo rks, wh ich m ake the inform ation research effi

ciency improve grea tly. On the bas ic o fm anagem ent system choosing, hardwa re co lloca ting and manag ing, resources process

ing and ope ra ting, this paper introduces practices of the d ig ita l resources and the serv ice p la tform o f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

ence and Techno logy. It a lso proposes that it ex ists som e problem s o f d ig ita l resources w ith the OPAC, and puts forwa rd som e

m ethods to dea lw ith.

K ey words: none- book m ate rials; integration; OPAC;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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