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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论!数字图书馆协同服务
!

!编者按" 由数字图书馆高层论坛组委会主办"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承办的数字图书馆高层论坛

"##$ 年会于 "##$ 年 %% 月 "# ,"% 日在北京成功举办! 来自全国科研图书馆" 高校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及行

业信息服务机构的 '# 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本届年会以 $数字图书馆协同服务机制及其实现策略% 为

主题! 在数字图书馆协同服务的政策机制" 组织机制和服务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对我国

数字图书馆协同服务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本期专题以此次高层论坛为契机! 以

$数字图书馆协同服务% 为主题! 特邀请部分专家围绕大会报告主题撰写成文! 内容涵盖构建开放协同的服

务机制"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共享服务及其成效" 数字图书馆协同服务技术与实践等! 以飨读者#

构建开放协同的服务机制

沈仲祺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北京 %###*("

#摘要$ !概述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34567849/:6;8:;48< =;:>8797?@06AB4B@! 以下简称3/=0' 的宗旨与

目标! 分析目前信息服务环境的变化以及 3/=0面临的挑战! 介绍 3/=0积极探索出的服务新模式及其成

效" 特点! 指出集中力量做强核心资源保障" 全面实现开放服务模式" 推进知识服务示范研究" 构建联合协

同的服务机制是3/=0服务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开放协同( 服务模式( 服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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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 Q%" Q*#

#作者简介$ !沈仲祺!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副主任$ 高

级工程师! 发表论文数篇#

$%H0I,的宗旨和目标
$J$%组织结构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3/=0, 是根据国务

院领导的批示于 "### 年 & 月 %" 日组建成立的! 是

一个跨部门跨系统联合的$ 面向全国提供科技文献

资源保障和公益性服务的文献信息机构! 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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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工程技术图书馆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

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中国农业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以

及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标准馆和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文献馆# 中心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 中

心设办公室! 在中心主任领导下负责科技文献信息

资源共建共享工作的组织$ 协调与管理# 其组织结

构! 见图 %#

图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组织结构

$J!%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

+%, 强化文献资源保障和建设! 优化资源结

构! 满足国家对科技文献服务的重大需求! 成为国

家科技文献信息资源的保障基地#

+", 完善服务能力建设! 强化延伸服务$ 衍生

服务和开放应用! 建立开放融合的服务机制! 支持

对资源的充分利用和集成服务! 成为国家科技文献

信息的服务枢纽#

+*, 加强应用研究$ 示范和推广! 拓展和推动

联合信息服务! 支持其他文献服务体系的建设和服

务! 成为国家科技文献信息服务发展的支持中心#

$J&%服务发展战略

+%, 建设开放的文献服务技术系统和运行机

制# 建立高效的服务技术体系! 推进文献内容的深

度揭示和关联服务! 推进基于知识内容的集成服

务# 建立开放的服务机制! 以多种技术方式支持第

* 方将中心服务直接集成融合到本地系统! 提高最

终用户利用中心服务的便捷性#

+", 加强针对技术创新群体的信息服务# 支持

创新群体将中心资源和服务嵌入其信息系统! 开发

和推广适用于创新群体的可定制的 %本地 3/=0平

台&! 支持创新群体及相关信息机构利用中心优势

开展个性化$ 知识化服务#

+*, 建立高效的服务推广和共享机制# 加强服

务推介! 扩大服务覆盖面! 积极推进全国科技信息

服务体系的共建共享#

!%信息服务环境的变化

!J$%跨学科的信息集成服务需求趋势明显

不同学科交叉融合的科研活动越来越多! 科研

条件和交流环境日趋网络化$ 数字化! 强烈要求提

供桌面化$ 网络化$ 个性化的科技信息服务#

!J!%科技文献资源与服务的数字化% 网络化趋势

明显

!!文献数字化出版发展迅速! 数字资源成为用户

首选! 网络化服务$ 便捷的全文获取$ 数字参考咨

询服务已经成为主要信息服务方式#

!J&%信息技术开发应用成为知识服务发展的主导

数字信息网络彻底颠覆了孤立$ 分散$ 与创造

过程割裂的文献服务机制#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集成

多方资源$ 连接多元的服务流程$ 支持个性化服

务$ 构建知识服务环境成为可能! 并得到越来越多

的应用#

!J'%科技信息服务体系的联合共建共享以及多元

保障作用更加突出

!!国内已经形成了信息服务机构$ 信息资源供应商

和网络信息服务供应商多方参与! 国家公益性投入和

市场商业投入并存! 多元化的科技文献服务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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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I,面临的挑战

&J$%国家资源保障体系建设中面临着结构性缺失

的风险

!!由于历史$ 文献出版和利用方式变化等原因!

国家科技文献保障体系在重要文献的采购量$ 学科

布局$ 文献类型$ 载体类型等方面! 均存在历史性

和结构性缺失风险#

&J!%数字资源还需国家层面统筹规划

从国家层面尚未建立数字资源采集和长期保存

的统筹规划和协调机制# 面对国外信息供应商单方

面的数字出版和销售的策略! 处于明显弱势地位!

并严重影响了资源的战略安全保障#

&J&%服务系统开放度不足+ 面临用户对信息环境

选择的挑战

!!由于开放度不足! 3/=0目前的服务系统难以

实现与第 * 方系统集成融合的互动! 未能与用户最

常用的信息渠道有机结合! 缺乏嵌入用户科研过程

的能力! 制约了自身资源和服务优势发挥以及与第

* 方优势的互补#

&J'%服务能力面临知识化和综合性服务需求的挑战

!!目前3/=0采用以文献检索传递服务为主的服

务方式! 难以满足用户对数据挖掘$ 内容分析$ 知

识发现服务以及文献信息与专利$ 标准$ 法律$ 市

场信息等集成的综合性知识化服务的需求#

&J(%信息服务体系建设覆盖面有待拓展

国家平台和地区体系还没有有效集成! 对欠发

达地区$ 中小型企业覆盖和渗透不足! 服务模式创

新缺乏突破! 面向军工等机构的服务亟待加强#

&J)%服务能力建设机制面临需求不断发展的挑战

目前中心服务能力建设总体上还滞后于需求发

展! 尚未建成对自身服务能力持续评估$ 调整和实时

提升的机制! 还未形成持续的战略探索$ 创新和增强

服务能力的机制! 制约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H0I,服务新模式的探索

'J$%加强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和基础理论建设研究

!!图书馆标准与规范建设是联合共享$ 协同服务

的前提# 为此! 3/=0牵头组织了 %我国数字图书

馆标准与规范建设& 项目研究# 有关成果已经在

210R/$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中国科学院

系统和成员单位得到应用# 牵头倡议设立 %数字图

书馆高层论坛&! 联合各系统同行专家探讨领域内

的热点问题! 形成共识$ 共同发展#

'J!%加强资源联合共建+ 引进低保障率的数字资源

+%, 重点加强结构性缺失的科技文献数字资源

建设! 面向全国科研学术服务#

+", 推进 %国家许可& 模式的数字科技文献资

源引进和服务# 重点加大对国外学协会资源的国家

许可服务的建设力度! 积极推进中小型供应商数字

资源的国家许可服务! 对 %国家许可& 资源实行直

接公共服务#

+*, 有选择地引进回溯数据库! 解决早期重点

学科资源的缺失问题# 3/=0以国家买断的方式购

买了国际高水平科技出版社的回溯全文数据资源!

正在建立面向科研和教育用户开放的回溯数据服务

系统# 已经购买的数据库有) /CB68?;B! PST+英国

牛津大学出版社,! RPT+英国物理学会,! 345JB;

+345JB;出版集团,! =JBC678 共 ) 家出版社或机构!

% 千多种期刊资源! 自主建设的回溯数据服务平台

将于 "#%# 年 % 月开通服务# 目前! 3/=0科技文献

资源分布情况! 见图 "#

图 !%科技文献资源数据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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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设立镜像站% 服务站+ 建设覆盖全国的服务

体系

!!建立面向当地用户的 3/=0镜像站$ 服务站!

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国的服务体系# 有效提高当地机

构和个人用户发现与利用信息的能力# 镜像站$ 服

务站的建设与发展! 与地方科技文献平台的建设紧

密结合! 有力地支撑地方的资源建设和文献服务!

实现3/=0与当地信息机构资源服务优势的结合和

互补! 不断扩大共享服务覆盖面! 有利于提升

3/=0科技资源的服务效率# 3/=0全国中心站$ (

个镜像站以及 %* 个服务站分布式服务体系! 见图 *

+还有 & 个服务站已经通过审批! 即将部署,#

图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服务体系布局

'J'%中心组织成员单位与镜像站% 服务站合作推

进对特定单位的信息服务支撑

!!中心加强对保障能力不足的机构群体的信息环

境和需求分析! 增强对科技创新群体及行业信息机

构的服务力度! 开发适用于特定行业和单位网络条

件的定制化 %本地 3/=0平台&! 嵌入其本地系统

中! 提高一线科技人员信息发现和获取能力#

针对军工内网的具体情况! 建设国防内网专题

数据库# 其中已安装此数据库的单位包括) 航天 %%

所$ 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 飞行试验研究院$ +'

所$ "#& 所$ &%((& 部队# 针对行业具体知识需求!

开发专业知识资源服务数据库! 如水科院$ 中国纺

织科研院# 建立针对企业创新的专业服务平台! 如

化工类的农药$ 涂料$ 塑料专业平台在中小化工企

业得到很好的推广应用# 如冶金类的炼铁平台$ 炼

钢平台! 在鞍钢$ 沙钢得到推广应用#

'J(%新建 & 期网络服务系统+ 建立开放接口+ 支

持第 & 方接入

!!以数字环境下文献信息服务战略研究为先导!

加强开放式$ 集成化资源与服务平台建设# 支持第

* 方扩充资源和服务能力# 与传统的封闭式系统不

同! 新的 3/=0* 期网络服务系统增加多种方式

+U;A服务接口和嵌入式工具,! 不仅面对个体读

者! 也面向国内各信息服务机构开放! 全面支持第

* 方机构对 3/=0资源和服务的调用# 使资源和服

务不足的机构能有机会更加便捷地获取 3/=0资源

和服务#

网络服务系统建设发展历程如下) % 期 +%$$$

,"##" 年,) 集中建设二次文献资源数据库! 分布

提供全文传递服务# 服务系统平台由两台 /S3*)##

和1/)## 存储系统组成! 通过互联网和光盘介质进

行数据加载! 集中建库服务# " 期 +"##* ,"##$

年,) 千兆光纤城域网! 资源突出! 界面友好! 服

务便捷# 服务系统由两台VTQW+) 和X1(### 存储

系统构成! 加强了系统安全防护! 加工与服务分

离# * 期 +"##( ,,) 集成化$ 知识化服务系统! 强

化了系统的开放度! 建设中心数据仓储系统! 增强

了用户个性化服务性能! 改善了服务体系的建设!

增强了系统安全性设计与规范# 中心服务系统由 &

台RYXT) 服务器和RYXZ/+(## 网络存储系统组成#

'J)%构建知识库+ 提升相关机构的信息揭示能力

!!3/=0的性质决定了需要从两个方面来深化和

拓展自身的服务) 一方面! 可通过加强自身资源建

设! 提升网络系统服务功能来实现服务的深化和拓

展" 另一方面! 要通过支持成员机构及其他信息服

务机构来深化和拓展服务# 为此! 3/=0* 期建设构

建了知识库体系! 为各机构提供联合信息发现$ 揭

示能力和渠道#

部署在 3/=0和联合服务机构的知识库体系!

支持通过在3/=0和相关机构的检索资源集成揭示

和服务获取导向# 用户在其最常用的本地系统检索

时! 能集中发现本地资源和 3/=0的资源! 实现对

其本地资源的情景敏感! 引导用户得到最便捷的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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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服务# 3/=0首先是一个资源的发现者! 最后才

是资源最终的保障者! 进一步体现 3/=0在国内科

技文献服务领域的保障和支撑作用! 见图 +#

图 '%H0I,服务模式的转变

(%H0I,服务模式的成效与特点

(J$%成效(((构建全新的内部数字业务平台+ 实

施精细化的管理和服务

!!目前3/=0业务流程已经基本成型! 形成了一

整套规范化$ 科学化的管理流程! 为 3/=0服务提

供数字化的业务管理与服务平台# 主要由文献综合

管理系统 +在建,$ 联合编目系统$ 数据联合加工

系统$ 网络服务系统$ 回溯数据服务系统 +在建,$

引文服务系统等! 形成了过程控制规范的数字化业

务管理与服务平台! 见图 )#

图 (%H0I,数字业务平台

!!印本资源) 从 "##% 年 %# %$$ 种提升到 "##( 年

") ### 多种! 增长 "[) 倍# 数字资源) 网络版数据

库增长到 " ### 多种# 网络服务系统检索访问$ 原

文请求服务$ 网络版全文数据库浏览下载情况! 见

图 &! 图 '! 表 %#

(J!%特点

+%, 改变以往服务模式单一的状况! 拓展服务

对象和服务领域" 变原有封闭的系统为开放式的系

统! 构建可嵌入的 3/=0! 为将来的系统可集成性

提供了可能#

图 )%!""$ K!""+ 年H0I,网络服务系统检索访问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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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K!""+ 年H0I,中心系统提供的原文请求服务

!表 $%!""+年H0I,网络版全文数据库浏览下载情况)万篇*

名称 全国授权 联合采购 支持成员单位采购 合计

全文浏览下载量 )%' % "&) &%# " *$"

+", 通过情景敏感服务! 增强对用户所在单位

本地资源的服务与揭示能力! 激活用户电子或印本

馆藏信息! 提高本地资源利用能力#

+*, 提升3/=0对我国科技信息服务的支撑作

用! 成为我国科技文献情报系统的坚强后盾# 具备

联合更多的机构参与对全国的文献信息服务的能

力! 提高行业整体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 创新联合协同的服务机制! 分属不同系

统$ 不同地区的成员单位$ 镜像站$ 服务站协同服

务! 在有效保障基础性文献服务同时! 推进了专题

性$ 知识化服务#

)%H0I,服务的发展方向和展望

)J$%集中力量做强核心资源保障+ 逐步集成地方%

行业特色资源

!!面对未来科技文献资源的数字化与多元化发展

趋势! 在继续巩固完善纸本科技文献资源基础保障

!!

的同时! 加强数字资源的服务能力! 重点加强数字

科技文献资源的全国保障# 有机整合国家$ 地区$

行业和本机构资源与服务! 通过国家平台集成地

方$ 行业特色资源! 挖掘和利用各类特色资源与服

务! 促进国家平台和其他平台资源的有效集成#

)J!%全面实现开放服务的模式+ 支持并拓展第 &

方文献信息服务能力

!!继续支持第 * 方信息服务机构的联合服务能

力! 将中心服务与其他机构的本地文献检索$ 文献

传递和信息咨询等服务有机链接! 使中心服务成为

其本地文献服务的组成部分! 最大限度地提高最终

用户利用中心服务的便捷性! 支持第 * 方机构对中

心资源与服务进行二次开发和深度定制集成! 形成

新的文献信息服务能力#

)J&%推进知识服务示范研究+ 鼓励联合开展增值

服务

!!充分发挥国家平台协调统筹能力! 组织协调各

地各级科技文献服务机构开展联合服务和推广增值

服务# 发挥国家平台在关键服务创新和公共服务工

具支持上的引导推动作用! 加强知识组织体系建

设! 提高文献内容的深度揭示和关联服务! 更加关

注基于文献内容的知识挖掘能力#

)J'%构建联合协同的服务机制+ 创新信息服务模

式

!!探索国内各类各级文献传递服务体系的联合服

务机制! 联合进行科技信息服务宣传与培训行动!

探索联合咨询机制! 大力发展灵活多样的科技信息

服务方式! 针对科技园区$ 重点企业$ 重点服务项

目! 定点跟踪服务和定制产品! 提供专门的信息服

务与情报服务! 逐步完善定点对口服务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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