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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Web 的信息服务效果的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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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特网上信息资源丰富但利用难的问题 ,一直困扰着

人们。这不仅是因特网自身的因素 ,它涉及到与之相关的

各个方面。这些问题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三方面 :网络自身

技术问题 ,网络管理问题和网上信息的开发利用问题。从

理论上讲 ,每一方面问题的解决 ,都会有效地促进网上信息

资源的利用。但前两方面问题的解决 ,涉及到的因素很多 ,

而且还有很大的技术难度 ,解决起来很困难。本文主要从

信息管理科学的角度 ,论述如何提高网上信息服务效果的

方法。

1 　影响因特网上信息资源有效利用的因素分析
111 　影响网上信息利用的客观因素

通常 ,人们是利用某个搜索引擎 (如 Yahoo ,OpenText)

来查询因特网上信息的。查询的结果 ,除与所使用的搜索

引擎直接相关外 ,还与该搜索引擎网站的机器人性能和它

的信息资源索引文档的组织结构有关 ,并与网上主页制作

标引的规范程度有很大的关系。

网站是信息存储的单位 ,主页是网上信息发布的基本

单元。目前的 Web 页面大都为 HTML 文档 ,文档中的

〈meta〉标记用于提供该网页的标引词 ,以供广大搜索引擎

中自动标引程序识别并抽取 ,组织搜索引擎中的倒排档。

HTML 中〈meta〉标记中间的词既有 HTML 文档自动生成

的 ,也有 HTML 文档制做者赋予的 ,前者大都是有关文档

属性的描述 ,后者赋词的随意性很大。一个网站的好坏、利

用率的高低 ,与主页上〈meta〉标引的规范程度和对网站信

息内容的揭示程度有很大关系 ,从信息利用角度看 ,这是评

价一个主页质量的最重要的指标。因为 ,一个主页缺少必

要的反映其资源内容的元数据 ,网络机器人就难以获得准

确或充分反映它的信息 ,这样机器人就会对它错误地标引

和分类 ,一旦这样的信息被添加到搜索引擎网站的数据库

中 ,它就会成为“垃圾”,查询时产生信息噪音 ,影响查询效

果。

112 　图书情报部门的服务因素

面对因特网这样新的服务环境 ,图书情报部门应如何

变革 ,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这一问题已经有许多有识之

士作了精辟论述。结论是 ,利用图书情报部门的人才、资源

优势 ,当好桥梁 ,作好中介 ,继续向读者或用户开展信息服

务。但问题是 ,该怎么做 ,现在又做了什么 ? 现在 ,我国许

多图书情报部门没有自己的 Web 站点。已建站点的

一些单位 ,Web 服务器上既无信息资源 ,也没有信息服务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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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仅有少量的站点 ,不仅建设和组织大量的信息资源 ,而

且还开展一些服务项目。例如 :清华大学图书馆 ( http :/

www.lib. tsinghua. edu. cn) ,开展大量的中外文数据库检

索 ,馆藏书目查询 ,资源共享等服务 ;国家图书馆 ( htt p :/ /

www. nlc. gov. cn) ,不仅开展大量的中外文数据库检索 ,还

开展电子图书查询浏览等服务。

我国一些图书情报站点的信息资源主要有三大类 :一

是馆藏书目信息 ;二是中外文数据库 ;三是开展导航服务的

各类“网址集”。服务项目主要是信息检索、资源导航服务

和辅助性的用户信息服务 (如图书馆新闻、读者意见箱等) 。

服务方式还基本上停留在被动的用户查询阶段 ,缺乏主动

的信息服务。值得注意的是 ,现在有许多 ICP ,主动进行信

息资源的数字化生产 ,主动在因特网上开展丰富的信息服

务活动。例如 :中国期刊网 ( http :/ / www. cnki. net) 建立了

“网上研究院”,不仅在因特网上提供中文期刊、报纸、学位

论文等数据库的全文信息检索 ,而且能将作者、出版社等联

系在 一 起。北 京 书 生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http :/ / www.

shusheng. net) ,在因特网上建立了一个集数据库应用、信息

资源电子商务和资源数字化加工三位一体的数字图书馆。

它不仅提供全息化的电子图书查询浏览服务 ,而且还可以

根据用户需要 ,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服务。

目前我国图书情报部门的站点并未成为人们网上信息

服务的中介 ,并未成为人们查询、利用信息必需的“门户”站

点。这一点 ,从我国图书情报部门的 Web 站点建设情况就

可以看出 ( Web 站点是利用因特网开展信息服务最基本的

物质条件之一) 。

113 　影响网上信息利用的主观因素

人的主观因素也是决定网上信息利用能力的重要方

面。归纳起来 ,主要是使用者的个人知识背景 (如计算机、

外语水平等) 、信息意识和对网上信息的获取能力等。

2 　信息资源的优化、评价和选择
信息资源是开展信息服务的物质基础。信息资源的收

集是从事信息服务的首要环节。信息服务效果的好坏 ,与

信息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有很大关系。国内图书馆的 Web

站点与国外图书馆的 Web 站点在服务内容方面明显的差

距主要表现在数字化信息资源太少 ,馆藏数字化的程度太

低 [1 ]。而数字化信息资源数量是制约图书馆 Web 站点服

务的一个主要因素。在购买和自建能力较低的情况下 ,对

因特网上信息资源的优化和选择 ,也是提高信息服务效果

的一个有效途径。

211 　对网上信息资源的描述

通常在信息服务手段和方式不变的条件下 ,信息自身

的质量是影响信息服务效果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网络

环境下 ,利用搜索引擎在因特网上查询信息是人们获取信

息最常用的方法。但由于 HTML 或 XML 文档缺少必要的

描述信息———元数据 ( metadata) 。这样由搜索引擎网站机

器人遍历所获得的信息 (有关主页内容的描述) 往往包含许

多未知内容。在建立索引文档———指引库时 ,就会产生分

类不当或错误 ,用户查询时就成为信息噪音。为了优化查

询结果 ,图书情报学专家提出 ,借鉴传统图书馆对书目信息

进行规范标引 ( MARC) 的办法对网上资源进行规范标引。

为此出现了 DC , PICS , Web Collections , CDF 等元数据格

式。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都柏林元数据 (Dublin Core) 。DC

是旨在促进信息资源发现的一个元数据集 ,能较好地解决

网络资源的发现、控制和管理问题 ,并对现在的数字图书馆

研究也有很大的意义[2 ]。但它自身的规范仍是需要研究的

课题。

Dublin Core 资料 (data)之有用 ,必须依赖其资料单元是

否有标准 ,如 Title 之权威控制及相关规则如何[3 ]。一旦所

创作的 HTML 或 XML 文档中都包含有 DC 描述 ,网络机

器人将能够生成高质量的标引数据 ,将会提高搜索引擎的

检准率。

212 　对网上资源的评价和选择

在科学文献的搜集工作中 ,图书情报人员可以用直

接评定法、间接评定法评定文献信息源的价值。还可以

用布拉德福定律、文献相互引证规律来确定和评选各学

科领域的核心期刊 ,检测信息搜集的完整程度。而网络

信息资源的评价 ,还是一个急待研究的课题。目前已有

许多图书馆依据一定的标准 ,评价、选择一些网上资源 ,

建设了学科专业导引系统 ,有效地减少了广大科研人员

上网查询、选择信息的时间 ,受到人们的欢迎。如美国密

执安大学图书馆和信息与图书馆学校联合编制的《因特

网学科资源指南》,按学科分类指引用户利用因特网上的

各种资源。

评价资源是筛选出优秀网站的过程。关于网上信息

资源的评价标准也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 ,也出现了许

多评价方法和标准。在统一科学的评价标准之前 ,我们

可以依据一些原则进行定性评价 ,选择适合自己需要的

信息资源也是非常可行的。如文献 4 所述的 5 个原则 :

(1) 网站被访问次数和频率 ; ( 2) 建站机构的权威性和知

名度 ; (3) 网站传统媒体的重要程度 ; (4) 用户的评价 ; ( 5)

专家推荐。

3 　因特网上信息资源有效组织方法
为了提高因特网上信息的可利用性 ,人们从信息的有

效组织和管理角度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因特网上信息资

源的组织方式 ,从技术角度可以分为因特网检索工具、虚拟

图书馆、书目控制及联机分析挖掘系统 (OLAM ,又称OLAP

mining) 。从信息服务角度考虑 ,可以分为网络导航、专业

学科指引系统、指引库和虚拟图书馆建设等。它们有各自

的优缺点 ,可以简单概括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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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因特网信息资源组织方式比较

网络

导航

学科专业指

(导)引系统
指引库 虚拟图书馆

分类 有 有 有 有

标引 无 无 有 有

检索软件 无 无 有 有

组织难易 易 易 较难 难

查全率 差 一般 较高 较高

查准率 一般 高 较高 较高

可用性 一般 好 较好 好

311 　专业指引系统建设
学科专业指引系统建设就是图书情报工作人员利用各

种搜索引擎从网上查询、选择获取一些本专业学科所需的
网址 ,然后经过专业工作人员简单加工 (如翻译标题、编写
摘要等)后 ,再按照某种体系结构 (不一定是科图分类法、中
图法等) ,将这些物理上分散的大量原始信息资源进行合理
整理和组织 ,从逻辑上联系起来 ,并且通过各种导航手段 ,

为读者方便地定位、迅速获取所需信息资源提供引导 [5 ]。
如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学 科 网 络 资 源 导 引 ( http :/ /

1661111112018) 。
学科专业指引系统具有建设简单 ,见效快 ,易利用等特

点 ,深受我国一些图书馆的喜欢。现在我国的一些大学图
书馆正在建设学科专业指引系统。但本质上学科专业指引
系统也只是一种简单的导航 ,只是学科专业针对性更强。
其最根本的问题是没有规范标引和不能检索。这样一旦信
息量过大 ,会给用户带来查询困难。从长远看 ,其发展必将
受到很大的限制。但对于一些学科专业面很窄的小图书
馆 ,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选择。
312 　指引库建设

指引库主要有 3 部分组成‘: 一是反映信息资源的
URL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统一资源定位器)即信息资
源的网址 ;二是原始信息 ,包括访问频度较高的原始信息资
源的镜像等 ;三是一套方便信息组织和读者查询的支持技
术 (检索软件) 。为了搜集专业信息资源的 URL ,所需的关
键技术之一是因特网自动漫游技术。从国外的经验看 ,人
们搜集因特网信息资源的手段是利用一种“网络机器人”的
软件 (automated robot , Wanderer , Spider , Harvest 等) 在因
特网上漫游 ,自动搜集网上 WWW , Gopher 和 ftp 站点上的
各种相关信息 (连接 ,文本等) ,并且把这些存于本站点上 ,

然后进行加工、组织和提供服务[6 ]。
专业信息资源指引库的建设 ,我国一些单位也做了开

发研究。如南京大学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研制开发
的“基于 WWW 的信息搜集系统 IDGS ( Information Discov2
ering and Gathering System)”。IDGS 是为了在 WWW 上自
动进行中英文技术资料的搜集而设计开发的。IDGS 能够
根据用户所提供的训练文本和系统设定 ,提取目标资料的
特征 ,并根据目标特征自动在 WWW 上搜集资料 ,然后将
所搜集到的资料经分类整理导入文档索引库 ,供用户查询。
IDGS 系统能够保持资料库的不断更新 ,能够向用户提供及
时的网上技术资料服务[7 ]。

313 　虚拟图书馆建设
虚拟图书馆是指将分布在因特网上相关网页的 URL

收集起来 ,并对其进行标引 ,形成倒排档。倒排档中每条记
录的文献标识 (一种元数据元素) 均指向相应网页的 URL 。
检索时 ,用户输入检索词 ,虚拟图书馆的检索软件将输入的
检索词与相应倒排档中的文献标识进行匹配 ,并将匹配结
果的 URL 集合显示在荧光屏上 ,用户通过超链可以调出相
应的 URL 的网页[8 ]。

虚拟图书馆建设通常是很有针对性的 ,通常是某信息
服务机构针对自己的服务群体而建设的。虚拟图书馆不是
简单地进行网页的搜集分类 ,而是经过专业人员 ,根据某些
原则和标准对因特网上信息资源反复筛选、加工后才提供
读者使用的。从对信息的组织的角度看 ,它较好地解决了
基于特定主题的族性检索问题[9 ]。虚拟图书馆在因特网上
信息资源的组织方面的确有许多优点。但因为专业人员手
工加工难以应付因特网上信息的快速增长 ,因而还必须加
强虚拟图书馆的智能化研究。

用户对查询的结果是否满意 ,就存在一个评价标准问
题。因特网是一个高度开放的海量信息服务系统。若我们
严格用检全率和检准率来评价它的性能 ,显然有些不太恰
当。也许我们用用户能够接受的相对检全率和检准率来评
价更科学些。这样 ,尽管目前学科专业指引系统和虚拟图
书馆都很难做得较为系统 (主要是人工查询、筛选和数据加
工 ,数据量较少) ,查全率相对较低 ,但较高的查准率和较为
详细的资源内容说明 ,能够较好地满足读者的基本需求 ,因
而这些方法较为可行。不过在对因特网资源的组织方面 ,

国外一般采取主题和字顺两种方式 ,主题分类比较正规详
细 ,而国内图书馆的 Web 站点在资源组织方面集成度较
低 ,并且主题分类模糊不正规 , 缺乏统一的字顺标
准 [10 ]。　

4 　推送技术对网络信息服务方式的变革
411 　一种新的网络信息服务技术 ———推送技术 ( Push

technology)

为解决因特网上寻找信息费时费力的缺陷 ,现在因特
网上正流行着一种新的服务方式———基于 Web 的信息推
送技术。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图书情报部门 ,正在研究
利用推送技术开展主动信息服务的新方式 ,近两年就发表
相关论文 160 多篇 ,例如文献[ 11～14 ] 。

“推送”技术 ,又称 Web 广播技术、频道技术 ,实质上是
一种软件。从技术上看 ,“推”模式网络信息服务是具有一
定智能性的 ,可以将其描述为 ,基于 Internet/ Intranet 网络
环境的一个高度专业化、智能化的网络专题信息服务系统。
该软件不仅能够了解、发现用户的兴趣 ,还能够主动从网上
搜寻信息 ,经过筛选、分类、排序 ,按照每个用户的特定要
求 ,主动推送给用户。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加州洛杉矶
分校图书馆等利用因特网 ,为用户提供“一对一”(One2to2
One)的服务 ,以满足用户的个性化信息需求[15 ]。这就是基
于“Push”技术的一种新的信息服务模式。

我国的图书情报机构 ,目前仍然借用传统的信息服务
模式 ,单纯提供信息检索 (或查询) 、网络导航等被动服务项
目。可以说 ,利用推送技术建立主动信息服务 Web 站点 ,

不仅可以节省读者的宝贵时间 ,而且可以克服读者对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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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网络、外语等知识的不足 ,极大提高网络信息资源的利用
效果。我们应当加快对这些新的信息技术的研究与开
发。　
412 　专业信息服务频道的建设

频道是一个定期更新、定期通知的 Web 站点。由于采
用了推送技术 ,使得用户不必每次来访问固定的站点就可
以自动获得由网站自动发送的最新资源 ,它还提供了拨号
用户离线浏览的功能。只要用户预先订阅所需的频道 ,并
设置好更新时间 ,就可以获得由浏览器自动下载、更新的资
料。对于一个图书馆的 Web 站点 ,只要建设一个专业信息
服务频道 ,就能够面向自己的用户开展具有很强针对性的
主动信息推送服务。一个图书馆的专业信息服务频道是这
样工作的 :

(1)用户登录到图书馆 Web 站点 ,提出获取主动推送
信息服务申请 (仅第一次获取服务时需要填写) 。

(2)图书馆 web server 发送一个申请表单给用户 ,具体
项目包括 :用户名、密码、所需信息的主题、关键词、推送信
息的地址、推送周期、要查询的数据库等等。

(3)用户填写好申请表后 ,提交给图书馆 web server。
图书馆 web server 将用户的特征信息、查询要求等传送给
“推送服务代理”。

(4)“推送服务代理”根据用户的请求信息 ,在用户特征
信息库 (专门记录用户需求特征信息的数据库) 和用户信息
库 (专门记录用户希望获取信息的数据库) 中分别增加一条
记录。

(5)“推送服务代理”会根据用户的要求 ,定期将用户的
查询需求传递给“查询代理”。

(6)“查询代理”根据“推送服务代理”传送的用户要求 ,

定期检索相应的数据库 ,并将查询结果返回“推送服务代
理”。

(7)“推送服务代理”按照用户的要求 ,定期将最新信息
推送到用户指定的地址。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 ,基于 Web 站点的信息服务效果的
优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通过对信息的收集、整理、加工、处
理、存储、传递、利用等环节的控制 ,使信息系统在整体上处
于最优状态 ,都能够改善和优化服务效果。以上我们只是
从信息源的控制与选择、信息资源的组织与管理和信息服
务方式等 3 个方面论述了优化网上信息服务效果的一些技
术。实际上 ,每一方面都存在许多急需研究的相关问题。
例如 ,网上信息主动服务模式 Push 技术。尽管国内外一些

计算机和图书情报专家围绕着这些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
研究 ,但网上信息资源的挖掘、过滤、筛选、智能搜索、智能
代理以及 Push 服务器等 ,都是有待进一步研究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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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计算机数字图书出版技术研讨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传统的传媒载体已逐渐由单
纯的纸张印刷为电子图书、电子视频、电子声像等技术所取
代。如何构筑网络数字图书出版系统和建设数字图书馆是
有关主管领导和专业人员极为关切的问题 ,也是当今计算
机业界和图书馆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为了开展这一技术领
域的研讨 ,提高我国出版界、图书馆等行业的计算机应用水
平 ,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微机系统分会、中国图书馆学报联

合在哈尔滨市举办计算机数字图书出版技术研讨会 ,将邀
请国内外计算机业界专家做主题演讲。会议事项如下 :

(1) 会议日期 :2001 年 8 月 15 日—18 日。(2) 会议地
点 :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 276 号石化大厦 ; (3) 联系人 :张
鸿 飞 , 徐 苇。电 　 话 : 010 —68573311286309 , 010 —
6841556625141。传 　真 : 010 —66122820。( 4) 联系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75 号国家统计局计算中心。邮政
编码 :100826。电子信箱 :Zhanghf @hotmail.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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