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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馆藏资源整合层次分析和体系设计*

摘摇 要摇 在开放式资源共享环境中,图书馆需要建立开放式的馆藏资源整合体系,整合范围包括宏观、中观和微

观三个层次,整合内容包括信息源的整合、信息内容的整合和知识单元的整合。 开放式的馆藏资源整合体系大

致可分为联盟、集合、收割、调用、集成五个子系统。 图 1。 参考文献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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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In the open environment of resource sharing, library should establish an open system for the integration of
library resources. The scopes of integration can be classified into macroscopic, medium and microscopic ones, and the
integration includes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sources, information contents and knowledge units. Generally speaking,
a system for the open collection resource integration consists of five subsystems of union, aggregation, harvesting, transfer
and integration. 1 fig. 15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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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开放式馆藏资源整合概述

为了支持数字环境下的图书馆集成服务,给用户

提供一个真正面向服务的、公共的、可扩展的集成环

境,图书馆需要对馆藏资源进行整合并构建开放式馆

藏资源体系,这使得图书馆信息资源整合成为信息资

源建设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实践的需要推动了

研究的进展,信息资源整合成为近年来图书馆学情报

学领域的研究热点。 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传统

文献资源和数字资源的整合、对不同系统的异构数字

资源的整合,以及对某些特殊的、非标准的信息资源

的专门整合等三个方面,围绕着整合的方式、关键技

术和模式展开,关注的焦点是图书馆如何实现现有信

息资源的整合。 馆藏资源的整合需要围绕馆藏资源

体系中的层次展开[1] ,对馆藏资源整合进行范围和

内容的层次分析,能在现有图书馆资源整合发展的基

础上,拓展馆藏整合的深度和广度,并根据用户不同

层次的需求,建立保障图书馆集成服务的馆藏资源整

合体系。
本文主要探讨的“馆藏资源整合冶应概括为:在

开放式资源共享的环境中,图书馆遵循一定的原则、
规范、标准,为可以提供给用户的所有资源(包括图

书馆拥有的馆藏文献信息资源和数字信息资源、图书

馆可存取的网络信息资源以及图书馆共享联盟的信

息资源、图书馆用户创建的资源等),建立不同载体、
不同形式、不同类型、不同系统和分散异构的“信息

孤岛冶之间的关联,实现开放式的动态信息资源无缝

接入和标准化的资源分编工作流程,使图书馆在统一

的数据存取模式下通过统一的信息门户为用户创建

服务集成平台[2] 。

2摇 开放式馆藏资源整合范围的层次分析

2. 1摇 宏观层次的馆藏资源整合

宏观层次的馆藏资源整合是依据地域分布,建立

在全国范围内各个地区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

基础上,通过图书馆行业广泛意义的协作,实现信息

资源从开发、组织到利用各个环节统一协调、统一标

准,提高整体馆藏资源的保障能力。 CALIS 就是一个

宏观层次的馆藏资源整合系统的范例,各个成员馆的

联合编目系统通过执行 Z39. 50 协议,以聚合的方式

整合各个图书馆平台上的异构 OPAC 数据库[3] 。
2. 2摇 中观层次的馆藏资源整合

中观层次的馆藏资源整合是以图书馆作为独立

的个体单位进行的信息资源整合,以实现基于本馆资

源的跨库检索、学科导航等,这也是一般意义上的馆

藏资源整合。 针对馆藏资源系统中的存储、检索和元

数据三大孤岛,对馆藏资源进行存储、检索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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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
存储整合是将馆藏资源分散的孤立的存储空间

加以组织和联合,进行统一管理和分配,形成海量的、
可无限扩展的虚拟的存储空间,分为存储空间的整合

和存储管理或接口的整合[4] 。 存储整合可应用的解

决方案有 UNI鄄STORE 等。
检索整合主要针对馆藏资源体系中具有存取权

限的资源。 这些资源被不同的机构利用不同的架构

开发,采用的数据结构和系统平台也各不相同。 检索

整合实现统一的检索界面,免去由于资源各成系统、
接口不一而造成的在各种检索界面之间频繁切换的

麻烦。 目前跨库检索整合技术系统主要有 MetaLib、
WebFeat Prism、 ENCompass、 Millennium Access Plus
(MAP)以及清华同方推出的异构数据库整合检索平

台 USP(Union Search Platform) [5] 。
馆藏资源组织的整合是实现馆藏资源整合的基

础,而组织整合中最为关键的是实现数字馆藏资源不

同描述标准的互换和映射。 通过元数据核心集和

MARC 的相互转换,用户可以在同一图书馆界面中同

时查找和利用 MARC 著录的文献信息资源和不同数

据库中用元数据著录的数字信息资源,而无需在

OPAC 或不同数据库检索界面上进行切换,并且能够

达到较高的查准率[6] 。
2. 3摇 微观层次的馆藏资源整合

在图书馆 2. 0 的环境中,图书馆需要将用户资源

纳入到馆藏资源体系中,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交互式

资源空间,实现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微观层次的馆藏

资源整合,建立基于用户体验的可用、互通、可塑的馆

藏资源体系。 微观层次的馆藏资源是基于用户需求

的个性化的资源整合,通过创建一个基于本馆馆藏资

源的虚拟资源的镜像,根据用户需求提供的线索,为
用户构建与其需求相关联的知识体系。

微观层次的馆藏资源整合实现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借助虚拟用户资源空间,利用智能代理技术,
对用户使用历史的资源进行知识关联、自动汇总和整

理,为用户实现个性化资源选择和存取提供空间,提
供满足用户即时需求的资源整合,使得这种资源整合

能主动适应图书馆资源的变化和资源分布性及异构

性,具有灵活性的特点[7] ;另一种微观层次的馆藏资

源整合是图书馆开发馆藏资源的 RSS ,用户可以通

过一个浏览窗口或阅读软件,将大量具有 RSS Feeds
的信息源聚合到一起,形成自己的信息门户,无需逐

一访问各种资源,就得到图书馆推送的信息[8] 。

2. 4摇 开放式馆藏资源整合范围层次之间的关系

馆藏资源整合的范围层次分析从信息资源开发

角度拓展了一般意义上的馆藏资源整合,界定了开放

式馆藏资源整合的范围,即要实现宏观层面广度上的

拓展和微观层面深度上的延伸。
以中观层面的馆藏资源整合为平台,将整合的资

源从图书馆实体所拥有的文献资源和数字资源,拓展

到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中其他成员馆的资源,将其纳入

到馆藏资源体系中,作为可以通过图书馆间接获取的

资源。 用户可以通过本馆信息门户查询和检索,并通

过文献传递和馆际互借实现资源的获取。 这种宏观

层面的馆藏资源整合必将通过资源的共享和流动加

强图书馆之间的关联,为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进一步

深化奠定基础。 以中观层面的馆藏资源整合为基础

和前提的微观层面的馆藏资源整合,提供了用户个性

化的交互式资源整合策略,为用户进行知识挖掘和向

用户提供知识服务提供了资源平台。

3摇 开放式馆藏资源整合内容的层次分析
3. 1摇 馆藏资源的信息源整合

馆藏资源的信息源整合是对馆藏资源的来源和

线索进行的整合,为多样化、分布式存在的信息源

(如数据库)提供的逻辑组织和导引,进而提供用户

获取信息资源向导功能。 主要有 OPAC 目录整合、资
源导航整合两种常用的方式。

OPAC 目录整合可以实现的是基于图书馆联盟

的书目整合系统和基于本馆资源的书目信息和数字

资源存取的整合。 前者主要通过执行 Z39. 50 协议聚

合不同平台上的异构 OPAC 数据库,建立书目整合检

索系统。 用户可以通过 OPAC 获得本馆资源中没有

的书目的馆藏信息,通过文献传递和馆际互借进一步

获取。 后者主要通过对数字资源进行 MARC 编目,
并在 MARC 记录里增加 856 字段,随后把这些 MARC
记录整合到 OPAC 检索系统中,形成实体和虚拟馆藏

的书目整合检索系统。 通过这种方式还可以进行核

心资源及其相关资源来源的整合。 用户检索到书目

信息后,可以立即阅读书刊的全文,还能浏览与之相

关的文字、音频、视频等资料[9] 。
资源导航的整合是将信息资源的检索入口整合

在一起,建立资源导航库,提供按信息资源名、关键

词、资源标识等获取资源的途径。 其功能主要是帮助

读者更加全面了解信息资源,供读者浏览或按一定的

特征来检索,并提供该资源的检索入口。 图书馆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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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资源的形式、内容涵盖学科等不同的逻辑主线分别

建立相应的导航系统,电子期刊导航系统和数据库导

航系统目前较为普遍。
馆藏资源信息源的整合是一种汇合整合方式,主

要是对馆藏信息资源来源的综合和合并,是对多个馆

藏体系的简单相加,不能实现资源的自动查重和二次

选择。
3. 2摇 馆藏资源信息内容的整合

馆藏资源信息内容的整合不是简单的对信息来

源的集合和链接,而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信息内容进

行分解、描述和揭示,剔除冗余、重复和劣质信息,对
数字资源内容与结构进行新的类聚和重组,形成一个

获取便捷、利用率高的优化数字资源体系。 馆藏资源

信息内容整合的实现依托于对不同类型和来源的信

息内容的深度揭示和规范描述,依照信息内容之间的

逻辑关系形成具有新的组织结构和功能的资源系统,
进而实现基于深层标引的分布式资源服务,其主要方

式是建立基于统一检索平台的馆藏资源链接整合。
馆藏资源链接整合的实现能有效地揭示某个主题研

究的历史及现状,关于某个作者的学术研究内容和方

向及其所作的贡献,各个学科在科学研究中的交叉与

应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科学信息的内在联系以及

用户所需核心资源和相关资源间的整合与链接关系

等。 目前,图书馆较为认可的馆藏资源链接整合逻辑

是分类链接整合和引文链接整合。
分类链接整合按照馆藏资源的分类,即先按照一

定的科学分类体系对馆藏资源进行归类,进而实现对

各类目具体信息内容的链接。 分类链接整合的目的

是便于具有潜在信息需求的用户对信息资源内容的

浏览,因此具有导航功能。 分类标引的科学性以及链

接点的设置合理性是分类链接整合的关键,应避免用

户因链接过多造成迷航和系统运行效率低下。
信息内容之间的相互引证关系反映了科学发展

的客观规律,体现了科学知识的累积性、连续性和继

承性,以及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 引文链接整合就

是利用信息资源超链接的特性,通过参考引文把所有

资源都联系起来,形成一种反映各信息条目之间直接

和间接关系的知识结构性网络体系,对于促进知识创

新和科学交流发挥着积极作用。 引文链接整合的范

例是“ISI web of knowledge 学术资源体系冶,它在跨库

交叉检索的基础上,揭示信息内容引用和被引用等相

关关系,构成基于参考文献的多类型资源内容整合

体系。

开放式的馆藏资源体系要求建立的是静态和动

态相结合并以动态链接为主的链接整合体系。 静态

链接是链接源和链接对象间的链接都是事先固化在

URL 或链接记录中,且往往只能处理一对一的链接,
因此对建立链接后出现的新链接对象、链接对象的物

理移动、一对多情况下的选择性链接都无能为力。 而

动态链接系统则是在用户需要链接时才根据一定的

规则计算链接路径和进行链接,因此可以对用户链接

前出现的链接对象或位置予以链接,也可以在链接计

算规则中嵌入选择规则实现选择性链接,体现了未来

链接 整 合 的 趋 势, 例 如 SFX / OpenURL、 CrossRef /
DOI 等[10] 。
3. 3摇 馆藏资源知识单元的整合

馆藏资源知识单元的整合是对各种类型的信息

资源进行知识分解、组织、揭示、转换和关联,构建以

用户需求为导向的动态知识体系,并保持知识体系的

整体性和关联性,通过知识因子的有序化和知识关联

的网状化,使众多知识单元关联为相互渗透、相互作

用的有机体,发挥科学知识的整体功能,其方式主要

有面向问题和基于知识地图两种。
面向问题的知识单元整合是通过资源和用户的

交互,围绕用户问题相关知识进行关联和组合,在此

基础上提供一组解决方案,并利用相关知识对用户进

行问题的引导和处理。 面向问题的知识单元整合首

先要对用户的问题进行表示,即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

建立逻辑、语义网、过程以及框架等知识表示方法,对
用户实际问题用知识语言表示;第二步是对资源进行

标引,对涉及到的知识因子进行指标(知识单元)权

重(如词频统计)的计算;第三步是对提问进行引导

和修正,即通过交互对用户提问涉及到的知识单元进

行确认和启发式的引导和修正,主要是利用规范的同

义词、近义词进一步确定用户问题涉及的知识单元即

规范化的关键词;第四步是将涉及到的知识单元在馆

藏资源体系中进行匹配和检索,构建用户问题的核心

和相关的知识整合体系。
基于知识地图的馆藏资源整合,是通过图形化的

联结方式,自动将馆藏资源中各个学科的知识单元进

行关联,让用户直观快速地实现知识检索的拓展和关

联。 一般来说,知识地图有三个核心要素:淤知识单

元摘要。 知识地图最根本的内容就是知识的索引,必
须能在知识地图上见到知识的概要。 于知识的相互

关系。 数字资源中的各类知识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各

种联系的,知识地图应该能根据这些联系将知识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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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超链接一样关联起来。 盂知识的存储要素。 知识

地图不是知识的具体存放点,只是一个索引,所以知

识地图中必须包含知识的存储要素、知识的获取方法

等。 因此,在获取有关知识后,首先应将有关知识分

解成知识单元,然后将基本知识单元进行关联,最后

才形成可用的知识地图[11] 。
上述两种馆藏资源知识单元的整合都是从用户

的即时需求出发,力图实现对馆藏实体和虚拟资源的

智能化的知识重组和整合。 对知识单元的整合是馆

藏资源整合的未来发展方向。 在图书馆 2. 0 开放式

的环境中,应将用户参与纳入到整合的流程和体系

中,实现用户自助和互助的双重模式。 所谓自助模

式,是用户借助图书馆智能化交互界面,通过图书馆

馆藏资源知识服务进行知识单元整合和知识体系的

动态构建,进而实现自我信息需求的满足。 所谓互助

模式,是通过用户群内知识共享和知识交互,实现用

户间以馆藏资源体系为基础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

的转化,直接地获得知识线索和问题求解。
3. 4摇 开放式馆藏资源内容层次之间的关系

从馆藏资源信息源的整合到馆藏资源信息内容

的整合,再到知识单元的整合,是建立在对馆藏资源

的揭示深化的基础上,同时也是针对用户需求的细化

和深化。 对馆藏资源信息源的整合是针对用户模糊

的、潜在的和不明确的信息需求,告诉用户在哪里可

以找到所需要的信息资源,有哪些信息资源可以为用

户所用,为用户满足信息需求划定了基于馆藏资源体

系的合理范围;对馆藏资源信息内容的整合,是针对

用户明确的可以通过检索式表达的信息需求,把具体

信息内容条目从各个不同的信息源中抽取出来,是对

用户信息需求相关的信息内容的重组和关联性拓展,
将所有与检索相关的信息内容“一揽子冶提供给用

户;而对知识单元的整合则是深入到用户需求的实

质,用相互关联的知识因子表达信息需求,打破信息

资源来源和信息条目等形式上的限制,是通过构建知

识地图等方式直接面向用户问题的知识求解。 这是

一个用户需求的导向性不断增加的结构。 据此,开放

式馆藏资源内容层次的深入体现着馆藏资源从藏到

用的不同侧重,体现着馆藏资源整合从以“资源为

本冶向以“用户为本冶的转变。

4摇 开放式馆藏资源整合体系

开放式的馆藏资源整合体系力图实现以馆藏资

源为基础的最大限度的资源整合,在图书馆已有资源

和系统的基础上,将所有用户可利用的资源进行不同

范围和内容层次的整合。 数字环境中,馆藏资源建设

延伸到图书馆物理实体之外,强化了图书馆数字馆藏

资源的保障和服务能力,以及在整个数字环境中系统

的运作及其发挥的作用。 图书馆必须对数字对象实

施合理配置以提供有效服务,不仅需要关注数字馆藏

建设的程序和资源的数字化表达,而且需要整合图书

馆的各类型馆藏资源并进行统一数字界面中的分

配[12] 。 开放式馆藏资源整合体系(如图 1)以馆藏数

字资源和文献资源为主体,将基于用户体验和用户创

造的资源关联在馆藏资源体系中,是各个层次馆藏资

源整合的实现基础,大致可分为联盟、集合、收割、调
用、集成五个子系统。

(1)联盟。 联盟是以图书馆联盟和图书馆目标

用户群为基础,将联盟成员馆资源、联机公共资源、图
书馆已有资源、网络资源和新资源、用户资源纳入到

馆藏资源整合的对象中,意图实现最大限度的资源联

合和共享,建立馆藏资源保障体系的资源基础。
(2)集合。 集合是将不同资源所属的系统(不论

本馆的还是联盟成员馆的,文献资源系统还是数字资

源系统)集合在图书馆馆藏资源系统中,形成提供不

同系统链接入口的馆藏资源目录体系。
(3)收割。 收割的过程就是通过元数据收割协

议( The Open Archives Initiative Protocol for Metadata
Harvesting,OAI鄄PMH)实现不同系统数据间的交换。
OAI鄄PMH 提供了一个采用 XML 语言的元数据互操

作框架。 该框架可以提供数据,即建立和维护元数

据,并按 OAI—PMH 的要求将元数据暴露给外界;也
可以提供服务,即从众多的 OAI 数据提供者那里通

过 OAI鄄PMH 收割元数据,对动态 OAI 数据、静态 OAI
数据、Z39. 50 数据和其他非 OAI 数据进行整合,以统

一的格式为用户提供增值服务[13] 。 这样,OAI鄄PMH
就实现了三大功能:简化文本内容便于共享;促进电

子文档的存储和利用;扩展数字资源数据类型的存储

和利用范围[12] 。
(4)调用。 实现馆藏资源和馆藏书目数据库的

存储,便于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协同,并在各个数字

资源系统中利用不同的协议调用相关资源,建立图书

馆内外系统的关联运作并建立反馈和共享。 Web
Services 是将图书馆系统作为一个服务请求者,根据

一定条件通过 UDDI 注册机制发现合乎要求的服务,
找到服务提供者,然后通过 Internet 远程调用该服务。
在这种方式下,图书馆系统作为服务请求者,只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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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一种通用的组件接口即 Web Service,就可以利用

现有的 Internet 上的 Web 服务,而无需考虑其内部的

实现机制、操作平台、开发语言等细节。 同时,对该服

务的调用通过 SOAP 消息机制远程实现。 因此,两者

之间实现的松散耦合机制使得即便在日后的运作过

程中相关的服务发生了接口上或者功能上的更改,数
字图书馆一方也可以通过服务的描述性文档及时地

发现,并自动进行调整。 这样可以实现一种动态实时

进行资源和服务整合的图书馆 [14] 。 通过智能代理

形成用户个性化的馆藏资源镜像,在 MyLibrary 系统

中实现用户创建的内容与馆藏资源具体信息内容和

知识因子的关联和整合,并将用户公开的内容与具体

的信息和知识单元有针对性提供给用户以满足其

需求。
(5)集成。 以信息源、信息内容、知识单元三种

不同层次的资源内容整合为基础,集成图书馆系统的

查询、检索、导航和获取等服务,形成图书馆公共信息

门户。 用户可以通过个性化信息门户和公共信息门

户存取图书馆馆藏资源。

图 1摇 开放式馆藏资源整合体系

5摇 结语

随着信息资源整合的发展,人们对信息资源整合

的认识逐步加深,信息资源整合的内容也从文献信息

资源的共建共享逐步拓展到与信息资源相关的各要

素的整合,如网络整合、应用整合、管理整合等等,信

息资源整合的内涵与外延得到很大的拓展[15] 。 这就

意味着信息资源整合将更多地涉及到国家信息资源

保障体系建设和以用户为导向的信息资源开发和利

用。 信息机构间的网络协同、信息技术支撑环境、组

织管理、相关信息政策和法律法规、信息标准、信息市

场、图书馆文化等非技术因素将是馆藏资源整合的关

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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