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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资源信息含量大 ,出版周期短 ,传播速度

快 ,是广大读者首选并被广泛利用的最有价值的信

息源。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网络时代的到

来 ,期刊资源更是日益丰富 ,种类不断增多。传统的

图书馆期刊资源建设理念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变

化。因此 ,基于因特网的电子期刊服务引起图书馆

人的巨大关注。建设电子期刊检索网站 ,可以使期

刊充分发挥学术价值、信息价值和参考价值 ,更好地

　　(3) 检索项之间进行逻辑组配 ,编制检索表达

式。不管是数据库还是网上的搜索引擎 ,几乎都具

有逻辑组配检索功能。由于已确定的检索项表达的

主题概念间存在逻辑关系 ,可以通过使用布尔逻辑

算符和位置算符对检索项进行组配 ,编制成检索表

达式。常用的布尔逻辑算符有“逻辑与”(and) 、“逻辑

或”(or)和“逻辑非”(not) ;常用的位置算符有“near”、

“with”、“field”等算符。

312 　选择检索工具

(1)科研选题和科研进行中 ,由于要检索比较专

业的、学术性较强的文献信息 ,如正式发表的期刊论

文、会议记录等 ,应选择网上数据库检索系统 ,以保

证检索结果的全面性和权威性。

(2)网上商务信息数据库的比重逐年增加 ,如中

文的万方数据资源系统和美国的 Dialog 公司均提供

许多很有特色的商务信息数据库 ,用户如要检索比

较准确和系统的商务信息 (包括政策与法规、市场、

金融、商品等) ,也可以选择网上数据库信息检索系

统 ,登录其网站 ,进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有偿信息检

索。

(3)检索时效性较强的信息 ,如新闻报道、最新

商务信息等 ,可以选择网上搜索引擎。搜索引擎具

有信息传递速度快且免费检索的特点 ,但对于学术

性强 ,比较专深的课题 ,用搜索引擎检索效果不理

想。

(4)针对具体的检索课题 ,可根据实际情况选用

不同类型的信息资源灵活地配合使用 ,取长补短 ,即

以专业性或综合性数据库检索为主 ,适当辅以网页

搜索的检索方法 ,以达到最佳检索效果。实际操作

中 ,用户最常用的就是这种综合运用的方法。

参考文献

1 　黄如花. 网上电子期刊的利用. 图书情报工作 ,2001 (12)

2 　陈光祚 ,夏立新. 我国网络图书现状分析与发展对策研

究.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2 (2)

3 　李家清. 开发利用网络信息资源的对策研究. 图书情报

知识 ,2001 (1)

4 　司莉. 因特网上的图书馆虚拟文库建设. 图书情报知识 ,

1999 (1)

5 　李毅萍. 网络报纸资源及其开发利用. 图书馆论坛 ,2001

(4)

6 　王建仑. 网络科研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图书情报工

作 ,2000 (2)

王云娣　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信息咨询部主任 ,副研

究馆员。通讯地址 :浙江金华。邮编 321004。

(来稿时间 :2002209219)

—16—

　　　　　　 中国图书馆学报 (双月刊) 2003 年第 3 期

ZHONGGUO 　 TUSHUGUANXUEBAO



为教学科研服务 ,具有重要意义。

1 　电子期刊检索网站的开发环境
111 　操作系统

当前市场上用作 Web 服务器的操作系统主要有

两大类 :一类是微软公司提供的 Windows 操作系统 ,

一类是 UN IX系列操作系统。Windows 操作系统的

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它的界面美观实用 ,操作简便 ,

通俗易懂 ,更适合于非专业人员使用和维护 ,能够满

足中小型 Web 站点 ,特别是一些访问量不太大的站

点的需求。UN IX 操作系统拥有 Windows 操作系统

不可匹敌的网络性能 ,其安全稳定的特点足以使得

Web 站点能够做到全年不宕机。专业人员显然更青

睐 UN IX。

建立一个电子期刊检索网站 ,必须两方面因素

权衡考虑。检索网站大多都是对数据库的读取操

作 ,而删、增、改的情况较少 ,所以服务器的压力并不

是很大。考虑到网管人员操作的简便易行 ,Windows

2000 不失为很好很实用的选择。

112 　Web服务器

现在流行的 Web 服务器 有 : Microsoft IIS ,

NetscapeEnterprise , IBM Dom ino Server + Webspare

等。微软的 IIS 是 Windows 自带的 ,非常容易获取。

IIS使用多线程方式 ,基本上还是值得信赖的。但是

系统管理员必须根据经验定期重新启动 N T 服务器 ,

来预防不可预料的 Web 服务停止现象 ,要求更高的

服务器只好采用昂贵的多服务器热备份系统。

免费 Web 服务器 Apache 使一切变得完美。A2
pache 充分考虑到进程带来的稳定性特征 ,以及线程

带来高效率的特点。它会预生成多个进程 ,而每个

进程中使用多个线程提供 Web 服务。由于存在多个

进程 ,即使一个进程死了 ,也不会影响到整个 Web 服

务。Apache 带来了稳定性和高负载能力。

Apache 属于 GNU 软件 ,有专门的 Apache 组织

提供 ,可以免费下载 ,站点地址是 http :/ / www. A2
pache. org。

113 　开发工具

当前 ,服务器端脚本是开发动态网页的常用方

式 , 比 较 流 行 的 有 : Active Server Pages ( ASP ) ,

JavaServlets , Personal Home Page ( PHP) 等。这些技

术中 ,既包括有大公司支持的软件 ,如 ASP ,也包括

通过因特网进行合作开发的开放源代码软件 ,如

PHP。

PHP除了向浏览器发送动态网页 ,还能发送不

同 HTTP 头标识 ,使其能提供网页重定位、与 Web 服

务器的安全认证结合的功能 ,以及设置 Cookie 的能

力。PHP 能提供与多种数据库直接互联的能力 ,包

括 MySQL 、Sybase、Informix、Oracle、MsSQL 等 ,也能

支持 ODBC。并通过额外的库 ,能够支持会话管理和

XML 处理 (这些库都是基本的库 ,因此也是 PHP 用

户的基本配置) 。

现在的 PHP 功能相当丰富 ,除对 Web 数据库的

支持 ,还可以进行 Web 安全认证 ,图像的动态生产 ,

Socket 的链接 ,文件的读写 ,系统调用等功能。丰富

的函数使它变得相当灵活易用 ,并能很好保证 Web

站点的安全可靠。至此 , Windows2000 + Apache +

PHP 构架了电子期刊检索网站的开发平台。

114 　后台数据库

PHP能兼容各种数据库 ,所以后台数据库的选

择面就相当的大。一般来说 Oracle 稳定成熟 ,适用

于大型数据库。而 MySQL 与 PHP 结合紧密 ,在运

行小型数据库时性能优异 ,对于电子期刊网站是个

不错的选择。但是笔者在建立网站的时候 ,更多考

虑到 PHP 源代码的兼容性 ,所以采用了 ODBC 方式

与数据库相连 ,这样 PHP 就无须过问后台是何种数

据库 ,都一样可以运行。当后台数据库变化时 ,源代

码基本可以照搬套用 ,不会有很大改动。而且 PHP

以缺省方式支持 ODBC ,所以不需要改变 php. ini 的

任何配置 ,就可以和数据库畅通无阻地建立联系。

2 　安装文件的配置
安装电子期刊检索网站的开发平台 ,需要配置

的主要文件是 Apache 的 http . conf 和 PHP 的 php.

ini。

211 　Apache 的 http. conf

首先需要指示 Apache 安装的主目录 ,只要把

documentroot 的属性改为主目录的路径名即可。例

如 :documentroot = D :/ web.

其次 ,为了使 Apache 能够解释 PHP ,必须在

http . conf 中加入 3 句话 :

ScriptAlias/ php/ ”c :/ php/ ”

AddType application/ x2httpd2php. php

Action application/ x2httpd2php″/ php/ php. exe″

再次 ,如果缺省的语言不是中文简体 ,就必须将

AddDefaultCharset 的属性改为 ISO220222CN。

212 　PHP的 php. ini

首先将 extension dir 的属性改为 php 安装的实

际路径名。例如 :C : \ 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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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配置与 php 相连的数据库。例如 :使用 sql

server 数据库 ,只要将 extension = php mssql. dll 前的

分号去掉即可。

再次 ,php4. 0 以上版本需要把 register globals

属性改成 On ,使得页与页之间可以传输变量。否则 ,

所有的表单变量都将在提交到下一页的时候被丢

失 ,失去这一功能 ,即使最简单的 PHP 程序都无法正

常运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如果服务器中存在多

个 php. ini ,一定要把每个文件的这一属性都改变过

来才能生效 ,而不能只改变 c : \ winnt 下的 php. ini。

3 　电子期刊检索网站的主要功能模块
311 　数据导入模块

该模块的主要功能是把大量的数据导入到数据

库表中 ,并建立相应的索引。

数据更新及时与否 ,是一个检索网站至关重要

的方面 ,甚至可以决定网站的价值和生命力。数据

的导入并不只是在网站的初始安装中进行 ,而是一

个长期频繁的维护工作 ,几乎每隔一段很短的时间

就需要系统管理员导入一次数据。数据导入模块的

功能是评估检索网站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第一 ,页面外观。数据导入必须简单易行 ,界面

友好 ,操作直观。系统管理员是检索网站面对的第 1

个来访者 ,数据导入时需要管理员键入数据文件的

路径和名称 ,并且确认 ,最后返回一个导入成功与否

的结果。导入之前的网页必须给管理员足够的提

示 ,使他们能够比较容易地把文件名填写准确。数

据导入的过程 ,需要很长时间 ,也许几十分钟 ,也许

几个小时 ,甚至是 1 天。导入的进度需要程序体现出

来 ,让程序员掌握情况 ,不至于误认为系统处于死机

状态。数据导入完毕后提醒管理员重新启动服务

器 ,这样可以关闭某些可能残留的进程 ,以免影响数

据检索的速度。

第二 ,容错纠错。数据导入时 ,必须具有强大的

容错纠错能力 ,而不能因为一些小小的意外情况就

产生导入错误 ,甚至不能完成数据的导入。与此有

直接关系的是数据库结构的设计。通常需要导入的

数据都有一个固定的格式 ,字段的数量已经是个定

值。人们需要注意的是字段的类型和长短怎样规

定。笔者从实践中得出结论 :只有当字段为字符型

并且长度无限大时 ,容错能力最强。也就是说 ,此时

无论数据为怎样的形式都可以被插入到数据表中。

但是 ,实际操作中 ,不同的数据库对于字段长度都有

所限制 ,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最大程度扩大字段的

长度。当然字段长度过长会直接影响检索 (select) 的

速度 ,所以就有必要建立原始数据表以外的表作为

索引 ,来改善查询速度。至于字段的类型 ,建议原始

表中全部定义为字符型 ,除非某一字段可以确定是

数字而绝不会出现字符。可是面对如此庞大的源数

据 ,有谁能够担保一定没有意外出现呢 !

此外 ,在 PHP 程序中用单引号来标识 SQL 语

句 ,当记录值中包含单引号时 ,就会被程序误认为表

示 SQL 已经结束 ,这自然会出现错误 ,导致这一条记

录无法成功写入数据表。所以每一条记录必须预先

检查一遍 ,过滤掉所有的单引号 ,或者用别的符号代

替。

第三 ,建立索引。索引是检索效率的保障 ,正是

因为有索引的存在 ,才能让网站在几秒、几十秒的时

间内把检索结果返回给用户。索引是在数据导入的

同时建立的。这里把索引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表自

带的索引 ,用 create index 语句建立 ,这类索引是帮助

主表中的源数据排序 ,当指针遍历主表的时候 ,可以

根据此索引很快找到需要的记录。其实 ,这就是人

们通常所说的主键。第二类索引实质上就是一个数

据表 ,它通常只有两个字段 ,其中一个是关键字字

段 ,另一个是主表的外键字段。外键字段中的数值

与主表的主键值多对一对应 ,当检索某关键字时 ,根

据外键字段中取得的值到主表中寻找 ,就能找出与

此关键字对应的记录 (可能找到多条记录) ,从而完

成检索过程。值得注意的是 ,建立索引的目的就是

提高检索效率 ,因此 ,索引中关键字就应该尽量缩短

长度 ,这样才能有效保证检索速度。

第四 ,源数据分年度存储。由于源数据通常都

非常庞大 ,而且源源不断 ,所以如果把所有的数据都

放在一张表中 ,主表将变得无限冗长 ,影响检索效

率。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把源数据分年度

存储。分年度建表和插入数据是数据导入编程的难

点之一。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在每插入一条数据之前

检测该年度的表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就插入数据 ,否

则就建表 ,建索引 ,再直接插入该条数据 ,然后进行

下一次循环 ,检测下一条记录的年代以及此年度是

否有数据表 ,如此循环往复。这样每次循环都做一

次判断 ,根据判断结果决定是否新建数据表 (同时建

立索引) ,但无论判断结果如何都要插入数据 ,所以

程序会显得过于冗长。笔者建议把巨大的 SQL 语句

写成函数 ,在每次循环中间调用 ,从而有效简化程

序。但是函数不能编得太多 ,否则会影响程序的可

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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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中还应设计另一张表 ,专门记录源数据

表的数量 ,每增加一个源数据表 ,就在该表中增加一

条记录 ,它的值是年代。只要在检索页面上显示出

该表的每一条记录 ,就可以动态地显示出目前共有

哪几个年度的数据。

312 　检索模块

这个模块是电子期刊检索网站的主体。它直接

面向用户 ,为用户提供多种检索途径 ,并返回用户需

要的检索结果。

检索途径有很多种 ,比较常用的包括作者、ISSN

号、期刊名、文章名、关键词、年代等入口。

笔者建立的网站提供简单检索和复杂检索两种

方式。

简单检索 ,顾名思义 ,只须读者键入一个关键

词 ,立即返回结果。在结果中 ,此关键词可能出现在

题名、刊名和作者名中。

复杂检索 (advanced search) 中 ,编程的难点主要

有三 :全名检索、关键词检索和二次检索。

第一 ,全名检索。要实现全名检索的功能就必

须在索引中加入全名作为关键词。但是全名通常都

非常长 ,而索引为了提高检索效率 ,把关键词字段定

义得很短 ,所以就有必要对全名做一些处理。首先

应过滤所有的标点符号 ,其次需要过滤的是一些常

用并且没有意义的词 ,比如英语中的介词、冠词、副

词以及期刊名中常出现的 journal、review 等。这些词

都存储在另外建立的非用词表中 ,把全名中每个词

和非用词表中的值做比较 ,如果有相同的就在全名

中去掉。最后压缩掉所有的空格 ,并且取出全名的

前 50 个字符就生成了全名关键词。用户在检索界面

键入全名后 ,也要做同样的处理 ,才能在索引中找到

相应的记录 ,取得主表的主键值。这些工作相当烦

琐 ,需要用到 PHP 的很多函数。

第二 ,关键词检索。在高级检索中可以分出刊

名关键词、篇名关键词及作者关键词。建立索引时 ,

需要把刊名、篇名、作者名中的所有词 (过滤掉非用

词后)作为关键词插入索引 ,并且用特殊的标识区分

出篇名、刊名和作者名。当然 ,同一个全名中取出的

关键词指向的都是主表中的同一条记录。索引和主

表是多对一的关系 ,用户键入关键词时 ,可能会键入

很多词和符号 ,只能取其第一个空格之前的字符串。

如果有必要 ,可以提供多个填写关键词的文本框 ,便

于读者输入多个关键词 ,以缩小结果集。

值得注意的是当存在多个关键词时 ,一定要先

用每个关键词独立地在索引中检索 ,单一的关键词

得到单一的数组 ,数组的值是多个主表主键值的序

列。然后比较这几个数组 ,取出其中相同的值 ,作为

最后的结果。笔者做过实验 ,如果不用这种方法 ,而

先用一个关键词检索出结果数组 ,然后在此结果集

范围内找出有其他关键词的值 ,那么检索速度反而

大大降低。原因说明 :假设有两个关键词 ,用第一种

方法只需和数据库联系两次 ,然后比较一下数组就

可以得到结果 ,但用第二种方法时 ,假设第一个关键

词检索出 n 个主键值 ,那么第二个关键词至少要跟

数据库联系 n 次做判断操作 ,才能得到结果集。和

数据库打交道是程序运行速度的瓶颈 ,应该尽量减

少和数据库联系的次数 ,才能有效提高检索效率。

第三 ,二次检索。所谓二次检索就是在上一次

检索的结果中再次检索 ,提取出更贴近用户需求的

记录。二次检索可以和一次检索在同一个页面上进

行。二次检索时 ,用户输入新的关键词 ,然后提交表

单 ,那么第一次的结果集必须自动保留到二次检索

的阶段。笔者用了表单中的隐含 ( hidden) 控件。当

提交表单时 ,结果集就被自动隐含传送到指定的数

组内。此时 ,用新的关键词得出新的结果集 ,最后再

与原结果集比较 ,就得出了二次检索的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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