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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数字化长期保存研究态势分析∗
∗

郭红梅　 张智雄

摘　 要　 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产生了大规模的数字化对象，如何长期保存这些大规模异质数字化资源，受到了欧

盟国家的广泛关注。 欧盟委员会每年投入大量经费资助国家级大型存储机构进行数字化长期保存研究。 本文以欧盟委

员会在第六和第七框架中资助的 ２２ 项数字化长期保存项目为代表，从资源、研究重心、智能工具和方法等八个方面进行

分析，揭示目前欧盟数字化长期保存研究的总体态势：资源类型增多且结构日趋复杂，研究重心从基础概念转向对智能

工具方法以及语义技术的研究，从 ＯＡＩＳ 参考模型转向对工作流以及资源生命周期管理模型和框架的研究，测试平台涉

及学科领域更为广泛，而且很多机构加大了对资源的审计研究。 参考文献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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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计算机以及网络技术的发展不仅促进了新媒

介的产生，同时还促进了数字化资源的数量激增，
如何对这些大规模的数字化资源进行表示、存储和

管理以便未来使用，一直受到图书馆、档案馆等存

储机构的关注。 随着数字化长期保存研究的深入，
越来越多不同性质的机构意识到资源长期保存的

重要性；除了传统的机构外，不少公司企业也参与

进来；而且数字化资源类型日趋多样，结构日趋复

杂，如何有效保存这些大规模不同性质的数字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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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技术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０９ＦＴＱ００５）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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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成为全世界共同的焦点。 欧盟关于数字化长期

保存的研究起步较早，资助了很多与其相关的项

目，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是数字化长期保存领

域中的典范。 本文拟对欧盟委员会在第六和第七

框架（ＦＰ６ 和 ＦＰ７）资助的 ２２ 项数字化长期保存项

目①从数字化资源、方法工具以及系统模型框架等

八个方面进行调研，以这些项目为代表总结欧盟数

字化长期保存研究的继承演变以及总体现状，为其

他机构进行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２　 欧盟数字化长期保存的资源类型和结构

在欧盟数字化长期保存过程中，资源类型变

得越来越复杂，早期项目集中对单一文件格式的处

理，比如办公文件或视听资源的保存。 第五和第六

框架中资助的项目比较关注办公文件的存储（以文

本文档和图像为主），其中提出的一些基本概念和

方法 可 适 用 于 很 多 场 景。 ＰＬＡＮＥＴＳ②、 Ｐｒｅｓ⁃
ｔｏＰＲＩＭＥ③、 ＰＡＲＳＥ． Ｉｎｓｉｇｈｔ④、 ＣＡＳＰＡＲ⑤ 和 ＳＨＡ⁃
ＭＡＮ⑥ 项目对视听资源和科学数据的保存进行了

大量研究，其中 ＳＨＡＭＡＮ 是一个明确提出利用产

品生命周期管理办法（ＰＬＭ） 对工作流保存的

项目［１］ 。

第七框架中资助的数字化长期保存项目主要

针对数据结构更为复杂的资源内容，如 ＬｉＷＡ⑦、
ＳＣＡＰＥ⑧、ＢｌｏｇＦｏｒｅｖｅｒ⑨、ＡＰＡＲＳＥＮ 和 ＡＲＣＯＭＥＭ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项目主要处理

与科学社会网络相关的资源，解决了在常规格式文

件存储中遇到的问题。 其中 ＬｉＷＡ 是世界上第一

个网络归档系统，作为网络归档的开端，其结果对

该领域的实践者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是网络

归档技术最好的实践者，有助于网络归档技术在欧

洲范围内的协调，对互联网的内容特征（如规模大

小、分布、来源、结构等）具有深入揭示能力；ＳＣＡＰＥ
项目为复杂数字化对象大规模、异质数据集的存储

提供半自动化的工作流［２］ ；ＢｌｏｇＦｏｒｅｖｅｒ 项目主要进

行网络日志内容的保存；ＥＮＳＵＲＥ 处理来自卫生保

健和金融方面的科学数据；ＤＵＲＡＡＲＫ 项目主要

对 ３Ｄ 建筑学数据进行保存；ＤＩＡＣＨＲＯＮ 项目对

关联开放数据进行存储；ＦＯＲＧＥＴＩＴ 项目对多媒

体报道的个人事件资源以及机构信息进行保存。
目前长期保存项目主要集中对交互对象、嵌入

对象、本体以及短暂数据的存储。 ＴＩＭＢＵＳ 项目主

要对进程和应用数据进行保存；ＰＥＲＩＣＬＥＳ 项目

通过资源内容生命周期的语义演化来提高信息的

重用；Ｗｆ４Ｅｖｅｒ 项目关注对科学工作流的保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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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工作流的重用和有效检索以及存储提供技术

框架①；ＤＡＶＩＤ 项目②主要对数字化视听资料的损

害进行预防和修复，由此可看出长期保存更关注对

物理文件的数据、结构和行为进行分析，改变了以

往仅以数据为中心的现象［３］ 。

３　 欧盟数字化长期保存研究重心的变化

早期数字化长期保存项目主要由数字图书馆

和档案馆发起，集中于对基本概念、系统架构和存

储方法进行定义探讨，常包含资源的选择和评估、
元数据的定义、唯一标识以及特性工具的描述等，
该阶段代表性项目有 ＥＲＰＡＮＥＴ③ 和 ＤＥＬＯＳ④。 其

中 ＥＲＰＡＮＥＴ 是欧盟第六框架中资助的项目，它的

主要目标是提高数字化长期保存的意识，对文化遗

产和科学对象进行评价和存储以实现资源共享；
ＤＥＬＯＳ 是与数字化图书馆相关的卓越网络，它将

欧洲数字化图书馆研究集成在一起，通过可信的中

间框架提供多种个性化服务，便于各机构之间进行

交流沟通。
随后不少项目尝试将一些可用的、已存在的

方法、工具和模型等嵌入到长期保存系统架构中，
该阶段主要关注对数字化长期保存工具的扩展应

用研究。 存储模型与系统架构的集成促进了工作

流中组件与其他系统的集成和重用，如 ＰＬＡＮＥＴＳ
交互框架、ＣＡＳＰＡＲ 的集成框架以及 ＳＨＡＭＡＮ 项

目中利用网络技术的集成保存框架［４］ 。 另外一些

数字化长期保存项目关注新方法和工具及其在具

体场景下的应用研究。 如 ＰＲＯＴＡＧＥ 项目关注代

理环境的运用⑤；ＡＲＣＯＭＥＭ 项目关注社会网络的

使用；ＬｉＷＡ 项目关注网络资源的归档；ＫＥＥＰ 项目

主要利用仿真技术进行归档⑥；ＤＩＡＣＨＲＯＮ 项目基

于关联数据和现代数据库系统技术对网络数据进

行保存；ＦｏｒｇｅｔＩＴ 项目将管理遗忘模型、协同存储和

场景记忆三个概念结合起来，以简化个人和机构对

数字化资源的存储。
随着视听资源的激增，在技术陈旧、媒介退化，

关键人物、进程和系统失效的情况下，如何保证视

听资源的安全性是 ＤＡＶＩＤ 项目主要解决的问题，
它不只是对视听资料已产生的损害进行修复，而且

从未来的角度对可能产生的损害进行探测和预防

以提高长期保存的质量［５］ 。
近期启动的 ４Ｃ 项目⑦对长期保存过程中使用

的工具和方法关注较少，而是从投资收益的角度对

各数字化长期保存项目进行分析，帮助欧盟长期保

存机构进行数字化资源管理和存储的成本效益分

析，使其投入获得最大收益。 因此在保存过程中应

该包括风险、价值以及质量等相关概念的研究［６］ 。

４　 欧盟数字化长期保存工具和方法相关

研究

４ １　 长期保存工具和方法的可扩展性研究

已存在的数字化长期保存工具大多是为实现

系统某种具体功能，并不适用于对大规模数据的操

作。 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常需要对大批量的资源

内容进行处理，如网络资源的归档以及大型机构

（如图书馆和档案馆）资源的仓储，这就需要我们

开发一些可扩展的、可处理大量资源的工具和

方法。
在 ＳＣＡＰＥ 项目中，为实现可扩展性，除封装组

件外还利用虚拟机映射来封装复杂的软件环境，
ＩａａＳ（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ｓ⁃ａ⁃Ｓｅｒｖｉｃｅ）服务提供了云托管

模型，并利用云存储技术对存储结构松散的大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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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进行扩展存储和处理［２］ ；ＴＩＭＢＵＳ 项目利用云存

储技术以及可视化保存技术进行扩展操作；长期以

来网络资源快照复制一直是“ｆｒｅｅｚｉｎｇ”存储，ＬｉＷＡ
项目把这种单纯的快照复制存储转化为“ｌｉｖｉｎｇ”的
网络存储，建立了大规模数据分析测试平台，开发

基于互联网规模的可扩展方法；ＦＯＲＧＥＴＩＴ 项目中

通过智能保存过程和双向平滑转换来实现信息使

用和保存管理之间的协同存储；ＤＵＲＡＡＲＫ 项目从

不同语义层面进行数据的查找和使用；ＰＥＲＩＣＬＥＳ
项目开发 ＷＰ３、ＷＰ４ 和 ＷＰ５ 三个工具包，分别从

概念模型、工具方法、过程规则进行研究，以上项目

通过使用和开发可扩展工具来实现机构长期存储

的可扩展服务，从而提高数字化长期保存的水平；
ＥＮＳＵＲＥ 研究生命周期工具在长期保存中的适用

性，提出了数据保存生命周期管理机制，能对初始

条件的变化作出动态响应，比如规则、格式或者经

济条件等；ＡＰＡＲＳＥＮ 以 ｐａｙ⁃ｐｅｒ⁃ｕｓｅ 模式提供服

务，运用云存储技术定义了 ＰＤＳ 云模型，是对 ＣＡＳ⁃
ＰＡＲ 项目中的存储框架方法 ＰＤＳ 进行扩展得到

的，并可与 ＥＮＳＵＲＥ 项目中的案例进行集成［７］ 。

４ ２　 长期保存智能工具和方法研究

早期数字化长期保存工作需要具有相关专业

技术知识的人员来实施，而且存储过程中使用的方

法也需要人为进行交互，并不能实现智能存储和自

动化处理。 目前趋势是开发一些智能化工具和方

法来辅助用户并支持决策过程，开发和利用知识库

以及创新方法和工具来支持大量异质数据在复杂

场景中的使用。
Ｐｌａｔｏ 是一种开源的、支持网络决策的工具，其

基本概念是在 ＤＥＬＯＳ 项目中提出的，在实际应用

中经过多次修正和凝练，最终在 ＰＬＡＮＥＴＳ 项目中

提出了充分论证的、支持透明决策的 Ｐｌａｔｏ 保存计

划方法。 使用 Ｐｌａｔｏ 工具可以呈现一个完整的长期

保存计划，通过执行相应程序可实现知识库的集

成、自动化测度以及原始对象迁移前后的比较，同
时还可对保存计划进行监测①。 ＳＣＡＰＥ 项目以保

存计划工具 Ｐｌａｔｏ 为基础，集中于对大规模资源内

容的处理，提供自动化的决策支持过程。
ＧＲＡＴＥ 方法是在 ＰＬＡＮＥＴＳ 项目中提出的，它

不仅通过网络提供了专用软件的远程接口，而且允

许用户上传原始数字化资源，这些资源可在类似的

服务中（如长期保存项目 ＤＲＯＩＤ② 和 ＰＲＯＮＯＭ③）
进行自动化识别，也可对已存储对象的元数据进行

展示；ＧＲＡＴＥ 可将这些资源放到模拟环境下进行

使用，在必要的时候还可将它们复制到用户系统

中；此外 ＧＲＡＴＥ 方法可通过按键对模拟环境进行

控制，减少本地仿真器的构建，可对模拟操作系统

内容运行的软件进行自动化管理，如连接网络共享

或关闭模拟机器等。
在数字化长期保存方法的最新发展和自动化

系统基础上，ＰＲＯＴＡＧＥ 项目提出了可解决大批量

异质性资源存储的先进软件代理技术，通过复杂和

可扩展的软件代理实现资源的自动化长期保存。
这些软件可与其他数字化长期保存系统进行集成

交互，支持数字化资源的提交、保存系统的监测以

及知识库之间的转移等操作。 ＰＲＯＴＡＧＥ 方法是一

个灵活的、分散的软件代理商系统，可独立运行但

需要与其他资源合作来制定决策支持过程，该方法

在保存、检索和共享数字化对象过程中需要用户

参与［８］ 。
ＰＥＲＩＣＬＥＳ 项目的核心研究是 ＷＰ３、ＷＰ４ 和

ＷＰ５ 三个工具包的开发，ＷＰ３ 基于关联数据原理

定义了概念框架统一模型，可对动态存储环境进行

表示，并可与长期保存系统中的描述语言和工具进

行集成；ＷＰ４ 用于研发识别、抽取、分析和封装数字

化对象以及相关存储环境的分析工具和方法，可对

表示信息、语境信息、语义内容以及元数据进行描

述；ＷＰ５ 对已存在的生命周期存储模型进行扩展，
以适应存储环境的不断扩展演化，主要关注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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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制定一些具体的过程和规则，此外它也开发

一些对存储环境进行管理的过程和工具，尤其是评

估过程［９］ 。

５　 概念模型和系统框架的发展

５ １　 基于ＯＡＩＳ参考模型的发展

ＯＡＩＳ 参考模型以及术语是数字化长期保存领

域中通用的基本概念和模型，但该参考模型并不能

详述所有长期保存系统，在后来的数字化长期保存

项目中逐渐得到完善和细化［１０］ 。 ＣＡＳＰＡＲ 概念模

型是 ＯＡＩＳ 框架模型最好的实践者，建立在 ＯＡＩＳ
模型之上并对其进行了扩展和修正，提出了一个可

广泛使用的框架模型，可对保存元素进行识别标

识，也包括对表示信息和保存描述信息进行详细描

述的信息模型。 ＣＡＳＰＡＲ 把 ＯＡＩＳ 兼容模型中的概

念进行形象化表示，提供了有助于人们进行信息和

知识存储的指导方针和方法等，它通过概念之间的

依赖性，定义易于理解接受的概念；除了提出正式

的概念模型外，ＣＡＳＰＡＲ 还发展了很多工具并将其

应用在实际数据中。 ＳＨＡＭＡＮ 项目最先从系统设

计角度来解决数字化保存问题，它识别了系统的主

要特性和需求，促使利用企业架构框架来解决数字

化保存，建立一个开放分布的资源管理基础框架，
实现基于网格的资源整合，利用 ＧＲＩＤ 计算，联合

数字图书馆和持久性存档领域中的虚拟和分布技

术来改善和扩展 ＯＡＩＳ 模型。

５ ２　 有关工作流保存的概念模型和框架

ＳＣＡＰＥ、 ＥＮＳＵＲＥ 和Ｗｆ４Ｅｖｅｒ 项目主要解决工

作流数字化对象的保存问题。 ＳＣＡＰＥ 系统提供了

数字对象的管理和计算平台，可与其他子系统如计

划和监测子系统等进行交互，其中计算平台可将数

据存储与网络处理集合在一起，可对数据密集型资

源进行计算，尤其支持 ＳＣＡＰＥ 工具和工作流的部

署、识别和并行操作，并可将不同的数据源和数据

接收器集成在一起。 ＥＮＳＵＲＥ 项目中 ｐａｙ⁃ａｓ⁃ｙｏｕ⁃
ｇｏ 框架是基于云存储技术进行构建的，不仅可降

低数据丢失的概率，而且能支持系统的自动化存

储。 Ｗｆ４Ｅｖｅｒ 项目为科学工作流的长期保存提供

了新工具和方法，可解决数据密集型科学实验资源

的长期保存，框架中制定了一些在科学工作流存储

中用到的功能接口。 在框架定义阶段确定了具体

功能，并将其分为四类功能实体，在实体定义过程

中提供更精细的属性和概念作为参考，以使该框架

与标准与 ＯＡＩＳ 参考模型相一致，而且 Ｗｆ４Ｅｖｅｒ 工

具包可实现在数据生命周期内对数据进行存储、管
理和分析。 ＴＩＭＢＵＳ 项目框架主要为企业智能风

险管理系统以及具有所有依赖性和语境业务流程

的存储提供参考，它克服了以往数字化长期保存系

统中存在的缺点，测试用例涵盖了商业和科学领域

中复杂的业务流程。

５ ３　 基于资源生命周期管理模型的研究

ＰＬＡＮＥＴＳ 项目提出了获取需求的概念模型和

长期保存框架，它将风险与行为联系在一起，在参

与者特定需要下进行迁移和表示，通过实施保存计

划、个性化和跟踪行动，如迁移和仿真来保持对数

字化对象的使用。 ＫＥＥＰ 项目将进一步发展仿真

服务以及提供兼容接口来对 ＰＬＡＮＥＴＳ 项目中的框

架进行拓展。 ＰＲＯＴＡＧＥ 项目中利用多代理系统框

架，在系统设计过程中使用了不同方法，该框架包

括用于长期数字化保存和使用的网络服务和软件

代理工具，代理商协同保存过程可通过自动化查

找，选择和执行网络服务来获取信息，支持决策并

执行保存工作，网络服务为代理和用户提供特定类

型服务，如获取、服务知识库、病毒检查、迁移以及

元数据抽取等。 ＰＥＲＩＣＬＥＳ 项目主要是让一些复

杂、异质、高度相关、易于变化的数字化资源在整个

生命周期内保持可用性和可信性，提出了基于关联

数据范式模型来描述资源，包括内容、元数据、过
程、用户以及规则等，以便在环境变迁的情况下对

资源的依赖性和一致性进行管理；利用扩展保存和

生命周期模型来解决数字化生态系统的演变，并开

发相应的工具；开发识别和捕获数字化对象和保存

环境相关信息，如语义、用户以及交互背景信息

等［９］ 。 ＦＯＲＧＥＴＩＴ 项目中提出了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ｏｒ⁃Ｆｏｒｇｅｔ
框架，主要包括托管忘记（Ｍａｎａｇｅｄ Ｆｏｒｇｅｔｔｉｎ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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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管理（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和保存计划（Ｐｒｅ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三个模块，托管忘记模块主要进行

信息评价、浓缩以及协同存储等，保存计划模块主

要进行信息的收集、归档保存、数据管理以及使用

等，内容管理模块主要负责信息的使用和编辑。 在

这三个模块的构建过程中集中了来自各方面的专

家，通过这三个模块可实现对资源的智能存储和

管理。

６　 数字化长期保存语义技术的发展

在欧盟数字化长期保存项目中，语义技术主

要应用在 ＣＡＳＰＡＲ 和 ＳＨＡＭＡＮ 两个项目中。 由于

数字化长期保存是一个动态的存储过程，软硬件载

体、软硬件框架以及数字化对象都在发生动态演

变，ＣＡＳＰＡＲ 项目中利用语义网络管理平台

（ＳＷＫＭ）来实现对数字化网络资源的动态存储［５］ 。
ＳＨＡＭＡＮ 实现了基于网络资源整合系统的构建，
利用 ＧＲＩＤ 计算和长期保存领域存在的虚拟和分

布技术来改善和扩展 ＯＡＩＳ 模型，使用本体来表示

数字化对象属性之间的关系。 ＤＵＲＡＡＲＫ 项目除

了利用目前元数据方案还支持从不同语义层面对

资源进行检索和使用。 ＰＥＲＩＣＬＥＳ 主要关注动态、
异质数字化资源长期使用，它不仅考虑到这些资源

以及相互依赖性的动态变化，还考虑到了在资源整

个生命周期中由于技术的陈旧或术语演化导致的

语义漂移。

７　 数字化长期保存中元数据研究

在数字化长期保存领域，已经构建了不少可

广泛接受的元数据标准，如 ＭＡＢ、 ＭＡＲＣ、Ｄｕｂｌｉｎ
Ｃｏｒｅ、ＰＲＥＭＩＳ 等，其中 ＰＲＥＭＩＳ 是长期保存领域已

构建的核心元数据标准［１１］ 。 但长期保存迫切需要

可长期使用的、可扩展的元数据标准，不少机构和

学者积极尝试对元数据标准进行扩展，以提出适用

于不 同 场 景、 目 标、 对 象 和 方 法 的 元 数 据。
ＣＡＰＳＰＡＲ 主要研究对对象信息和表示信息描述的

标准，提出了元数据自动化管理工具 ＰｒｅＳｃａｎ，主要

用于元数据收集阶段，能自动将抽取的嵌入式元数

据与人工提供的元数据和依赖管理服务的元数据

集成在一起，同时也能将一些格式标识符和元数据

抽取工具集成在一起，其工作原理与网页搜索爬行

方法类似。
ＰＬＡＮＴＥＴＳ 项目主要研究数据字典的高级特

性，创建用于元数据概念的数据字典，这种潜在的

概念模型可支持动态的存储过程，而不仅仅是特性

和事件的静态记录。 ＫＥＥＰ、ＬｉＷＡ 和 ＡＲＣＯＭＥＭ
项目主要对元数据的具体应用进行研究，如网络归

档、 社 会 网 络 以 及 视 听 资 源 等 的 存 储。
ＰｒｅｓｔｏＰＲＩＭＥ 根据 ＯＡＩＳ 模型进行语义交互，利用

具体的参考标准来分析资源内容，ＰＲＥＭＩＳ 为元数

据的存储提供技术和方法支持，在各种事件可控词

表下利用 ＰＲＥＭＩＳ 事件和媒介表示，来实现内容添

加和事件修改。 网络完全改变了我们收集和利用

数据的方式，开放数据指数递增，目前我们使用的

大量数据如人口统计资料、临床统计以及很多科学

测量值不可复制［１２］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 项目欲自动收集

这些元数据、信息来源以及各种背景信息，以便这

些信息加工定义后仍可理解和利用。

８　 数字化长期保存实验测试平台研究

ＳＣＡＰＥ 项目中的具体结果将在三个不同领域

的大规模测试平台上进行检测：网络内容测试平台

主要验证异质数据的收集和传递环境的快速变化，
存储平台主要在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执行一个

机构背景下的资源长期保存，研究数据集测试平台

关注科学数据长期有效和可用的需求。 ＤＩＡＨＲＯＮ
项目成果在开放政府数据、大型企业数据内部网以

及生命科学中的科学数据三个大规模用例中进行

分析。 ＰＥＲＩＣＬＥＳ 成果在两个领域的数字化长期

保存中进行检测，一是数字化艺术品，二是来自欧

洲太空总署与国际空间站的实验科学数据。
ＥＮＳＵＲＥ 长期保存方案在卫生保健、金融和临床试

验三个领域进行实验和验证。 ＰＬＡＮＥＴＳ 面向服务

的架构方法可以在不同性质的平台和已定义的受

控环境下运行，这些工具可通过标准的词表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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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包中嵌入，因此用户可通过 Ｔｅｓｔｂｅｄ 网络接口

进行使用。 通过该平台用户可设计和执行各种实

验，比如迁移、仿真以及可执行的保存计划实验。
为验证 ＬｉＷＡ 方法的有效性，项目中构造了两个演

示程序分别针对社会网络和视听内容进行归档。

９　 数字化长期保存真实性、可信性以及法

律审计研究

数字化对象的真实性和可信性是所有数字化

长期保存系统的共同要求。 数字化对象的真实性

就是确保数字化对象的完整，保证信息内容不可更

改。 在技术方面欧盟数字化长期保存项目提出了

适用于不同对象的方法，但是在语义层面如何确保

数字化对象的真实性存储的研究并不太多。 ＬｉＷＡ
项目中提出了自动处理语义演化的方法，使保存内

容具有长期可解释性，克服了语义存储在语言处理

面临的问题，解决了语义保存在语言方面的挑战［１３］ 。
可信性是长期归档中存在的另一个重要问

题。 ＤＰＥ① 是第一个采取自我评价方法（ＤＲＡＭＢ⁃
ＯＲＡ）来解决资源可信性的项目，它支持机构在对

隐式风险进行识别和管理评价之前对活动目标以

及资源进行全面的自我评估。 ＡＰＡＲＳＥＮ 项目提出

了通用的第三方组织资源长期保存可信性检定方

法。 但在法律问题上，很多项目遗漏了对长期保存

资源进行验检，最早关注该问题的是 ＤＰＥ 项目，随
后 ＫＥＥＰ 项目针对仿真法律问题进行了研究；ＣＡＳ⁃
ＰＡＲ 项目在对 ＤＲＭ 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

了适用于多种法律系统的工具；ＴＩＭＢＵＳ 项目解决

保存业务流程中的法律问题。

１０　 结论

早期欧盟委员会资助的数字化长期保存项目

主要用于提高社会长期保存意识，随着大量研究人

员和机构的参与和研究的逐步深入，长期保存研究

重心发生转移，目前主要针对结构复杂工作流、交
互对象、嵌入对象、本体以及短暂数据进行存储；开
发一些可扩展的、智能化的工具和方法；开发可与

其他系统进行集成的模型和系统框架，提高资源共

享；注重对语义技术的开发，同时考虑资源之间的

依赖关系以及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由于技术的陈旧

或术语演化导致的语义漂移；不断加强对元数据构

建的研究；为保证系统功能的准确完善而构建针对

不同领域资源的大规模测试平台；同时还从法律审

计等方面确保数字化长期保存的真实性、可信性以

及未来的可用性；近期启动的 ４Ｃ 项目从投入管理

角度出发，研究如何使长期保存达到成本效益最

优化。
欧盟资助的数字化长期保存项目顺利完成，取

得了不菲的成果，建立了大型的专业团队，对目前

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方法，推动了欧盟区

域内长期保存的进步，引领世界长期保存领域的发

展。 在完成这些数字化长期保存项目过程中，各参

与机构也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但随着计算机技

术和互联网的发展，我们仍需努力来应对未来大规

模异质数据源以及自动化处理技术等带来的新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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