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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介绍协同服务需求背景" 发展特点基础上! 以国家科学图书馆为例! 重点介绍几种协同服务的

关键技术与建设经验! 包括面向用户工作流的协同服务" 面向知识聚合的战略情报集成研讨服务" 面向融

汇服务环境的协同服务等# 最后! 分析数字图书馆协同服务技术发展趋势以及协同服务未来建设重点#

#关键词$ !协同服务( 技术( 实践( 国家科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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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硕士研究生导师! 发表论文 +# 余篇#

$%引言

随着科学问题的复杂化发展! 用户对信息服务

的需求也呈现跨学科$ 跨领域$ 跨组织机构的特

点! 相应地数字图书馆建设重点正在从个体产品服

务转向跨机构$ 跨领域协同服务# 国际图联 "##(

年报告.%/表明! 建立区域$ 国家$ 洲际以及全球性

协同服务的数字图书馆是当前数字图书馆建设的一

个重要特征# 为了推动数字图书馆协同服务建设!

美国博物馆和图书馆协会 +R8E565J5;7DXJE;JF48<

06AB4B@/;BH6:;E! RX0/, 于 "##( 年创立了 %国际战

略合作项目&! 现已有 %" 万家图书馆$ %[' 万家博

物馆成为联盟成员# RX0/积极推动协同服务建设与

研究工作! 人权数字图书馆 +2_Z0! >55C) \\KKKO

:6H69B6?>5E96AB4B@O7B?\, 是 RX0/ 资助项目之一! 它

围绕人权研究这个主题! 集成了多家图书馆$ 档案

馆$ 博物馆收藏的相关文献资源! 多家广播$ 电

影$ 电视公司收藏的影音资料以及网络上可开放获

取的故事$ 评论$ 人物介绍$ 多媒体信息等资源#

同时! 2_Z0建立了来自多家机构$ 不同领域的专

业人员组成的协同服务团队! 在相关信息技术支持

下! 向科研用户提供专业化服务#

与RX0/ 目标一致!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3/=0, 也在积极推动国内数字图书馆协同服务建

设# 其中! 作为 3/=0成员馆之一! 国家科学图书

*&%*

医学信息学杂志!"#$#年第%$卷第$期!!!!!!!!!!!! !&'()*+,'-./012+,1*-').+3124!"#$#!5678%$!*68$



馆 +以下简称 %国科图&, 在协同服务技术研究与服

务建设方面做了很多探索! 本文将结合国家科学数字

图书馆建设实践! 介绍协同服务相关技术与方法#

!%面向用户工作流的协同服务

!J$%协同服务平台建设

通常! 科研用户在使用数字图书馆服务时主要

关心以下几个问题) 如何发现自己所需要的资源$

如何确定这些资源的收藏位置$ 如何获取到这些资

源以及遇到问题时如何获得咨询解答服务等# 为了

回答以上问题! 国家科学图书馆建立了由集成检索

服务 +/;4B:>,$ 情景敏感定位服务 +07:45678,$ 协

同支持的获取服务 +1::;EE, 和咨询服务 +_;D;BN

;8:;, 等组成的集成服务平台! 见图 %! 并实现各服

务模块之间的无缝集成与协同工作! 从而支持用户从

发现信息到获取原文的平滑过渡! 简化操作过程! 降

低操作难度! 确保数字图书馆的可用$ 易用#

图 $%面向用户工作流的协同服务

!J!%基于开放接口的集成检索服务

+%, 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资源范围

用户信息需求很难由一个图书馆的馆藏资源给

予满足# 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用户所需要的资源包

括 + 类) 第 % 类是国家科学图书馆收藏的$ 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资源! 包括期刊集成目录$ 图书联合

目录$ 中科院学位论文$ 中科院研究所产出的科学

数据$ 1_T管理资源$ 机构知识库资源以及中科院

出版的学术期刊资源等" 第 " 类是国科图购买了使

用权的商业数据库资源! 包括电子期刊$ 电子图书

以及基于协议而建立的本地长期保存资源" 第 * 类

是与国家科学图书馆建有协同服务关系的第 * 方机

构资源! 如国防信息中心$ 标准研究院$ 计量研究

院以及清华大学图书馆提供的国防科技信息$ 标准

信息$ 标准规程信息$ 21/V0期刊等资源" 第 + 类

是支持开放获取的相关网络资源# 为了支持用户从

以上资源范围内发现个人所需信息! 国家科学图书

馆建立了一个基于 /_S + /;4B:> 48< _;5B6;H;H64

S_0,

."/技术的集成检索服务平台#

+", 封装开放接口 /_S

首先! 国科图利用 P202开源工具 /_U\S

.*/

!

为馆藏数字资源检索系统$ 面向商业数据资源的跨

库检索系统$ 面向第 * 方协作资源的元数据仓储系

统以及 U;A 开放资源系统等封装了开放接口 /_S!

支持国科图应用系统以及第 * 方服务系统的开放调

用# /_S是从b*$[)# 发展而来的 U;A 信息检索协

议! 它建立在V==T通信协议之上# 一个 /_S\cW=

请求是一个遵循_a2%'*(

.+/规范的S_0! 它由基本

S_0和检索属性两部分组成# 基本检索属性元素包

括) 操作类型 +PC;B45678,$ 版本 +d;BE678,$ 查询

式 + J̀;B@,$ 开始记录号 +/54B5_;:7B<,$ 每页记录

数 + X4L6FJF_;:7B<E,$ 结 果 信 息 表 示 方 式

+_;:7B<T4:M68?,$ 结果排序方式 + /7B5e;@E, 等#

下面是一个 /_S查询请求实例)

>55C) \\:B7EE<7F468O94EO4:O:8\/_U\E;BH6:;E\ZWR/1 7C;BN

45678 fE;4B:>_;5B6;H;̂]J;B@f<:O5659;f& E@E5;F& Ĥ;BE678

f%O% Ê54B5_;:7B< f% F̂4L6FJF_;:7B<Ef%# B̂;:7B</:>;F4

f68D7) EBK\E:>;F4\%\<:QH%O%

应用系统只要构建并提交以上形式的查询请

求! 就可以实现与数字图书馆系统的集成! 并返回

以.X0格式描述的相关文献信息# 由于 /_S具有

开放性$ 易用性等特点! 它已经被包括美国国会图

书馆.)/

$ P202

.&/

$ 牛津大学$ 爱丁堡大学$ 南安

普顿大学$ 多伦多大学.'/

$ 欧盟图书馆 +=>;WJB7N

C;48 06AB4B@,

.(/等众多国际上有影响的图书馆$ 信

息服务机构广泛采用#

+*, 建立集成检索服务体系

在完成 /_S接口封装之后! 国科图重新构建网

站主页系统! 并新开发了用户桌面工具 %;划通&$

研究所信息服务平台等! 建立了国科图集成检索服

务体系! 见图 "# 所有这些应用系统的顶层都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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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用户需求驱动的设计思路! 底层通过 /_S接口实

现与资源服务系统的集成! 从而达到方便$ 快捷的

协同服务目标# 基于 /_S接口! 国科图自己的应用

系统$ 第 * 方系统都可以调用国科图的检索服务!

从而支持国科图与更广泛的组织机构之间的协同服

务# 例如! 中科院网络中心正在将国科图文献检索

服务嵌入到科学数据检索系统中! 以便支持科研用

户在进行科学数据检索的同时还可以查询相关的文

献信息! 实现科学数据与科技文献信息的跨界协同

服务#

图 !%基于0.S接口的集成检索服务体系

!J&%基于情景敏感的动态定位服务

用户利用集成检索工具发现了自己需要的信息

资源! 接下来想知道) 这些信息在哪里收藏$ 收藏

机构的服务政策如何$ 如何请求这些资源等# 针对

这类问题! 国科图构建了情景敏感的动态定位服

务# 国科图数字图书馆资源分布在 % 个总馆$ 多个

分馆$ $# 余家研究所图书馆以及多家第 * 方协作机

构内! 不同机构的服务策略不同# 为支持众多机构

的协同服务! 国科图建立了一个知识库! 采集读者

信息$ 研究所信息$ 资源信息$ 服务信息! 并建立

读者000所属机构000服务代理关系$ 研究所000

资源000访问控制000服务政策关系$ 数据库000

期刊000论文目次000引文关系等# 然后! 利用知

识库对当前用户的当前检索结果信息进行分析! 根

据用户RT确定其所属研究所! 再根据研究所订购资

源情况判断用户对当前检索到的信息是否具有直接

访问电子全文的权利! 如果有权限则选择全文下载

服务! 如果没有则为结果文献绑定原文传递$ 馆际

互借或参考咨询服务! 从而为每条检索结果信息动

态选择最佳后续服务#

!J'%基于协同支持的原文获取服务

+%, 获取原文的多种形式

发现并定位信息后! 用户希望能尽快获取原

文# 获取原文有多种形式! 需要多个机构$ 多个服

务系统以及多种角色馆员的协同工作# 其中! 直接

下载电子全文需要将请求提交给数据库商! 在通过

其访问控制后从全文数据库返回文献全文" 原文传

递及馆际互借服务需要将请求提交给资源收藏机

构! 前者由收藏馆原文传递服务馆员扫描信息内容

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请求者! 后者由收藏馆互借

馆员作出反应" 咨询服务则要将用户的查询结果信

息及问题提交给咨询系统! 由系统指定联合咨询馆

员作出回答#

+", 利用 PC;8S_0实现基于协同支持的原文

获取服务

为了支持用户请求在多个服务系统之间的传递

与应答! 保证用户从信息检索到定位$ 获取全过程

的顺畅进行! 国科图引入 PC;8S_0技术# 即利用

PC;8S_0将检索系统生成的结果元数据由检索系统

传递到定位系统! 增加定位信息后再由定位服务系

统传递到全文数据库系统或原文传递与馆际互借服

务系统$ 参考咨询服务系统等# 利用 PC;8S_0! 不

但可以实现用户检索结果与请求信息在多个服务系

统之间的自动传递! 使得用户从检索$ 定位到获取

过程变成一个整体! 而且! 也使得跨机构的服务单

元被根据用户流程进行动态整合! 实现人员协同$

机构协同的目标# 例如! 用户检索到一条美军军事

标准文献! 经定位分析得知国防信息中心图书馆有

其印本收藏! 当用户点击 %原文传递& 请求后! 该

文献元数据信息$ 用户联系信息等被自动传递到国

防信息中心! 国防信息中心原文传递馆员接收到请

求后! 启动进库取书$ 电子扫描$ 发送电子邮件等

操作! 将相关信息发送到用户电子信箱# 如果该用

户尚不是原文传递系统注册用户! 其请求信息会先传

给中间代理服务馆! 经代理服务馆确认后再将请求转

发给文献收藏馆# 国科图协同服务流程! 见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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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国科图协同服务流程

&%面向知识聚合的战略情报集成研讨服务

&J$%建立战略情报集成研讨厅

战略情报研究与服务一直是国科图重要任务之

一# 为有效提升战略情报研究能力! 高效和快速地

实现从 Z454到 R8D7BF45678 到 R85;996?;8:;到 /79J5678

的升华! 国科图建立了战略情报集成研讨厅# 即在

网络系统$ 视频会议系统基础上! 通过构建虚拟协

同工作空间! 把专家$ 数据和工具融合构成一个智

能系统.$/

! 支持战略专家$ 情报专家$ 学科专家$

技术专家针对特定的研究主题! 利用共词$ 共引$

关联$ 聚类等多种分析工具与方法! 对多种相关的

文献资源$ 情报研究数据等进行并行分析$ 多角度

交互研讨$ 多渠道内容实时聚合$ 多专家即时合作

写作! 促进实现信息对照激发$ 多元交互激发$ 群

体智慧捕获情形下的知识创造力聚合! 共同创造生

成新的战略情报研究产品# 协同情报研究模型! 见

图 +#

图 '%协同情报研究模型

&J!%战略情报集成研讨厅的技术实现

在技术实现上! 战略情报集成研讨厅通过集成

视频会议系统! 支持本地及远程专家之间的协同交

互! 支持各类专家对分析过程的实时监控$ 中间结

果判读$ 分析方向调整等! 支持多路信息交互输

出# 同时! 集成 X6:B7E7D5P8;375;支持多专家在同

一U7B<空间里协同写作! 并与多个本地$ 远程研

讨参与者进行即时交流# 并利用 />4B;T7685建立异

步联合工作空间! 实现从同步写作$ 即时交流到异

步写作与协同交流的集成# 国科图战略情报集成研

讨厅的建成! 为协同情报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

支撑平台! 其应用效果受到广泛的好评#

'%面向集成融汇环境的协同服务

'J$%集成融汇技术的含义与应用

集成融汇是将来自多个来源的数据$ 服务合并

到一个应用系统中! 从而构建出新的应用形式# 集

成融汇的目标是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源与服务! 通过

集成多方资源构建新的服务系统! 支持图书馆服务

向用户所在环境的嵌入! 支持用户参与网络服务构

建! 使用户从单一的信息消费者 +_;4< Q789@, 转

向消费者$ 创建者以及网络服务构建者的综合体

+_;4< QKB65;Q48< QC4B56:4C45;, # 作为 U;A"[# 的

重要技术之一! 当前集成融汇技术在数字图书馆协

同服务建设中得到广泛应用# 例如! 安大略剑桥公

共图书馆通过融汇来自本馆的 PT12信息以及

Y7KM;B/@8<;56:E公司的图书封面图片信息.%#/

! 从

而构造出一个动态的新书展示服务.%%/

" X:X4E5;B大

学图书馆将馆藏航空摄影照片资源与 c77?9;地图融

汇! 构建出一种新的信息揭示工具.%"/

" 纽约公共图

书馆 +3gT0,

.%*/将基本服务封装成 U6<?;5组件!

支持向用户桌面环境的嵌入#

'J!%国科图集成融汇环境下协同服务建设思路

+%, 封装融汇服务! 支持其他系统发起的协同

服务调用

集成融汇环境下协同服务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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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支持潜在的$ 甚至是未知的用户发起协同服务请

求并迅速获得预期的服务结果! 这也是实现长尾服

务的一种重要形式# 为了支持以上服务目标! 国科

图制定了集成融汇服务组件 +U6<?;5, 封装计划!

即在 /_S检索接口基础上! 将数字图书馆系统中的

基本服务$ 专题服务封装成一个个具有特定功能$

可以独立调用的服务组件! 在图 " /_S接口层之上

增加融汇服务组件层! 支持目标应用系统的调用!

包括) a4:;A77M$ X@EC4:;等用户桌面系统 +Z;EMN

=7C,! 以及6c77?9;$ 3;5H6A;E$ U;AK4?等用户起始

页面 +/54B5T4?;,# 这些应用系统的一个共同特点

是支持用户个人自我构建服务系统! 不需要编程!

不需要具备特殊的计算机技能! 从而使用户参与服

务构建成为可能#

+", 创建融汇服务仓储! 支持用户协同参与的

融汇服务共建共用

创建融汇服务仓储系统! 摄入$ 保存$ 管理融

汇组件对象! 支持开放的服务发现$ 调用# 收藏对

象既包括图书馆领域融汇组件! 也接纳来自数字教

学$ 数字科研$ 数字出版$ 数字生活等相关领域的

服务组件# 组件构建者既可以是国科图馆员! 也可

以是联盟馆馆员! 以及其他机构人员和任意用户#

在应用端! 任何组织$ 机构和个人都可以根据个性

需求从仓储系统中发现相关服务! 并将其集成到个

人应用系统中# 同时! 仓储系统支持服务组件的迁

移! 包括将 c77?9;c4<?;5$ g4>77U6<?;5$ 3;5H6A;E

U6<?;5等第 * 方融汇组件迁移到自己的仓储系统

中! 以及将自己仓储系统中的融汇组件迁移到第 *

方融汇平台上# 融汇服务仓储系统架构! 见图 )#

图 (%融汇服务仓储系统架构

+*, 开发桌面工具! 支持用户构建606AB4B@

目前的图书馆网站都是由图书馆员设计的! 在

内容组织$ 流程设计上未必符合用户的个性需求#

在融汇服务仓储之上! 计划开发一个类似6c77?9;的

用户桌面工具! 支持用户根据个性需求自我设计$

构建个人图书馆页面#

(%结语

信息技术无疑是协同服务建设的重要支撑# 当

前协同服务技术呈现以下几方面特点) 开放标准!

支持跨机构服务协同! 支持面向用户信息利用过程

的服务协同! 支持动态协商与双向融汇服务" 开放

关联数据 +068M;< PC;8 Z454,! 支持不同来源数据

的协同计算! 目前U*2已经发布 %## 多个关联数据

源" 开放源码! 实现协同设计开发! hR/2"##( 报告

认为! 开放源码是 0X/ 未来发展方向" 开放服务!

支持用户作为协作者参与服务构建! 3;5H6A;E生态

环境已经收集了来自 %%) 个国家$ %[) 万用户贡献

的 %([) 万次服务! 每月提供第 * 方服务调用超过 )

亿次" 新技术给协同服务建设提供新的机遇和挑

战! 如基于云计算的协同存储$ 分析与服务技术!

动态服务发现$ 调用与融汇服务技术! 以及基于情

景感知的SQ服务技术等# 国家科学图书馆在协同

服务建设方面做了一些尝试! 但在更大范围的跨领

域协作$ 更深入的用户参与的协同服务建设等方面

还有待做进一步探索! 这也将是未来数字图书馆协

同服务研究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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