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 
作 
研 
究 

2OO6年5月 第 5期 

May．2006 No．5 

试析专业领域集成信息平台的建设与服务 

张 娴 杨志萍 肖国华 王 春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成都610041) 

[摘 娶] 本文分析对比了国内外专业领域集成信息平台的研究与建设现状，对专业领域集成信息平台建设以 

覆专业信息集成服务的未来发展方向提 出了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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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网络为中心的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信息存储技 

术的相互渗透、连接，已形成全方位的信息服务网络。用 

户关心的不再是获取信息的过程，而是获取的结果，他们 

往往希望就围绕他们关心的问题获得一系列信息。甚至是 

全方位信息的集成。同时，网络的便利条件使信息载体与 

资料来源呈现出多样性，网络环境下用户更倾向于得到一 

种存在于多种载体、来源于多种渠道并经过集成后的信息 

资源。此外，近年来，具有智能和集成性质的新技术相继 

出现，例如指引库技术、信息推送技术、并行搜索引擎、 

智能代理技术等等，这些信息技术的逐步推广与应用，使 

信息服务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具备了技术集成的性质。 

专业领域集成信息平台正是建立在网络环境下的基于 

用户需求、信息资源变化及信息技术发展三位一体的信息 

服务方式，是现代网络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现代化建设理 

论与实践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它可以按个性客观需求在 

网络环境下集中获取所需信息。 

l 专业领域集成信息平台的资源集成及服务内容 

1．1 专业信息资源集成的基本原则 

1．1．1 专指性 

注重对在线或非在线的杂乱无序的信息源进行专业归 

类处理，在信息资源选择、集成与组织等诸多方面具有学 

科专业的特色化、系统化和规模化。以不断满足特定用户 

群体对专业 (专题)信息的需求。 

1．1．2 开放性 

利用网络的开放性，根据专业活动及用户信息需求情 

况，遵循资源联合建设和共同受益的整体原则，有针对性 

地选择集成与专业信息资源建设相关的信息资源，建立 

“本地资源远程化，异地资源本地化”融为一体的信息资源 

集成与开放式服务的新模式。 

1．1．3 系统性 

建立信息资源的科学体系，集成的资源必须涵盖特定 

学科专业的范围、深度和广度，力求准确、完整。 

1．2 专业信息资源集成的主要方式 

专业领域信息平台信息资源生存与集成方式呈多样化 

趋势。目前主要的方式： 

1．2．1 传统专业特色文献资源数字化 (包括自建学科专业 

数据库) 

许多专业集成平台的信息资源建设都是依据本系统、 

本地区或是本学校重点学科及特殊专业建设的，长期的历 

史积累下已形成相当完备的体系，通过数字化加工、上网 

运行。成为专业领域信息平台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1．2．2 数字化专业产品的二次加工 

在自建各种类型数据库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引进与专业 

领域相适应的数字化电子产品，进行二次加工并整合上网。 

1．2．3 因特网信息资源组织 

搜集、甄别、筛选网络中相关专业机构、数据库、电 

子期刊、学术论文、专家论坛、专业服务、数字图书馆等 

各站点资源，按照学科专业体系和分类标引规范，组织整 

合并提供上网服务。为特定专业领域用户提供分类浏览和 

主题检索服务。 

1．3 专业集成信息平台的服务内容 

目前比较常见的服务首先是 “智能化”检索服务，这 

是专业领域信息服务的发展趋势，涉及的专业与技术知识 

非常广泛，是比较科学、比较健全的一种服务方式。搜索 

引擎是智能化检索服务的最重要工具。许多搜索引擎在应用 

时，配合了学科专业的层次结构，或者是设置搜索引擎的辅 

助项，通过主项和辅助项的组配。提高检索结果的质量。 

其次是 “个性化”信息服务，这是平台信息服务在专 

业领域的集中表现。用户利用专业领域信息平台的方式、 

过程与满意度取决于用户个人的专业知识与行为习惯。专 

业信息平台服务需要针对具体用户个人的特殊需求、特定 

心理等特征来进行，即支持个性化需求，坚持面向特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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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定用户群体，为重点科研任务和重点用户，提供长 

期、定向、准确的专题信息服务，不断增强服务的时效性。 

“交互式”咨询服务，包括以电子邮件和留言板为主要 

手段提供的咨询服务、以实时交互模式提供的咨询服务、 

以网络合作及联动模式提供的咨询服务。 

2 专业领域集成信息平台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国外研究现状 

发达国家一些著名、权威的信息服务部门或国家级学 

术型图书馆开发有高水平的多方位、多功能的专业信息平 

台，不仅具有信息存贮器、信息处理器、信息加油站的功 

能，还提供有知识管理和服务的内容。这些信息平台除在 

信息内容上极其丰富外，还非常注重尖端技术的开发，如 

数据库开发技术、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等，使知识信息 

得到最优化利用，充分实现潜在的使用价值，并为制定相 

关的决策需要的信息咨询服务提供现代化的使用工具。 

美国国防技术信息中心 (口nc)主要任务是网上军事 

资源管理，重点面向美国的政府机构和国防工业系统提供 

网络信息服务，开发有 100多个信息网站 (http．／／w'ww． 

dtic．mil／)，包 括 DefenseLINK、MarineLINK、AirForccLINK、 

GulRINK、TechTRANS1T、BioSystems等等，其中研建的研究 

与工程门户 (Research and Engineering(R&E)Porta1)专门 

为DOD科学家和特殊用户提供研发的信息资源环境。另 

外，在信息资源建设中还不断使用最先进的信息技术 (系 

统发展、数据管理和安全以及协作技术)。为 DOD开展的 

各项科技活动提供数据库、系统或网络的集成化服务，开 

发并提供特色化的信息系统，提供的信息服务对美国的国 

防和民用科技研究起着重要的作用。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 (NLM)隶属于美国国家健康研 

究所 (NI}{)，构建了世界性著名的生物医学领域信息平 

台，提供有各种各样的与生物医学和健康科学有关的信息。 

NLM不断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加深对信息学的研究，提 

供给研究者学科型多元化的信息化产品和生物医学类研究 

优秀的分析和计算工具。信息类型除有一般性科技信息外， 

还有数据库、分析计算软件等。专门成立有生物医学信息 

研究与开发部门，如 Lister Hill国家生物医学通信中心 

(u cBc)、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 (NCBI)、毒物学和环 

境健康研究组，成员学科背景包括图书情报学、计算机学、 

生物学、数学、医学、语言学、认知科学等，专门对生物 

医学信息数据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分析和利用。 

美国国家农业图书馆 (NAL)隶属于美国农业部，是 

世界上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农业研究图书馆，它提供有世 

界较著名的农业及其应用领域的学科领域信息平台——农 

业网络信息中心 ( 加c)。该中心由美国30多所大学及加 

拿大农业图书馆等组成联盟，形成了全国性的农业文献信 

息网络，成为农业情报传递的重要途径。 Mc是一个分 

散的系统，聚集了有关经济学、兽医学、水产渔业、家庭 

消费、地球和环境科学、昆虫学、再教育、农业系统、食 

品与人类营养、林业、地理区域、政府法律法规、植物科 

学、人类、机构及历史、药品和生物科学和科学技术等方 

面的信息。 

法国国家科技信息研究所 (INIST)，隶属于法国国家 

科研中心 (C~ttS)，是法国最著名的科技信息集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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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建了Connect Sciences f-jp (平台)，专门提供科学技术信 

息及医学信息，主要包括有化学科学、工程科学、信息科 

学与技术、医学与健康、物理与数学科学、生命科学以及 

人文与社会科学等。门户中的信息类型有：文章目录、集 

成式的书目科学数据库、PASCAL和 FRANCIS数据库和法 

国工程学院的博士论文数据库。平台还可根据研究者需要 

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服务。 

另外，一些机构建立了专门特定学科领域信息平台。 

如Phann web是1994年第一个在 lntcmct上提供药学信息的 

网点 (http：／／www．Phamweb．ne )是国际专门组织利用最 

新的Intemet技术向患者和保健专家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 

务，所设有关药学的站点 160多个。此类信息平台大部分 

是提供科技新闻和相关链接服务，未涉及高端、深层次的 

信息加工、开发服务。 

此外，如Di~aoS信息系统平台、Thomson公司的Is1 web 

of Knowledge平台等一些商业性的信息服务机构提供各类的 

数据库集成平台，此类平台的核心竞争力和核心运作能力 

较强、功能强大、使用方便并不断更新检索工具和数据信 

息，并不断利用最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满足用户的需要。 

上述机构在学科集成平台的建设的战略目标是以国家、 

服务机构的需求为导向，以服务于国家科技发展为目的， 

深化信息，加强知识的内容分析和知识管理，面向服务用 

户建设的信息精化、功能强大的多维度信息服务平台。 

2．2 国内研究现状 

近几年，国内专业集成信息平台的建设已具有一定基 

础，CsDL、CA工 、NSTL都对此加以了不同投入，尤其是 

CSDL学科信息门户建设取得了较突出成绩。CSDL按学科 

大类组建的学科信息门户，以及针对具体的专业领域或跨 

专业、跨学科领域的专业信息门户。均形成了资源选择和 

标引组织的规范，为专业领域提供深入、具体的专业信息 

资源 (包括网络资源、各类数据库、出版物、专业信息发 

布、专业信息交流平台等)的选择、组织、整合和提供服 

务，成为领域内可靠的信息门户。CSDL参考咨询台提供的 

学科专业数字参考咨询服务，更丰富了专业信息集成平台的 

服务形式内容。除此之外，许多信息服务机构也积极利用现 

代信息技术。强调专业领域知识管理服务的纵向化发展。 

以中科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为例。成都中心长期以来 

就重视专业领域信息服务，在不同历史时期自行开发了许 

多学术类数据库与网站，例如利用专业特色馆藏进行数字 

化开发，早期即自主研建了中国实用天然药物数据库、 

SPIE二次文献数据库，并以此为依托为专业领域内提供集 

成信息服务。近年来，伴随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发展，针对 

三期创新基地需求以及用户信息需要，成都中心在天然药 

物、高技术和专利方面，着手筹建专业集成信息平台，包 

括天然药物信息门户、藏药现代化信息平台、专利创新信 

息平台、全球高技术信息门户等。通过专业平台的搭建， 

致力于建立一个持续的知识总结、知识分析和知识发现机 

制，使科技人员和科研管理者能跨越分布式的多种资源体 

系和数据格式来挖掘和鉴另q未知的各种关系规律、能利用 

多种数据资源进行预测及检验，全面支持科研活动有关的信 

息检索、交流、传递、处理和管理任务，实现成为一个专业 

化科学研究数字化生存的基础服务支撑体系的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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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国内外现状比较 

发达国家现已形成以数字资源为主的信息资源保障体 

系，以网络化检索、传递和咨询为主的信息服务形式，以 

灵活、分布、互动、虚拟式集成为主的管理运行机制，从 

而形成数字化网络化的专业领域集成信息平台。一些信息 

服务前沿机构也在极力推动专业领域集成信息平台融入用 

户知识过程。目前在对专业领域数字信息内容进行知识化 

组织、场景化开放链接、可视化表现、个性化服务、智能 

化集成等多方面正进行大规模的研究和实验，专业领域集 

成信息平台建设成为专业领域的数字化知识系统，从而更 

有力地支持科研教育中的知识应用和知识创新。 

国内的专业领域集成信息平台建设，目前已形成一定 

特色，但与国外同行相比而言，相当部分尚停留在数据库 

数据建设、功能开发上。特别是与国外一些知名的高层次 

知识管理平台相比，在知识发现、知识组织、学科研究发 

展趋势与动向等前沿服务方面仍有一定差距，国内专业集 

成信息平台的知识服务能力尚待深化，功能也亟需完善。 

3 未来发展方向设想 

专业领域信息服务的发展，最初表现为以服务单位自 

建或购买的数据产品为主，这时服务往往依附于某个信息 

服务机构而存在。发展到集成服务阶段，多数是通过建设 

集成信息平台，将分布的数字化资源集中到一起作为一种 

集成服务提供给用户群，以目前各种学科信息门户为例。 

这时尽管资源分属于不同地方，但对用户来说没有本质区 

别。这也是从目前的实际需求与实际分布环境出发的一种 

有效的解决方式。然而伴随现代信息环境的巨大变迁，数 

字信息资源已成为前沿科研领域的主流信息，网络化联合 

服务也已成为主流服务形式。知识组织技术、知识发现技 

术、资源与服务的动态开放集成技术、集成化的知识管理 

技术等新技术新机制不断地为信息服务提供新发展和新竞 

争，新的专业领域集成信息服务模式正亟待发展。 

3．1 专业领域的知识化集成服务 

各种网络检索工具为用户提供了信息获取的多样化途 

径。而专业集成化信息平台相比之下的优越性在于，提供 

的服务具有相对的专指性。用户需要专业信息的数字化、 

网络化、现场化获取，更看重的是专业信息的集成化利用 

与集成化服务，强调服务的知识化、智能化，而不是对信 

息的被动机械的组织、检索和传递。专业集成化信息服务 

平台服务，目前普遍侧重的是信息资源与信息服务集成门 

户的建设与服务。今后需要加强科研信息交流集成平台建 

设，基于内容管理的知识管理集成平台建设，基于政策、 

机制与系统集成的知识交流与应用集成环境建设，集成信 

息服务应支持科技政策和科学研究两个层次的知识创造， 

集成、整合、协调多方面环境、资源、服务和能力，提高 

知识化信息服务的核心能力，从而提升平台的智力贡献力 

与帮助用户解决核心瓶颈的能力。 

3．2 以用户自己为中心的数字化信息服务环境 

用户的信息空间，应该是在以他自己为中心的多种信 

息网络和交流渠道所构成的整体空间，应该是从用户自己 

的计算机出发，把所有的信息动态地集成到一起，并与F， 

Learning、E-Science环境结合在一起。它是以用户信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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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的数字信息环境，不限于某个机构或某个网站。要 

保证支持用户获取和利用信息，就需要将用户的整个信息 

空间连贯为一个体系，真正形成以用户为中心的数字化信 

息服务环境。这就需要建立一种数字信息服务机制。一种 

数字化的网络化的信息服务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服务将 

紧随信息需求、信息资源和信息行为，形成 “移动目标服 

务”的理念。 

情报学早就告诉我们：用户的信息圈始终是从个人开 

始，到书房，到同事和朋友的小圈子，然后才找最近的图 

书馆。因此，真正用户的专业信息服务环境是在用户端， 

而不是在服务器端。直接帮助用户集成自己的专业信息服 

务平台，让他们直接访问需要的资源，有效地节约用户成 

本，例如，努力实现用户在解决信息疑难时，能首先从 

“用户门户”得到满足，其次再转向 “专业领域信息平台”， 

实现从经营资源为主转变为经营服务为主，提高对用户的 

响应速度。 

3．3 打通专业领域服务链 

目前专业集成信息平台的建设重点，主要仍集中于资 

源建设。今后应将建设重点从资源建设转移到服务建设上 

来。加强资源建设的目的正是为打通服务供应链奠定基础。 

通过资源的无缝连接，将专业领域内的文献资源与数字化 

信息化的科研教学资源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通过 

对专业资源组织、贯通，采用一站式服务解决用户需求， 

从而建立起适应新型信息生态环境的灵活的专业化联合服 

务方式，建立一个流通的、可靠的、可咨询的机制。 

中国科学院的科学研究正 日益追求创新跨越。经过 

CSDL近年来不懈的资源与服务建设，整个科学院科技基础 

条件平台建设已有了一定的基础，数字化科学研究环境正 

逐步进入建设与应用阶段，数字信息环境已渗透到资源空 

间、交流空间、工作空间，渗透到整个科研工作流中。相 

对于支撑条件平台，科研队伍更需要面向专业领域知识服 

务的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因此，从科研一线需求为出发点， 

跟踪科研一线用户需求，灵活选择提供多种个性化信息内 

容服务，灵活帮助用户建立个性化的信息渠道和服务方式， 

加强与完善专业领域集成信息平台服务，形成专业领域咨 

询服务的通畅的链式反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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