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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推拉技术是一种能提供及时、主动的定制化网上信息服务技术。其原理和工作方法已
运用于网上信息服务 ,在数字图书馆的读者信息服务和信息采访中应用广泛 ,前景广阔。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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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拉技术是一种新的网上信息服务技术 ,能够
提供及时、主动的定制化服务。本文将研究如何将
它应用于我们数字图书馆中的信息查询服务、采编
工作 ,使它们更好地服务于读者 ,同时给我们图书馆
工作带来更高的效益。

1 　推拉技术概述
111 　推拉技术的概念

所谓“推”技术 ,是与“拉”技术相对的 ,就是服务
器根据事先规定的设置文件 ,而不是根据用户实时
要求 ,主动向浏览器递送信息的技术。“推”( Push)

技术与使用浏览器查找的“拉”( Pull) 信息技术不同 ,

它是根据用户的需求 ,有目的性地按时将用户感兴
趣的信息主动发送到用户的计算机中。就像是广播
电台播音 ,“推”技术主动将最新的新闻和资料推送
给客户 ,使用者不必上网搜索。

在“推”技术问世之前 ,人们往往利用浏览器在
因特网上搜寻 ,一方面 ,面对浩如烟海的信息 ,很多
用户花费相当多时间和费用也难以“拉”到自己所需
要的信息 ;另一方面 ,信息发布者希望将信息及时、
主动地发送到感兴趣的用户计算机中 ,而不是等着
用户来拉取。“推”技术采用一种广播的模式 ,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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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以频道“广播”方式使网上用户得到相同的信

息。通常 ,在网络服务器上有专门的推送软件产品

(如 PointCast 公司的 PointCastNetwork) ,可用来制作

欲推送出去的信息内容 ,并播送出去。在客户端则

利用安装在个人电脑中的软件 ,来接收从网络上传

来的信息 ,并显示出来。当有新的信息需要提交时 ,

“推送”软件会以发送 E2mail、播放一个声音、在屏幕

上显示一条消息等方式通知用户。使用“推”技术 ,

可以提高用户获取信息的及时性和效率。

网络信息中的“拉”技术是指用户有目的地在网

络上主动查询信息 ,用户从浏览器给 Web 发出请求 ,

由 Web 获取所需信息。随着因特网上资源的日趋丰

富 ,面对拥有海量信息的因特网环境 ,为了能快速、

高效地寻找到有用信息 ,搜索引擎应运而生。搜索

引擎是通往浩瀚信息海洋的捷径 ,因而也有人将其

称为“网络之门”。实践表明 ,搜索引擎是有效的网

络信息拉取 (查询)的辅助工具。

112 　目前网上推拉技术的应用

推拉技术在网上的应用已经十分广泛 ,网上信息

的查询 ,商业网站的信息发布等等很多都采用了推或

者是拉的技术。现从下面两个方面做一个简单介绍。

(1)推拉技术在电子邮件服务中的应用

目前 ,一些网站已经运用推拉技术进行电子邮

件服务 ,如著名的 yahoo 网站运用推技术管理邮件 ,

当用户注册 yahoo 的邮箱后 ,一旦进入 yahoo 的主

页 ,登录后 ,则会有一个提示框告诉你你的邮箱里是

否有新邮件 ,而无需你进入邮箱。

(2)推拉技术在一些商业网站的应用

某些商业网站如“当当”网上书屋经常发一些书

籍、光碟等打折广告到我们的电子邮箱里 ,不管你想

不想接受 ,这些信息都会被发送过来 ,这就是采用了

推技术的信息传播模式。同时 ,如果你主动去“当

当”书屋搜索你所需要的书籍 ,“当当”将你的查询信

息记录下来 ,根据你的兴趣爱好定期向你发送相关

的书籍 ,或者当你此次查询的书目没有找到 ,“当当”

会在下次有这本书的时候通知你 ,这都是“当当”为

你提供的定制化服务。这是一种用户先“拉”网站后

“推”的一种信息服务模式。

113 　传统图书馆中的推和拉

其实 ,在我们传统的图书馆中也存在着“推拉”,

它表现在当读者需要书籍时 ,会去图书馆根据书籍

类别和编目进行查找或由图书管理员代查 ,这都是

“拉”的体现 ,是用户主动地搜寻信息 ,图书馆提供的

是一种被动的服务。传统图书馆中的预约体现了推

的技术 ,读者填写好了预约单之后 ,当他所需要的书

回库后 ,图书管理员就会给他发一个通知单通知他

去借书 ,这是图书馆向用户提供的主动服务。

2 　推拉技术的原理和工作方式
信息推送技术的主要优点是 :及时性好 ,应用面

广 ,对用户没有技术上的要求 ;其主要缺点是 :信息

针对性差 ,难以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信息拉取

技术的主要优点是 :针对性强 ,能满足用户的个性化

需求 ;其主要缺点是 :及时性差 ,对用户要求较高 (需

掌握有关的检索技术) 。信息推拉技术是将信息推

送与拉取两种模式结合 ,因而能做到取长补短 ,使二

者优势互补。根据推、拉结合顺序及结合方式的差

异 ,又分为以下 4 种不同推拉模式。

211 　“先推后拉”式

先及时地推送最新信息 (更新的动态信息) ,后

有针对性地拉取所需的信息。这样 ,便于用户浏览

信息变化的新情况和趋势 ,从而动态地选取需要深

入了解的信息。图书馆将相关方面的新书及其内容

简介直接送到读者的计算机 ,读者获取信息后 ,登录

到该数字图书馆有针对性地搜索相关书籍。这种做

法不仅大大提高了数字图书馆的访问率 ,有利于促

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同时 ,也有利于我国的文化建

设。其工作过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先推后拉方式在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

212 　“先拉后推”式

用户先拉取搜索所需信息 ,可根据用户的兴趣 ,

再有针对性地推送相关的其他信息 ,如个性化的图

书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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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推中有拉”式

在信息推送过程中 ,允许用户随时中断、定格在

所感兴趣的网页上 ,并进一步搜索 ,主动拉取更丰富

的信息。

214 　“拉中有推”式

在用户拉取信息的搜索过程中 ,根据用户输入

的查询信息 ,信源主动推送相关信息和最新信息。

在数字图书馆领域 ,图书管理员将书籍信息存入书

籍数据库 ,供读者检索查询 ;将读者需求信息存入需

求数据库 ,对供需信息进行匹配 ,把经过排序和过滤

的信息再推送给用户。信息的匹配是一个复杂的过

程 ,不仅要考虑到书籍的类别、还要考虑读者的文化

水平等因素 ,这就需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分析

和处理 ,使读者最终得到一组符合条件的信息。

3 　推拉技术与数字图书馆
“推”技术可将实用的信息“推”给感兴趣的用

户 ,使用户可以坐等信息到来 ,它可以实现数字图书

馆信息的传播和发布。“拉”技术指用户有目的地在

网络上主动查询信息 ,用户从浏览器给 Web 发出请

求 ,由 Web 获取所需信息。当用户需要某方面的书

籍时 ,只需坐在办公室或家中就可以通过网络进行

联机浏览 ,检索和套录世界上任何一个开放的电子

图书馆的信息资料。

因此 ,推拉技术是我们在数字图书馆有效实现

信息和知识检索、传播发布的重要手段。研究更为

完善的推拉技术 ,更方便和智能的信息获取方式是

我们数字图书馆中的重要课题。

311 　推拉技术在读者信息获取方面的应用

数字图书馆中的搜索引擎使用户可以直接从网

上获取信息 ,这与传统服务方式相比有较高程度的

主动性 ,但从根本上讲还是被动服务方式。因为 ,它

使用的技术从信息的传输方式看 ,是由用户通过浏

览器服务器发出服务请求 ,服务器在所拥有的信息

资源中进行查询处理 ,把处理结果传回浏览器所在

的计算机来实现的。在“拉”技术中 ,主动的一方是

浏览器 ,服务器只是根据浏览器的请求 ,被动进行信

息发布。采用了“推”技术的图书管理系统使数字图

书馆除了被动地面向整个网络用户服务 ,还能从技

术上主动锁定一批特定用户群 ,为他们提供专题信

息服务 ,这不但提高了信息服务的效能 ,还节省了用

户在网上漫无边际查询信息的时间。对于一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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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数字图书馆的专业信息服

务频道的工作原理 :

(1)用户登录到图书馆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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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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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2
server。图书馆 we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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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推拉技术在数字图书馆采访工作中的应用

采访即馆藏文献信息搜集 ,是图书馆文献信息处

理工作的信息输入阶段。采访的工作职能 ,就是广泛

收集各类型文献的出版、发行信息 ,并根据本馆实际

及其读者需求 ,选择、采集满足读者群现实与潜在需

求的文献。传统的文献信息源主要有公开发行的报

刊、出版发行单位编印的书目等印刷型书目信息 ,获

得文献的方式主要有预订、邮购、选购等。传统图书

馆中 ,采访人员获得出版单位编印的书目信息是被动

的 ,范围比较小且呈零散状态。在数字图书馆中再采

用以前的方式进行采访显然是不适宜的 ,计算机网络

把我们收集文献信息的范围扩大到了全国乃至全世

界 ,除传统的收集方式外 ,我们还可以通过因特网访

问出版发行者的网站 ,收集文献信息 ,并在电子商务

系统的支持下 ,实时采集所需文献。这样不但缩短了

预订时间周期 ,而且提高了文献到馆率。同时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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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利用网上信息推送技术 ,将我们需要的书籍发

布到各出版商的网站 ,这样 ,等出版商有了相应的书

籍时 ,就可以及时将书籍信息发送给我们 ,大大缩短

了采集的时间 ,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图书采访工作中 ,收集读者需求和意见也是

十分重要的。在传统图书馆中 ,我们很难较好地完

成这项工作。因为在传统方式中 ,收集信息的面不

可能太广 ,只能限于一部分读者 ,且信息反馈的周期

较长 ,耗费人力大 ,且收益不太好。如果采用了信息

推送技术 ,我们将征集读者意见做成一个网页 ,发送

到校内每位读者的计算机系统 ,这样 ,关心我们图书

馆工作 ,同时也是关心自己切身利益的读者就会给

我们回复 ,这种信息采集、反馈的时间就会大大缩

短 ,所获取的信息也使我们采购工作提供了方向。

4 　推拉技术在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前景
信息“推送”与“拉取”两项技术应当取长补短 ,

相互结合。在两者结合的基础上再融入人工智能、

知识发现、网络及数据库等技术 ,从而形成“智能信

息推拉”技术。这项技术是当前 Internet/ Extranet/

Intranet、数据库系统及其他信息系统为用户提供信

息服务的一个发展方向。智能信息推拉技术的引

入 ,可以提高网络及数据库的智能水平 ,从而从根本

上解决“推送”和“拉取”技术应用过程中所遇到的难

题 ,如如何从海量信息中提取有用信息、如何为不同

用户提供个性化信息服务等。

IIPP 技术应用了人工智能 (AI) 、机器学习 (ML)

方法、知识工程 ( KE)的知识推理搜索方法、知识发现

( KDD) 方法等技术 ,将“智能信息推送”( IIPush) 和

“智能信息拉取”( IIPull)相结合。这样 ,一方面 ,信息

提供者可以推测用户的兴趣 ,从而更有针对性、更及

时地向用户推送实用信息 ;另一方面 ,用户也可以更

快、更准确地从信源拉取到最新信息。人工智能和

KDD 技术的应用 ,提高了网络的智能化水平 ,可以在

“推送”或“拉取”到的大量信息中发现其内在规律 ,

提取用户最关心、最感兴趣的有用信息 ,从而大大降

低用户进行下一步搜索和筛选的工作量 ,进而提高

用户获取信息的效率和能力。

数字图书馆未来的发展趋势总的来讲是图书馆

藏品 (文字、图像、音频和视频等) 的存储和组织的数

字化、搜索和利用的网络化 ,从研究内容来看 ,当前

的数字图书馆研究侧重如下三点 :

首先是数字化藏品的加工处理的自动化、智能
化。当前图书馆藏品和因特网资源的分析、摘要和

索引主要是由手工完成的 ,工作繁重。对它们自动

化的聚类分析、以内容为基础的自然语言分析、摘要

和索引尚处在初级阶段 ,这方面的研究将大大提高

图书馆自身的工作效率甚至工作质量。

其次 ,与席卷全球的变革浪潮相回应 ,数字图书

馆的研究应该强调创新。数字图书馆存在的意义不

仅是传统图书馆服务媒体和方式的转变 ,它还利用

自身数字化和网络化的优势 ,提供新的思路和工具 ,

增加数字图书馆的功能 ,研究为教育、学术研究进行

服务的新途径 ,如电子期刊、电子书籍和以虚拟教

室、实验室、博物馆、音乐厅、画廊等形式出现的在线

教育和文化源、跨语言和全球性的知识库等。

第三 ,以人为本 ,极大地关注人在应用数字图书
馆时的感受 ,处处为用户着想 ,研究人机关系、人机
界面、强调个性化服务 ,减少在利用数字图书馆过程
中用户的干预等。

信息服务包括的功能如导航、过滤 (即从大量信
息中筛选符合条件的信息) 、整理 (即为用户将资源
进行分门别类的组织) 和知识发现。这些都是使信
息服务走向个性化主动服务不可缺少的功能。

采用“Push + Pull”的方式 ,服务器不仅要把信息
推给客户 ,而且还能够按照客户预先设定的触发事
件和发送要求 ,在条件满足时自动向客户发送消息。
真正的个性化应该是动态而主动的 ,在最初的规则
制定好之后 ,系统能够自动跟踪用户的使用倾向。
结合人工智能的推拉技术能够让我们图书馆为读者
提供更好的个性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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