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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光盘数据库信息服务模式

摘　要　目前世界上已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光盘数据库信息服务模式。基于虚似网络的光盘数据

库信息服务模式是在互有信息交流的信息机构之间建立一定的联系, 形成一个虚拟网络, 借助电话、

传真和因特网上先进的传输工具共享它们拥有的光盘数据库。它可使光盘数据库充分发挥效能, 使信

息服务机构获取最大收益, 还可避开基于广域网的光盘数据库信息服务中引起的版权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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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 1983 年, 日本的索尼公司和荷兰的飞利浦公

司联合生产出了第一张只读光盘 (CD 2ROM ) 之后,

光盘就以其存储容量大、体积小和保存方便等诸多

优点, 很快和数据库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光盘数据

库, 被应用到图书情报工作中来改善图书情报工作

的环境。随着光盘技术的发展, 人们生产的光盘数据

库品种越来越多, 特别是近几年, 光盘数据库品种增

长势头更是迅猛。在 1988 年 6 月, 全世界光盘数据

库只有 200 种, 到了 1990 年就猛增到了 1522 种[1 ]。

T EPL 的《1993 年CD 2ROM 指南》收录了 3500 多种

光盘数据库, 其中多半是该指南出版前 12 个月推出

的。 1994 年M ech lerm edia 公司的《在版 CD 2ROM 》

收录了 6000 多种市场上销售的光盘数据库。在这中

间, 美国、日本和西欧生产的光盘数据库占据了全球

的大部分市场。其他国家和地区生产的光盘数据库

虽然在这几年增长较快, 但同美国、日本和西欧相

比, 品种还很少。例如, 加拿大在 1993 年仅生产了

119 种光盘数据库。中国的第一张光盘数据库是

1991 年中国科技情报所 (现中国信息研究所) 重庆

分所推出的《中文期刊篇名数据库》[2 ]。此后, 中国的

光盘数据库发展很快, 例如, 相继推出了《中国专利

光盘数据库》、《人民日报》全文库和《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数据库》等一些光盘数据库。随着光盘数据库品

种的增多, 国内外的图书情报机构拥有了相当数量

的光盘数据库馆藏。例如, 北京图书馆收藏了文献型

光盘数据库 71 种; 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书目型和全文

型光盘数据库 61 种, 多媒体光盘数据库 13 种; 清华

大学图书馆有书目型光盘数据库 12 种、全文型光盘

数据库 6 种和多媒体光盘数据库 300 余种[3 ]; 南京

大学图书馆有各种类型光盘数据库 11 种; 东南大

学图书馆有各种类型光盘数据库 6 种。随着部分公

共图书馆和大 学图书馆大量购进光盘数据库, 随着

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 以及二者结合后的

产物因特网迅速兴起, 部分公共和高校图书情报机

构已经不满足单品种的光盘数据库信息服务模式,

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光盘数据库信息服务模式。因此,

在这个时侯对多种形式的光盘数据库的信息服务模

式进行比较研究, 不仅对信息服务机构选择适当的

信息服务模式具有指导意义, 而且在此基础上还可

以探索新的光盘数据库信息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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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光盘数据库的信息服务模式

目前, 光盘数据库的信息服务模式主要有单用

户的光盘数据库信息服务模式、点对点光盘数据库

信息服务模式、基于局域网的光盘数据库信息服务

模式和基于广域网的光盘数据库信息服务模式等 4

种, 除基于广域网的光盘数据库信息服务模式虽已

实验成功[4 ], 尚未得到广泛应用之外, 前 3 种模式在

中国的光盘数据库信息检索服务中已广为采用。在

以上的 4 种光盘数据库信息服务模式的基础上, 结

合光盘数据库信息服务中的实践, 我们提出了基于

虚拟网络的光盘数据库信息服务模式。

2. 1　单用户的光盘数据库信息服务模式
早期的光盘数据库一般是单用户版的光盘数据

库 (目前, 在中国还是使用最多的光盘数据库信息服

务模式)。这时侯的光盘数据库信息服务一般是信息

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和用户进行洽谈, 了解用户的

信息需求, 然后借助于微型计算机使用一定的检索

软件检索光盘数据库为用户获取所需要的信息。此

种模式的缺点是一种光盘数据库只能供一个用户使

用, 优点是购买的光盘数据库价格便宜, 适合通讯技

术比较落后的地方使用。

2. 2　点对点光盘数据库信息服务模式
点对点光盘数据库信息服务模式是利用 PC 机

和调制解调器, 通过一定软件借助于电话拨号实现

远程对光盘数据库检索。此种模式类似于远程联机

检索。例如, 可以借助于CO 2SESS ION 通信仿真软

件实现点对点的光盘数据库信息服务, 该软件支持

从 2400214. 4K 波特率的调制解调器。工作时, 通信

的两台 PC 机中的一台设定为主机 (HO ST ) , 另一台

设定为远程机 (R EM O T E) , 由远程机向主机呼叫,

通信建立起来之后, 远程机就可作为主机的仿真终

端, 直接调用主机的光盘数据库检索软件, 完成对主

机光盘数据库的检索[5 ]。

此种模式的优点是不需要配置与网络有关的软

硬件设备, 而且从技术上来说比较容易实现。对于光

盘数据库较少, 又没有条件上网的单位, 可以和拥有

较多光盘数据库的单位, 经过协商达成协议, 通过此

种模式共享拥有较多光盘数据库单位的光盘数据

库。缺点是它只能提供一对一的服务。

2. 3　基于局域网的光盘数据库信息服务模式[6 ]

基于局域网的光盘数据库信息服务模式是目前

最盛行、使用范围比较广、技术比较成熟的光盘数据

库信息服务模式之一。在已经建成局域网的单位, 宜

采取此种光盘数据库信息服务模式。因为在已建成

的局域网上, 只需再增添一个光盘塔和购买光盘数

据库的网络版, 再安装上光盘网络软件, 就可以建成

基于局域网的光盘数据库网络。此种模式按照网络

的连接方式可以分为文件服务器模式和对等模式两

种模式。

2. 3. 1　文件服务器模式
文件服务器模式是所有的光盘数据库都集中在

一台机器上, 服务器上的软件被指定为专用于驱动

共享光盘数据库。

2. 3. 2　对等模式
对等模式是把多个光盘数据库散布在不同的工

作站的光盘驱动器上, 网内每个工作站上的光盘数

据库都能被其他的工作站访问和共享。

文件服务器模式和对等模式相比较: 在安全方

面, 前者所有的光盘数据库都集中在一起, 因此易于

管理, 而后者因全部的光盘数据库都分散在不同的

机器上, 不利于管理; 在性能方面, 前者能充分利用

服务器的CPU 和RAM , 而后者每一台机器的 CPU

既要分配给前台当服务器使用, 又要分配给后台当

工作站使用, 因而服务性能低下; 在稳定性方面, 前

者只要服务器不关机 (一般情况下总是开着) , 所有

的局域网用户都可以使用该服务器中的光盘数据

库, 而后者, 因工作站的管理者有可能随时关机, 所

以只要一台工作站关机, 其他用户就不能访问此工

作站中的光盘数据库; 在投资方面, 前者只要提高服

务器的硬件性能, 就会使所有的用户受益, 而后者,

则要提高所有网内的工作站的硬件性能, 才能从整

体上全面提高网络的性能。由于文件服务器模式在

安全、性能、稳定、耗资等方面都优于对等模式, 所以

目前基于局域网的光盘数据库信息服务模式大部分

都采用文件服务器模式。

2. 4　基于广域网的光盘数据库信息服务模式
基于局域网的光盘数据库, 只能被局域网内的

网络用户使用, 这既限制了光盘数据库效能的发挥,

也使光盘数据库所有者不能获取最大的收益。为此,

人们就开始着手研究基于广域网的光盘数据库信息

服务模式。目前, 基于广域网的光盘数据库信息服务

模式, 虽然已经实验成功[7 ], 但是还没有得到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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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和应用。究其原因我们认为, 与基于广域网的光

盘数据库信息服务在技术上相对不成熟以及中国的

一些信息机构的管理模式等因素有很大关系。但是,

最重要的也许还是受到了所购买的光盘数据库的版

权限制, 致使基于广域网的光盘数据库信息服务模

式得不到推广。因为假如一个信息服务机构购买的

某种光盘数据库能在广域网上提供费用低廉光盘数

据库的检索服务, 其他的信息服务机构使用该光盘

数据库比自己购买划算, 就会使得生产该数据库的

厂商生产的光盘数据库不能大量卖出, 而面临亏本

的危险。这时, 该光盘数据库生产商就必然会采取措

施限定该光盘数据库的购买者使用的权限, 使其不

能在广域网上提供信息查寻服务。目前, 大多数光盘

数据库生产商采取的防范措施主要是从技术上控制

或限制光盘数据库的购买者在广域网上提供光盘数

据库检索服务。我们认为, 这是一种消极的防范措

施。其必然要支付巨大的技术成本。积极的防范措施

是采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这样, 成本较低又比较有

效。从上面的分析可知, 从光盘数据库的购买者的角

度来看, 基于广域网的光盘数据库信息服务模式确

实是一种理想的模式, 是一种能使光盘数据库的购

买者获得最大收益的模式, 但是, 从光盘数据库生产

商的角度来看, 它是一种会导致光盘数据库生产商

亏本甚至会倒闭的模式。权衡两者的利益之后就会

发现, 基于广域网的光盘数据库信息服务模式是一

种理想的, 但不切实际的信息服务模式。

2. 5　基于虚拟网络的光盘数据库信息服务

模式
综上所述, 一方面是光盘数据库价格昂贵, 中国

的信息服务机构无钱买光盘数据库。据 h ttp: öö

www. k rinfo. com öp roductsöondiscöcdp rod. h tm l 发

布的消息, 1992 年的工程索引光盘数据库价格为

5420 美元, 1995 年为 3450 美元, 1992 年M edline 光

盘数据库价格为 995 美元。另一方面, 中国光盘数据

库的重复引进问题十分严重, 据调查, 仅在南京市,

就有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和南京理工大学 3 家单位

购买了工程索引光盘数据库, 南京铁道医学院和南

京医科大学 2 个单位购买了M edline 光盘数据库。

另外, 通过北京大学图书馆光盘联合目录 [8 ] , 可知中

国高校共有 142 种光盘数据库, 其中有 14 个高校拥

有工程索引光盘数据库, 而且前述南京的 3 个单位

还未收录到该目录中。由此可见, 重复引进的严重

性。这种相互矛盾的事实, 固然与信息服务机构的相

互攀比等各种原因有关, 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

中国现有的光盘数据库信息服务模式不完善造成

的。为此, 我们提出了基于虚拟网络的光盘数据库信

息服务模式, 以改进光盘数据库信息服务。

基于虚拟网络的光盘数据库信息服务模式是在

互有信息交流的信息机构之间建立一定的联系, 形

成一个虚拟网络, 借助于电话、传真以及因特网上先

进的信息传输工具 E2m all 或 FT P 共享它们拥有的

光盘数据库。此种模式的优点是既可以使购买的光

盘数据库充分发挥其效能, 又使信息服务机构获取

最大的收益, 还可避开基于广域网的光盘数据库信

息服务中引起的版权问题。我们曾经利用此种模式

成功地给东南大学的一名博士生导师提供了检索华

中理工大学购买的 IST P 光盘数据库中收录其论文

情况的信息服务。实践证明, 利用此种模式进行光盘

数据库信息服务不仅有理论上的价值, 而且在实践

上也是可行的。

实施基于虚拟网络的光盘数据库信息服务模

式, 信息服务机构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1) 实施此种

模式的信息服务机构团队内要有足够的信息交流,

互相了解彼此所拥有的光盘数据库信息资源; (2) 实

施此种模式的信息服务机构需要有电话、传真或因

特网上 E2m all 或 FT P 等先进的信息传输工具; (3)

要使此种模式顺利地实施, 就要求实施此种模式的

团队内的信息服务机构之间互相鼎力协作。为此, 就

需要建立一个管理机构或者由中国图书馆学会或中

国情报学会兼任, 在照顾到光盘数据库所有者 (即光

盘数据库的购买者) 和光盘数据库的使用者两方面

利益的基础上, 负责制定一定的规范来保证此种模

式的顺利实施。

如果考虑到传真的费用比较昂贵, 一般用户无法

承受等因素之后, 我们就会注意到基于虚拟网络的光

盘数据库信息服务模式的缺点是: 首先此种模式只能

在已经连接到因特网上的单位之间实施; 其次, 需要

一个管理机构来协调信息机构之间的关系和定期发

布各成员信息服务机构所拥有的光盘数据库。

综上所述, 5 种光盘数据库的信息服务模式都有

其各自的优缺点, 各有一定的适用范围, 各个信息服务

机构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定适合自己的模式。

3　结语

本文探讨和分析光盘数据库的信息服务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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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就在于帮助中国信息服务机构选定切合自己

实际情况的光盘数据库信息服务模式, 提高光盘数

据库的利用率和减少对光盘数据库的重复引进。通

过图书情报界的专家和学者共同不断地呼吁, 直到

引起信息服务机构管理者的重视, 最终建立起中国

信息服务机构光盘数据库共享体系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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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高素质的人才。

首先, 充分认识当前图书馆的现状。在局域网建

设过程中, 尤其在数据库建设中, 虽涌现出了一大批

甘愿吃苦的‘老图书馆’, 但同时也有令人忧虑的一

面, 那就是缺乏具有较强能力的计算机人才。

其次, 面对存在的人才问题, 要实行政策上的倾

斜, 物质上的保障, 技术上的培养, 使人才资源的潜

力转化为实力, 采取不断地送出去, 请进来的办法,

加强馆际间的信息及技术交流, 共同提高, 最大限度

地发挥当前局域网的功能, 使现有的硬件、软件为我

所用, 为我所能, 尽心竭力地将图书馆的服务质量提

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为接下来的校园网、地区网上网

服务做好充分的准备。

再次, 要采取措施, 调整组织结构, 加强人才培

养, 提高人才素质, 将人才策略贯彻于实际工作中。

同时要采取切实有效的鼓励措施, 充分调动年轻人

的积极性, 防止人才外流。在人才培养方法上, 要努

力做到重点培养与兼顾全体人员素质的共同提高相

结合, 岗位教育培养与全面系统培养相结合, 引进人

才与送出教育相结合。只有这样, 才能使图书馆形成

高位势能, 为持续良好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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