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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数字图书馆专题资源库的建设
摘　要　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的主要方式是共建共享。在合作建设、资源共享的模式下 ,服务

对象的确定、专题的选择、总体设计以及相关标准与规范的确定是建设数字图书馆专题资源库

的关键。图 3。参考文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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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iam Y. Arms 在其《数字图书馆概论》第一章

中指出 :“数字图书馆可非正式地定义为有组织的信

息馆藏及相关服务 ,信息以数字化形式保存 ,并通过

网络进行访问。定义的核心在于说明信息是有组织

的。”也就是说 ,如何组织信息资源 ,是数字图书馆建

设的核心。本文结合“中国少年儿童信息大世界

———网上图书馆”建设 ,对此进行探讨。

1 　专题资源库建设的典型过程
数字图书馆中资源库的建设比通常所说的数据

库的建设要复杂得多 ,不但要考虑如何存贮各种类

型的数字化资源 ,还必须充分考虑资源与资源之间

的相互关系、资源之间的共享问题以及如何在资源

发布过程中实现相关资源的链接与导航。图 1 是一

个典型的专题资源加工流程。

在整个过程中 ,选择与确定专题是关键 ;总体设计

是整个过程的核心 ,是专题资源库质量与服务的保障。

2 　选择与确定专题
211 　服务对象的确定

确定用户对象范围 ,即确定服务的读者群。对

少年儿童图书馆而言 ,读者对象不但包括 0～8 岁的

孩子 ,还有成人 ,而且不同年龄段孩子的阅读需求与

习惯差别很大 ,所以明确服务对象 ,就成为专题资源

建设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

212 　专题资源调查

图 1 　专题资源加工的典型过程

对合作馆馆藏文献资源、网上资源与社会资源

进行综合性调查研究 ,并充分考虑在资源搜集、选择

过程中存在的障碍 ,以保证资源的系统性、完整性与

实用性。

213 　专题确定原则

充分考虑用户的实际需要与阅读习惯、阅读能

力、阅读方式是确定专题的基本原则 :强调专题内容

的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与趣味性 ;注重专题内容

的优选性、特色性、层次性 ;保证专题内容的长期性、

稳定性与发展性 ;保证专题内容的系统性、完整性与

实用性。从以上原则出发 ,深圳少年儿童图书馆开

发的“中国少年儿童信息大世界 ———网上图书馆”

(以下简称少儿网上图书馆)确定了“我爱五星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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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科技园”、“少年文苑”、“闪光的足迹 ———名人

故事”、“育儿专栏”、“家教园地”、“童话世界”、“再塑

一个你 ———少儿礼仪”等多个专题。

3 　选择与确定资源范围
选择与确定专题资源范围是指确定专题资源的

形式与内容。在综合考虑少儿信息资源特点的基础

上 ,少儿网上图书馆确立了选择与确定资源范围总

则 : (1)多媒体原则 :收录多种媒体的资源 ,如文本、

图像、声像、视像资料 ; (2) 多素材原则 :同一内容不

同形式 ,如全本、少儿本、节本、画册、图片、网上内容

综合收录 ; (3) 精选原则 :不同版本、不同出处 ,但内

容相同、形式相同 ,精选一个较完整的版本或内容 ,

或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综合编辑 ; (4) 多渠道原则 :资

源来自馆藏资源、网上资源、社会资源、自编辑资源

等 ; (5)综合原则 :综合编辑同一内容不同媒体的资

源 ,如综合不同出处的文字与图片资源。

对于每一个具体专题 ,则根据专题资源的具体

特点 ,确定具体的资源选择细则。

4 　总体设计
总体设计包括 :专题资源库结构、链接关系、标

引规则、数字化规则以及加工流程设计。

411 　资源库整体结构与元数据结构

数字图书馆中的专题资源库建设 ,不仅仅是将

专题资源数字化 ,更注重对多种媒体与多种形式专

题资源在共享原则下的重组与整合。因而 ,专题资

源库从总体结构来说可分为三层 ,见图 2。其中数字

化资源层是基础资源 ;数据库层是主体部分 ;专题资

源库层实际上是个虚拟层。

图 2 　专题资源库的整体结构

专题资源库由多个数据库组成。专题资源由多

种媒体与形式的资源组成 ,数据库就是根据这些资

源的特点以及资源的表现形式而确定 ,如“再塑一个

你———少儿礼仪”专题资源库由“礼仪全文”、“礼仪

故事”、“专题书目”这三个数据库组成。

数据库的元数据结构 ,其设计也是总体设计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情况下 ,将资源描述字段

按树型结构组织 ,并尽可能采用相关的国家标准或

国际标准 ,如都柏林核心集等。

412 　数据库之间的关系

数据库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它可以通过三种方

式实现 :一是通过检索途径将所有数据库联系起来 ,

二是在数据库之间建立字段级的联结 ,三是通过置

标 ,即在全文字段中为相关词语加标识 ,通过标识词

链接到相关记录。

图 3 简单示意了“再塑一个你———少儿礼仪”资

源库中三个数据库的主题与索取号之间的链接关系。

图 3 　资源数据库之间的关系

主题索引串联起三个数据库中的所有主题字

段 ;三个数据库中主题字段的联结使每个主题词在

发布界面中可直接点击检索 ;礼仪全文与礼仪故事

中的索取号与礼仪书目中的索取号相联 ,使用户直

接点击可以查看书目信息 ;礼仪全文和礼仪故事全

文或提要字段中置标后的词语直接作为主题词进行

检索。于是 ,相对独立的三个数据库通过索引、字段

联结和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 ,将三个树型结构组织

的资源变成了一个网状的、相互关联的整体。

413 　标引规则

标引的目的不仅在于对资源内容的揭示 ,更要

从用户使用、用户兴趣等多个角度来考虑。尤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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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儿童用户 ,激发其兴趣 ,追求简单易用 ,力求使

用户的使用过程既是知识组织系统又是循序渐进的

导读过程 ,既考虑主题标引的规范性又兼顾主题词

或关键词的通俗性 ,这些都是制定标引规则时必须

考虑的重要原则。标引规则主要包括 :著录规则、主

题标引规则、分类标引规则与置标规则。

著录规则指所有数据库中各数据字段的著录内

容与内容选取规则。传统的著录规则适用的对象及

著录要求与专题资源著录有很大差异 ,因而不能完

全适应专题资源库建设的需要 ,必须在其基础上制

定具体有针对性又简洁适用的著录规则。

主题标引规则定义主题标引用词以及标引深

度。对于专题资源的主题标引 ,我们采用关键词标

引 ,所选用的关键词 ,概念清晰、简炼 ,科学性、专指

性强 ,对描述和表达资源的主题起关键作用。

针对专题资源的特点 ,我们没有采用现有的分

类法 ,而是从分类的角度为读者提供一个专题资源

的主题分类表 ,使用户能够顺其体系了解专题资源

的全貌。此系统的分类 ,不使用类号而直接用类目

名称 ;不局限于一种体系 ,可按多种分类标准同时建

立多种体系 ,如按学科分类同时再按地域分类等。

在设计专题资源的知识组织系统时必须考虑 :不同

专题资源的知识组织系统不同 ;类目设计应兼顾导

读功能 ;等级层次不宜过多 ,且应保持平衡 ;类目名

称的设定应兼顾既能吸引人 ,概念又明确 ;类目词概

念清晰 ,具有检索意义。

置标是将全文中的词加标识 ,以方便用户使用。

在数字资源加工系统中 ,被置标的词是全文中出现

的在某个索引字段中著录的词 ,如主题字段中著录

的关键词、分类字段中著录的类目词、人名字段中著

录的人名等。在制定置标规则时首先要确定所置标

的类型 ,如主题标识、分类标识、人名标识等 ,然后确

定为哪些词置标。置标不能盲目 ,如果很多置标词

下没有链接内容 ,会引起诸多不良影响。

414 　数字化规则

数字化规则是指对各种介质资源进行数字化加

工时必须遵守的规则。根据少儿资源的特点 ,数字

化规则主要包括 :文件命名规则、图像处理规则与全

文文本处理规则。

在“少儿礼仪”资源库的建设中 ,我们初步确立

了以下几个命名规则 : (1)文件名的结构为 :“索取号

所在页码 区分号”或“ISBN 所在页码 区分号”或

“ISSN 年卷标识 所在页码 区分号”。(2) 由于“数

字资源加工系统”对介质文件名最多识别 8 位 ,则装

入系统时将文件名按知识组织系统中的类目名称缩

写代码命名 ,即改为 :“一级类名代码 二级类名代码

区分号”。(3)同一内容的不同介质的文件名用相应

的代码标识 ,如 :“t2图片”等。

少儿文献中图片、图画特别多 ,而且形式多样。

如连环画有影视剧照、黑白画、彩色画等。年久画

册 ,纸黄 ,两面透字 ,扫描质量差。为保证图像清晰

和网上传输效率 ,建立一套有效实用的图像处理规

则是必须的 ,这些规则包括 :规定扫描过程中的各项

参数的设置 ;规定图像处理流程 ,如锐化次数等 ;规

定图像大小 ;规定图像格式。

为保证数据的安全性 ,我们同时以文件与全文

内容两种方式装入资源库 ,对扫描识别后的文本规

定如下 :

文件格式 : . txt 文件格式。

文件内容 :按原文内容 ,不加人工标识。

5 　结束语
数字图书馆的根基在于实实在在、持续不断的

资源建设 ,而不仅仅是模式、架构、系统的研究。国

内外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的主要方式是共建共享。

在合作建设、共享资源的模式下 ,专题选择、总体设

计以及相关标准与规范的确定是关键。对于数字图

书馆资源库的建设 ,尤其是面向少年儿童用户资源

库来说 ,简单地将资源扫描识别 ,简单数字化是不够

的 ,按一定的知识体系将资源重组 ,建立资源间的关

系网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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