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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研究与实践
摘　要　近年来国家图书馆与有关单位合作 ,完成了关于数字图书馆的 3 个国家重点课题项目

和 1 个馆级项目。这些项目的完成 ,推动了全国数字图书馆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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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 the author makes a review of projects completed by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 including three national key projects and one NLC project . They have got good results and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librar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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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 ,国家图书馆在跟踪国

外数字图书馆研发的基础上 ,开始进行有关数字图

书馆的研究与建设 ,先后完成了数字图书馆实验演

示系统等。这些项目的进行 ,不仅填补了国内的研

究空白 ,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全国数字图书馆的建设

进程。

1 　项目简介
111 　国家馆项目 :数字图书馆实验演示系统

立项、完成时间 :1999212～2000203。

承担单位 :国家图书馆。

主要成果 :在多媒体数字资源的创意、设计和加

工 ,元数据抽取和元数据库的生成 ,对象数据库建

设 ,调度系统的选用 ,以及实现多库的跨库检索和用

户界面等方面进行探讨 ,取得了初步的实践经验。

开发了数据加工、置标、管理方面的软件 ;开发了元

数据和对象数据装入和管理方面的软件 ;开发了包

括多媒体对象在内的动态页面生成软件 ;开发了支

持 SGML 和分布式数据库检索、查询软件以及元数

据和对象数据连接的接口软件等。

建设了“千家诗”、“中国古代建筑”、“北京故宫”、

“海洋世界”和“宇宙的结构”5 个多媒体资源库。5 个

资源库中 ,有 2 个资源库的部分数据安置在距总馆

10 公里之外国家图书馆的分馆。整个系统稳定地运

行在国家图书馆千兆位馆域网上。

项目完成后 ,先后接待了各级领导和各界人士

数千人次的参观与交流 ,达到了宣传数字图书馆、普

及数字图书馆的目的。

112 　国家重点科技项目 :中国试验型数字式图书馆

立项、完成时间 :1997208～2001205。

承担单位 :国家图书馆 (组长单位) 、上海图书

馆、深圳图书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

南京图书馆和广西桂林图书馆。

主要成果 :在我国创建了一个分布式、可扩展、

可互操作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内容资源的试验型数

字图书馆 ,达到国际同类水平 ,项目成果居于国内领

先水平。主要包括设计开发了通用的套装数字图书

馆系统、在国内率先建立了一套通用的数字内容资

源加工系统、建立了跨地域多馆合作的网络资源建

设体系等。建成了符合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要求

的、可互操作的、分布于全国 7 个省市 30 个以上的数

字资源库群 ,总容量超过 900 GB。在互联网实现了

良好运行。

113 　863/ 306 项目 :知识网络 ———数字图书馆系统

工程

立项、完成时间 :1998212～2001203。

承担单位 :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

所。

主要成果 :基本达到具有网络管理、多媒体信息

查询与检索、海量信息的存贮与检索、知识产权的权

限管理等功能 ,实现了在因特网上有一定的互操作

性 ,数字式对象的描述方法支持不同源的分布式查

询和检索 ,提供对超大容量数字式对象的快速检索

子系统 ,提供方便的网络用户接口等目标。

项目参照国际上主流的数字图书馆研究方法和

成果 ,结合中文数字资源特点 , 在系统总体框架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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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技术上与国际接轨 ;开发的主体工作以中文资源

为主 ,基于 XML 系统的建立、维护和发布。

114 　北京市项目 :中关村科技园区数字图书馆群软

课题研究

立项、完成时间 :1999208～2000212。

承担单位 :国家图书馆 (组长单位) 、CAL IS 管理

中心、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

计算机系、国防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

心、中国科学院信息网络中心、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首都图书馆和首都信息发展有限公司。

主要成果 :该项目是由北京市组织中关村科技

园区内的主要信息资源收藏单位对数字图书馆群进

行研究 ,开创了一个跨行业、跨部门、联合共创的成

功实例。该项目《中关村科技园区数字图书馆群建

设整体架构》提出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数字图书馆群

建设指导思想及目标明确 ,所提出的基本功能与基

本内容可行 ,技术路线、实施步骤及运作方式合理 ;

项目制定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数字图书馆群一期

(2000～2002)实施方案》考虑全面、可行性较好。特

别是把“采用适应国际主流的信息技术和信息管理

技术”与“对我国原有数字资源的充分应用”两方面

统一起来考虑 ,使该课题成果颇具特色 ,这将对我国

数字图书馆工程的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上述两

份报告 ,为北京市实施中关村科技园区数字图书馆

群奠定了基础。

115 　863/ 300 项目 :以中国高速信息示范网为运行

环境的中国数字图书馆应用系统

立项、完成时间 :1999201 ———2000212。

承担单位 :国家图书馆、北京航天航空大学。

主要成果 :完成了国家图书馆内网络系统的改

造 ,进行了信息资源建设和存储系统建设 ,并建立了

馆内的资源调度系统结构 ,为接入中国高速示范网

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项目提出并实现了基于虚拟网络的网络性能检

测和网络安全检测软件等 ,软件具有开放性、支持标

准、灵活配置等特征 ,同时针对 IP 网络的服务质量做

了有益的研究和探索。

2 　项目特点
(1)创新与继承并重。数字图书馆是建立在现

代信息技术基础之上的新事物 ,目前处于发展之中 ,

它是图书馆的未来模式。在数字图书馆的研究开发

过程中 ,技术创新、方法创新、观念创新等是推动它

前进的动力。通过上述项目的研究 ,国家图书馆提

出了分布式、可扩展、可互操作的数字图书馆总体框

架模型 ,这一框架模型将对今后数字图书馆建设发

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数字图书馆多媒体资源库建

设中的资源描述方面 ,项目突破了仅仅使用 MARC

和 HTML 的模式 , 在国内图书馆界率先使用了

SGML/ XML 对资源进行标引 ,从而实现了跨库检索

的目标。这些新方法、新技术不断应用到数字图书

馆研发中 ,推动着数字图书馆不断前进。

数字图书馆的发展也离不开图书馆的基本理论

与方法。数字图书馆是图书馆在经历了传统图书馆

和自动化图书馆两个阶段后的一个新阶段 ,它必须

继承图书馆历史上被印证为是行之有效的理论与方

法 ,并在此基础上予以发扬。如在资源库信息的组

织方面 ,图书馆的分类和主题标引依旧被使用 ,但由

于采用了新方法、新技术 ,对读者而言更加便捷 ,并

且可以实现以往理想中的跨库检索的愿望 ;而图书

馆目前所使用的书目数据、规范文档等仍旧是数字

图书馆元数据中非常重要的组成内容 ,发挥着重要

作用。

(2)开发与引进并存。数字图书馆始于西方发

达国家。借助于经济与技术的实力 ,一些国家的数

字图书馆研发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本着自主开发与

引进相结合的原则 ,上述项目在开发过程中注意跟

踪国际上数字图书馆的研发动态 ,及时引进相关概

念和方法 ,不断完善项目成果。如在应用系统方面 ,

开发出通用型数字图书馆资源加工、发布系统 ,方便

了各参加单位的资源建设与服务 ;开发了数字图书

馆资源调度系统 ,为资源加工和用户提供快速高效

的服务 ;在中文元数据方面 ,项目引进了 AOIS、RDF

等标准 ,丰富了资源库内容的表达方式 ,并在此基础

上制定出符合我国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的元数据标

准规范。

(3)研究与实践并进。科研课题的最终目的是

要将成果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要通过实践的检验 ,将

有关信息反馈给研究人员 ,以使科研成果取得最佳

效果。以上项目在进行中即按此思路进行。如资源

加工与发布系统的研制 ,首先由软件开发人员根据

数字图书馆资源库建设要求开发出第一版软件 ,提

交用户使用 ,并征求意见。用户在使用过程中 ,根据

所遇到的问题 ,与开发人员一起研讨解决问题的方

法和途径 ,提出改进意见 ,开发人员据此再进行修改

与调整 ,直至用户基本满意。在整个系统的开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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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 ,研究与实践密切相联 ,紧密相关 ,相互促进 ,使

系统在达到较高技术水平的同时 ,也大大方便了用

户的使用。

(4)联合与共享并行。数字图书馆不是一家一

户所能实现的 ,需要有关机构的通力合作。因此 ,联

合共建非常重要。而共建的前提应该是共享。在上

述项目进行过程中 ,国家图书馆与有关高校图书馆、

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 ,本着扬长避短、优势互补

的原则开展合作 ,取得很好效果。如在“中国试验型

数字式图书馆”项目中 ,有上海图书馆、深圳图书馆、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和广

西桂林图书馆参加 ;而“中关村科技园区数字图书馆

群软课题”研究项目中 ,则有 CAL IS 管理中心、北京

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国防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

学院信息网络中心、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首都图

书馆和首都信息发展有限公司参加。在项目进行过

程中 ,参加单位对于所取得的成果实现资源共享 ,使

项目的辐射力大大扩张 ,带动了有关行业和单位的

数字图书馆研究。

(5)借鉴与交融并举。上述各项目的开展在时

间上有先后 ,在内容上有侧重 ,在方法上有特点。但

是 ,通过广泛的交流与借鉴 ,各个项目之间也相互融

合 ,相互借鉴 ,取长补短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

“中关村科技园区数字图书馆群软课题研究”中的某

些成果 ,提供给“中国试验型数字式图书馆”项目借

鉴 ,而“中国试验型数字式图书馆”的某些结论 ,推动

了“知识网络 ———数字图书馆系统工程”的研究。这

些借鉴与交融极大地促进了上述项目的进程 ,并拓

展了项目的研究领域与深度 ,提高了项目研究水平。

3 　项目作用
以上项目对于促进全国数字图书馆建设起到了

积极作用 ,主要表现在 :

(1)参加单位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充分研讨和深

入交流。通过沟通与研究 ,大家在数字图书馆的建

设思路、方法等方面形成了共识。各单位对所承担

的任务充分重视 ,投入了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在资源建设方面 ,遵循统一的标准规范 ,采用一致的

加工系统 ,按照分工进行工作 ,达到了联合共建、资

源共享的要求。配合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建设的需

要 ,利用项目开发成果 ,在 2000 年和 2001 年 ,先后举

办了 4 期数字图书馆资源加工、发布应用系统培训

班 ,共有来自全国数十家图书馆、百余人参加了培

训。现在 ,这些单位正在加工制作相关的数字图书

馆资源库。

(2)在充分调研基础上 ,提出了数字图书馆建设

总体框架 ,勾画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模型 ,对于全国的

数字图书馆建设起到积极作用。在总体框架中 ,标

准规范和知识产权贯穿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始终 ,而

国家骨干通讯网则是数字图书馆运行的基础网络平

台 ,存储网络建设、软件硬件基础设施、应用系统和

信息服务体系互相依存 ,共同为数字图书馆的核心

———资源建设提供服务。

(3)数字图书馆建设是开放和可扩充的 ,这就要

求建设者必须遵守相关的标准规范。特别是在系统

开发与数字资源加工制作中 ,应遵循国际与国内的

标准或通行做法。项目参加单位就有关标准规范问

题开展了充分讨论。国家图书馆根据国内外数字图

书馆的研制情况 ,对已有和正在执行的数字图书馆

各类相关标准进行了追踪与研究 ,从而确立了数字

图书馆在通信、数字对象、置标语言、元数据、对象数

据等方面推荐使用的相关标准 ,制定了《中国数字图

书馆资源加工标准规范建议》和《中国数字图书馆标

准指导》两份材料 ,并在 2000 年文化部举办的“中国

数字图书馆工程资源建设工作会议”上得到同行认

可。这对于全国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建设起到良好的

规范作用。

刘刚　国家图书馆分馆副馆长 ,副研究馆员。通讯地

址 :北京市文津街 7 号。邮编 100034。

(来稿时间 :2001211229)

—16—

刘　刚 :近年来国家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研究与实践

Liu Ga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Digital Library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