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图书馆数字化信息服务体系的建构

—
以厦门大学图书馆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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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幸以厦门大学图书馆数字化信息服务体系的建构为例
,

讨论 了数字化资源服务

的四种表现形式
,

分析了信息资源 的公共化和个性化服务
,

并提出了存在问题的症结所在
。

关一询 数字化信息服务体系 公共服务 个性化服务 厦门大学图书馆

信息资源数字化作为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关键环

节
,

极大地改髻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和速度
。

图书

馆作为拥有丰富的数字化信息资源
、

使用多形态的

媒体内容
、

以方便地为读者所利用的主导机构
,

如何

面对新形势
,

在网络环境下充分利用其先进的网络

技术和丰富的网上信息资源开展数字资源服务
,

是

值得同行不断探索的新课题
。

厦门大学图书馆经过五年多的数字化信息资源

建设
,

目前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

信息资源数字化
、

网络管理服务能力上有 了相当的基础
,

取得一系列

成功的经验
。

下文便以该馆为例
,

对数字化信息服务

体系的建构进行阐述
。

% 傲字化信息公共服务体系的建构

& ∋ 采用先进的数字图书馆计算机管理系统
,

着重

解决数据资源整合问题
,

并且统一揭示导航资源

目前
,

厦门大学图书馆采用国内较为先进的计

算机管理系统
,

网络基础结构在标准化与结构化的

基础上具备了今后发展的升级与扩展能力
,

形成了

较为完普的馆内网和广域网的网络环境
,

基本满足

了现在以及未来 # 至 ∀ 年内数字资源体系建设
、

文

献资源共建共享的需求
。

数字化信息资源体系的运

作逐渐沿着由学校师生和信息存储传播中心进行互

动交流 ( 管理和维护逐渐走向规范化 ( 外部协作机

构
、

本地资源建设和信息存储传播中心三者之间信

息流的传递和交流的模式有条不紊地进行
,

并形成

两大平台
—

统一信息访问平台和网上虚拟参考咨

询平台
。

充分发挥信息基础设施和馆域网带宽优势
,

在所有服务区域内建立无所不在的电子信息终端
,

基本建成国内一流的馆域网信息服务系统
。

厦门大

学图书馆于  ! # 年 %% 月完成总馆二楼检索大厅 以

及各阅览室
、

分馆的所有检索用机的升级换代
,

形成

了基于 习盯) ∗ 访问和 + ∋,− .口/− 01 − 0 运行模式的公共

检索服务体系
,

用户界面友好
,

系统运行稳定
,

是一

个实用
、

经济
、

高效
、

安全的应用网络
。

因特网提供了大量未经加工
、

零散分布
,

可以无

偿使用的原始信息
,

其中包括很多有研究和参考价

值的学术信息
。

为了充分利用网络数字信息资源
,

厦

门大学图书馆在建成 2 个学科导航系统的基础上
,

33 # 年 # 月又 自主开发了
“

学科导航提交
、

管理系

统
” ,

并投人使用
。

目前
,

该系统已收集厦大各学科相

关网络资源条目 %2 445 条
,

并承担
“

应用经济学
” 、

“

海洋科学
”

两学科的导航库建设工作
。

每个系统下

都集结了大6 相关的数据库
,

为读者按照学科利用

数字化信息资源提供指导
。

78 积极推行基于全球网络环境的
“

一站式服务
”

为了让用户以最快的速度获取所需要的信息资

源
,

厦门大学图书馆积极地推进
“

一站式服务
” ,

将图

书馆置于全球网络环境下
,

作为一个完整的环境要

素
,

开展一体化的前台服务
。

其一是服务向前台集

中
。

前台作为图书馆的
“

窗口
” ,

开展了包括借还书
、

取书
、

证卡管理
、

咨询等业务的开展
,

涉及到图书
、

期

刊
、

视听资料的柜台或自助的借还业务 ( 馆际间互

借
、

预约取书业务 (一般咨询和课题咨询业务等
。

其

二是后台的统一管理
。

这为前台服务提供了技术上

的支持和必须的帮助
,

保证前台服务更为完替和迅

速
,

改变了以往功能模块的分散应用 (以集成型的模

块满足前台服务的需求
,

改变了以往按照部门来完

成各类资源的调用 (以项 目的统一管理
,

更高更大程

度上实现了所有知识资源的共享
。

此外
, “

一站式服务
”

还提高了用户检索应用数

字化信息资源的效率
。

该馆将传统的信息服务与数

字化信息资源服务在一个统一的网络平台上有机地

结合起来
,

使馆藏数字化资源文献检索
、

书刊全文
、

古籍善本
、

照片手稿
、

录音 录像等在线阅览
、

下载
、

打

印服务一体化
。

并且在主页上设置了搜索引擎
,

使得

9 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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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数据库或文件在 : ; <& 层面能实现关键词 的
“

跨库检索
” ,

成为
“

一站式服务
”

的重点
。

“

一站式服务
”

还有一些问题
,

比如
,

如何利用
“

中间件
”

技术将几种全文数据库的主要索引组合起

来
,

使读者通过一次检索
,

就可直接获取原始文献

等
,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尝试
。

78 服务链和基于网络的一系列服务手段和措施的

建构

数字化信息资源经过采访
、

数字化加工
,

以元数

据的形式被描述揭示出来
,

并且储存到本地或者远

程数据库
,

而用户在接受个性化服务的同时
,

通过检

索
,

就可以下载到所需的数字化资源
,

包括电子图

书
、

电子期刊
、

数据库或多媒体等
。

按照这一服务链

的程序
,

用户可以体会到检索利用所需信息资源的

方便和快捷
。

这首先得益于高速
、

可靠的新型应用系统
,

其中

包括海量信息存储的
、

多语言的
、

实时处理的
、

具有

可视性界面的智能化资料储存和检索系统 (规模化
、

规范化地转换
、

编辑和储存各类印刷体资料为电子

形式的高效工作模式 (智能型网上资源信息搜寻
、

筛

选
、

整理
、

分类
、

标注
、

表述
、

保存
、

查询
、

传递
、

发布和

利用的软件 (背景知识库和检索语言辞典的建立
,

以

及基于 = + 月叼功& 的成熟的元数据交换系统 (多媒体

文件的储存
、

检索
、

传递和展现系统等
。

33 % 年
,

厦门

大学图书馆在网上建立了联合知识导航服务站
,

大

大缩短了图书馆和用户的距离 ( 33 年
,

图书馆推出

面向校内外所有机构和个人
,

包括各种类型和载体

的文献查询
、

广域检索
、

馆际互借及至最终传递的
“

一条龙
”

式全方位数字化信息服务体系 ( 33 # 年
,

该

馆又推出具有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电子图书远

程借阅服务
,

除了一些读书网站上的
−一> 。。? 外

,

购

买方正勺≅> ,电子图书阅览系统
,

使读者只需要在

网上注册
,

便可在家中电脑上浏览
、

下载
、

阅览图书
。

这样同时也弥补了因学科发展和专业扩充造成的馆

藏盲区
,

部分教学必读书
、

参考书副本量少的状况得

到改善
。

数字化信息个性化服务体系的建构

数字化信息个性化服务一般应包括三个方面的

内容
Α
服务时空的个性化

,

在用户希望的时间和希望

的地点得到服务 (服务方式的个性化
,

能根据用户个

人爱好或特点来开展服务 (服务内容的个性化
,

所提

供的服务不再是千篇一律
,

而是各取所需
,

各得其

所
。

乞% 开展以网络信息保存为重点的
“

个性化定制
”

服

务

不同的用户有不同需求
,

保存网络上与自身有

关的
、

有价值的学术和文化资源
,

涉及到以下几方面

的内容
Α 网络信息保存和其他载体保存的区别

,

网络

信息保存的目标和范围 ( 网络信息保存对象的界定
、

保存的内容和方法 (数字资源的收集
、

保存和提供检

索的经济和法律问题
,

对网上动态文献的呈缴制度

问题 ( 网络化存储图书馆 Β −

6ΧΔ 0? −Ε = −ΦΔ /,6 &,
Γ

> 0≅ 0Η !的构建问题 (数字信息长期保存的技术策略问

题 ( 应用于网络信息保存的机器人程序应该具备的

功能问题 ( 研究网络信息长期保存所需要的技术支

撑 (分析元数据
、

永久标识符在网络信息保存中的应

用 ( 开放档案信息系统 +甲−. 八‘Ιϑ, Ι习 7.ΚΔ Λ
6, Δ .

外6− Μ! 的评价及其应用问题
。

这些问题必将随着图

书馆界对未来图书馆学的研究而逐渐明朗
。

厦门大

学图书馆确立重点建设存储区域网络/ ΝΒ
,

/6Δ 0≅ Ο −

户此
Α Β −

6Χ
Δ 0? !的 目标

,

第一期工程已经完工
,

ΠΝΒ

架构基本定型
。

第二期工程 的数据在线备份以及第

三期工程的分级存储体系也逐步展开
。

建立个性化服务系统与交互功能是开展数字化

信息资源服务的重要途径之一
。

用户个人积累
、

处理

和传递信息的系统是用户科学研究的基石
,

而数字

化信息资源的个性化服务就是通过读者服务系统将

信息传递到用户 自己的信息系统
。

这种系统应具有

交互功能
,

如厦门大学数字图书馆强化了 7认Π 系统

附带的
“

我的图书馆
”

功能
,

其中包括
“

权限查询
” 、

“

借阅查询
” 、 “

财经查询
” 、 “

推荐采购
”

等栏目
,

到目

前为止
,

已经有 Θ% ∃54 册次图书被预约
,

33 # 年有
% %% ∀ 2 册次图书被续借

。

用户只要把自己相关的资

料填写完整
,

这一系统将定期或不定期地向用户提

供信息
。

每个用户有不同的代码
、

帐户或网页
,

用户

的需求和反馈信息
,

通过 自己的信箱可传递到相关

的服务系统
,

实现读者与图书馆的交互功能
。

Ρ 开展
“

虚拟咨询
”

服务

虚拟化的参考咨询服务是
“

现代数字化信息资

源服务的心脏
” ,

这种摆脱了传统参考咨询服务被动

接受读者咨询的新模式
,

使数字化信息资源成为能

够创造高价值的活情报
,

实现信息资源的充分利用
。

厦门大学信息咨询参考部于 33 年 %3 月在全国重

点高校中较早开展了在线参考咨询工作
。

该系统运

行以来
,

已经接受读者咨询 % 3 % 项
,

咨询课题与教

学
、

科研
、

生产
、

实验紧密结合
,

把专题数字化信息资

源从网上准确
、

快速地筛选和提炼
,

精选出有价值的

信息以数字化的方式提供给用户
。

幼 关于文献传递
、

科技查新等信息资源的个性化

服务

厦门大学 图书馆正式开展 的
“

文献传递
”

工作
,

采用了国内先进的馆际互借系统
,

及时
、

有效地为读

者提供本馆无馆藏的原文文献
。

到 目前为止
,

该馆已

累计为读者获取各类原文文献 含图书 !% %∀ # 2 篇
、

册
,

与之建立馆际互借协作关系的有 23 余所文献收

信息求藉与服务

, 3#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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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单位 ( 完成各类查新课题 #33 余项
,

33 # 年 %% 月

教育部正式发文
,

确认在该馆设立部级科技查新站
。

# 问9 的症摘

根据数字信息服务体系的建构目标
,

目前
,

图书

馆界普边存在的问题症结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

面、

人% 如何商效地筛选和挖掘网上信息

高校图书馆拥有大6 的信息资源
,

可是并不是

所有的信息均能上网
。

当然
,

信息挖掘不够和信息服

务模式的单一
,

也是主要弊病
。

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

国内也有一些成功的尝试
。

上海交通大学采用 Σ Ν 7

技术实现跨平台检索
,

利用中间件技术研制
“

联邦检

索
”

和
“

路平台
”

的统一平台检索试系统
,

取得一些成

绩
。

国内外计算机和信息学科的专家也将此作为一

个研究重点
,

企业界也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

如 巧7

公司似 Τ
− > ΔΚ 肠−. Ι− 为核心跨平台检索八个相关

数据库
,

做了
“

引文
”

等多种链接
,

又如国内外跨平台

检索软件 Χ −> Κ− ≅‘ Π) Υ
,

<
− 6− ∋,>

,

; ςΠ
,

; Φ7 等
。

相信

随粉  <&
、

元数据等技术的深人应用
,

将较好地解

决导的平台的信息检索问题
。

Ρ 如何做好网络信息资源规范化管理

信息服务旨在实现从著录
、

标引
、

自动检索到自

动文摘一条龙服务
。

各高校图书馆在传统的分类方

法基础上
,

结合我国网络信息资源的特点
,

作适当的

修改或补充
,

建立较为合理的组织方式
,

使读者容易

获取所孺的信息
。

+Ν & 7/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

系!的规范原则是统一配备服务软件
,

统一标准规范

数据库建设和服务体系
。

厦门大学图书馆在这方面

也应该作一些尝试
。

习 如何加强数字化信息服务的人才队伍建设

数字化信息服务体系的建构涉及计算机技术
、

网络技术
、

多媒体技术和图书馆学理论知识等
,

因此

对工作人员多元化的知识结构有更高的要求
。

合格

的工作人员除了需要掌握必要的文献检索知识外
,

还必须具备现代信息技术等新知识
、

新技能
、

新方

法
。

未来的数字化信息服务人员必须掌握计算机知

识和外语知识
,

同时也应注重创新
、

敬业等基本品质

的提升
。

人才队伍建设是包括厦门大学图书馆在内

的我国图书馆界普遍需要重视的问题
,

也是数字化

信息服务体系的建构进程中亚待解决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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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科学个性化信息服务最终所要达到的

目的
Α
就是适应人们的个性需要

,

最大限度地满足人

们对特定信息和知识的需要
。

图书馆作为信息提供

者应该为用户主动创建一种个性化的信息环境
,

充

分利用各种信息资源和其他信息机构提供的服务能

力
,

为特定用户设计制作个性化的
“

个人数字图书

馆
” ,

定期为他们推送所需的信息和相对完整的知识

方案
,

并根据用户的需求变化
,

动态地改变所提供的

信息内容
。

用户作为享受个性化服务的获益者
,

可以

通过电子信箱预订论文拷贝
、

书库中所有原生文献

扫描和论文扫描 ( 也可以通过电子信箱预订论文电

子拷贝 (还可根据自身的兴趣
、

需求自由选择定制所

摇的信息内容和服务方式 ( 可通过网络在任何地方

任何时候访间自己的网址
,

查看 自己定制的相关信

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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