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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专题知识库平台系统需求，详细阐述高等医学院校图书馆专题知识库系统设计方法，包括数据
源及数据处理、系统功能结构及检索接口设计、系统开发及关键技术实现、专题库平台数据制作流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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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信息技术的广泛应

用，各类信息资源呈爆炸式增长。生物医学文献量每

年都在大幅递增，海量而丰富的生物医学信息资源选

择、利用难度随之提升。高等医学院校图书馆，有责

任及时向本校以及各附属医院的教学科研人员提供医

学信息的来源情况、文献分布规律，并使其能够通

过简便的检索途径及时准确地获取所需要的文献资

料［１］。利用计算机、网络、信息组织与处理最新技

术，将零散、多元、丰富、异构、多源的生物医学

专题信息资源进行序化、组织并统一揭示和发布，

以满足特定用户实时、专业、共享的信息需求，已

成为高等医学院校图书馆创新读者服务的有效途

径［２］。因此设计与开发能够解决多源异构、批量数

据输入与输出、多途径检索与多维结果揭示，集数

据采集、组织、管理与检索输出等功能于一体的专

题知识库平台系统尤为必要。

２　专题知识库平台系统需求分析

２１　总体需求

高等医学院校作为高等院校中一个独特的体

系，其专题库建设也具有特殊性。需要紧密结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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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学科研实际，摸索出一套符合自身特点的专题

库建设的规律和方法，搭建一个种类丰富的科研文

献资源一站式服务平台。专题知识库覆盖生物医学

专题领域的国内外期刊、专著、专利、标准、指

南、会议、学位论文、网络以及其他相关文献，需

要建立一个跨资源类型、跨学科、跨主题的文献资

源统一标引、检索、揭示系统［３］。

２２　功能需求

２２１　功能组件　专题知识库平台系统的功能组
件主要分为数据解析、用户检索以及平台管理相关

功能模块。其中数据解析主要提供所采集数据的解

析入库以及后续的数据索引制作、全文导入等功

能；用户检索主要提供文献题录信息检索和全文数

据获取等功能；平台管理主要提供系统相关数据的

增删改查等功能［４］。

２２２　平台系统架构　平台采用灵活可变、可扩
展性强的数据架构，实现的功能如下：灵活多样的

资源导航功能，包括快速检索以及高级逻辑组合检

索功能；多维度聚类统计和筛选功能 （资源类型、

来源出处、学科分类、关键词、评价指标等）；灵

活多样的用户认证体系，可实现帐号或ＩＰ授权方式
的验证和登录；灵活便捷的多种格式数据导入／导
出功能，支持ＰＤＦ在线阅读、音视频在线播放与浏
览等操作；详尽的访问日志记录和统计分析功能，

全接口化设计，界面与业务功能独立，通过 Ｊｓｏｎ／
ＸＭＬ进行内外部系统的数据对接调用；系统资源模
块独立，资源自定义组合、自定义创建主题导航及

批量数据导入和编辑；个性化文献索取、个人中心

及资源分享［５］，见图１。

图１　专题知识库平台系统架构

３　数据源及数据处理

３１　概述

３１１　数据源　专题知识库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以

下几种：一是文献资料，包括政府研究部门、企

业、组织、智库、学术机构所发表的文件资料、学

术论文等；二是新闻媒体相关报道，包括报纸、杂

志、电视、广播等综合新闻内容；三是社交媒体等

网络资源，包括博客、微博、抖音、微信、推特、

脸书等。对于通过不同渠道收集的半结构化和非结

构化等多源异构数据，应按专题进行过滤、去重、

筛选分类，并对分类的数据进行甄别，确保来源、

内容可靠可信［６］。本系统支持各类异构资源的整合

与检索，采用都柏林核心元数据集 （Ｄｕｂｌｉｎｃｏｒｅｅｌ

ｅｍｅｎｔｓｅｔ，ＤＣ）进行统一著录，ＤＣ元数据集具有

简易性、类型通用性、国际通用性、可扩展性等

特点。

３１２　文献数据解析工具　采用ＪａｖａＦＸ技术，界

面和控制逻辑分离，方便程序代码和界面代码协作

开发；有更丰富的组件，方便快速开发。另外，文

献数据处理时不采用传统的期次等组织形式，平台

数据管理人员可以根据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采集并

将文献数据组织到对应专题下。

３２　数据采集

本系统数据解析模块目前支持ＴＸＴ、ＲＩＳ和Ｅｘ

ｃｅｌ３种格式，以人工采集的方式搜集获取专题数
据。如采集来源无法下载或者下载格式非平台支持

的格式则需要人工处理，即按照资源类型对应的数

据模板编辑数据。系统初始化资源类型有：期刊

（文摘、全文）、专利、标准、临床试验。其他资源

类型可由系统管理员在管理平台自定义创建。

３３　数据导入

３３１　文献数据导入　涉及数据解析、异构数据

整合、数据合并去重等处理过程。在数据解析过程

中，设计了ＴＸＴ、ＲＩＳ和Ｅｘｃｅｌ３种数据格式的解析
器，分别负责读取并解析出不同的数据字段；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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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数据的多样性和异构性等问题，针对数据字段

不同但涵义相同的字段需要进行合并导入，如期刊

中的作者字段、专利中的发明人、标准中的制定人

等；对于数据标识问题，以文献数字对象唯一标识

符 （ｄｉｇｉｔ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ｕｎｉｑｕ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ＤＯＩ）、专利号、
标准号、试验注册号作为数据唯一性判断，如采集

数据无对应数据标识，则利用资源类型和标题字段

作为唯一性判断。

３３２　全文数据导入　涉及数据处理、全文索引
等处理过程。设计３种不同上传方式：一是以全文
文件名称进行标题匹配；二是以人工编辑的辅助文

件标引全文文件；三是在管理平台系统中，依托文

献列表进行单篇上传。采取多种上传方式可方便数

据维护，提高工作效率。

３４　索引制作

文献资源检索系统是本系统提供信息服务的核

心部分，只有能够提供多维度、关键字段的组合检

索，才能满足用户的实际需求。检索系统围绕 “标

题”“作者”“来源”“类型”“专题”“年代”等

核心字段进行设计。在文献数据导入后，系统会按

照每次导入行为自动生成批次号；全文索引则以批

次号作为制作依据，一次性将制作批次对应的文献

数据导入到全文索引库中［７］。

４　系统功能结构及检索接口设计

４１　系统功能结构设计

在系统设计过程中，要与专题知识库的使用对

象进行沟通，并充分理解其提出的专业化和个性化

需求，在此基础上对各功能模块进行合理设计，这

是关系到平台可用性和易用性的关键环节。在本系

统中，主要从业务需求、系统平台、数据流转、用

户角色［８］４个方面对各功能流程进行规划和设计，
见图２。

图２　专题知识库系统功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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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检索接口设计

４２１　检索信息输入、输出　文献检索接口依照
检索服务提供的超文本传输协议 （ｈｙｐｅｒｔｅｘ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ＨＴＴＰ）接口进行封装，将用户检索输入

转换成对应的参数提交并返回检索结果。Ｓｏｌｒ检索
条件为机器语言，需要向用户展示自然语言表达

式；在提交检索接口之前，需要进行自然语言表达

式和ｓｏｌｒ检索表达式的转换操作，见表１、表２。

表１　检索信息输入

序号 输入项 类型 参数名称 是否可空 说明

１ 　检索表达式 文本 ｅｘｐ Ｎ 自然语言表达式

２ 分页页码 数字 ｐａｇｅ Ｎ －

３ 分页间距 数字 ｓｉｚｅ Ｎ －

４ 排序规则 数字 ｓｏｒｔ Ｎ 排序规则：时间倒序 （默认排序）、时间正序、相关度排序

５ 限定条件 文本 ｆｉｌｔｅｒＪｓｏｎ Ｎ ｊｓｏｎ结构数据

表２　检索信息输出

序号 输出字段 参数名称 说明

１ 检索表达式 ｅｘｐ ｓｏｌｒ表达式

２ 检索命中页数 ｔｏｔａｌ －

３ 检索命中记录数 ｃｏｕｎｔ －

４ 当前页码 ｐａｇｅ －

５ 聚合统计 ｇｒｏｕｐｓ 类型、年份、数据库、来源、

关键词、语种等统计信息

６ 检索记录 ｒｅｃｏｒｄｓ 文献信息

４２２　文献检索接口关联的数据对象和方法类　

其中在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ｍｐｉｌｅＵｔｉｌｓ类中，根据正则表达式解

析用户输入的检索表达式，构造 ｓｏｌｒ全文检索服务

规定的检索表达式，有助于多条件检索的实现。其

中，文献检索实体对象类 ＳｅａｒｃｈＬｉｔｅｒａｒａｔｕｒｅＶｏ的属

性中存储了页面传入的检索条件；文献检索接口服

务类ＳｏｌｒＳｅａｒｃｈＳｅｒｖｉｃｅ构建了３种检索方法：快速检

索、高级检索、专题检索。过滤器类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ｃｅＦｉｌｔｅｒＲｅｑＤｔｏ对检索条件进行过滤，并将过滤

后的检索条件传入高级检索类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Ｒ

ｅｑＤｔｏ，再传入高级检索方法中完成检索。在多条件

检索类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ｍｐｉｌｅＵｔｉｌｓ中，根据正则表达式解析

用户输入的检索表达式，构造 ｓｏｌｒ全文检索服务规

定的检索表达式，实现多条件检索。在传输响应类

ＨｔｔｐＵｔｉｌｓ中对客户端检索参数、检索时间、检索过

期时间等进行存储。

５　系统开发及关键技术实现

５１　系统开发及运行环境

５１１　开发应用技术　采用 Ｊ２ＥＥ（Ｊａｖａ２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ｅｄｉｔｉｏｎ）相关技术进行开发，Ｊ２ＥＥ定义了
丰富的技术标准、开发工具和应用程序接口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ＡＰＩ）为开发企业级
应用提供技术支持，这些技术涵盖数据库访问、分

布式通信和安全等。大型企业级Ｗｅｂ应用系统的开
发通常要求良好的便于协作开发和扩展升级的软件

架构，传统的开发模式不能很好地满足这些需求。

因此本系统采用目前较流行且稳定的开源框架 Ｓｐｒｉ
ｎｇＢｏｏｔ，该框架提供了一种开发 Ｊ２ＥＥ企业级 Ｗｅｂ
应用的解决方案。

５１２　运行环境　将 ＡｐａｃｈｅＴｏｍｃａｔ作为应用服
务器，后端数据库采用 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２００８作为数据库
管理系统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ＤＢＭＳ），
全文搜索服务器采用 ｓｏｌｒ［９］。操作系统：Ｗｉｎｄｏｗｓ
２００８及其以上版本系统或者 Ｌｉｎｕｘ内核２６及其以
上版本系统。软件环境：关系型数据库 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
２００８，Ｗｅｂ应用服务器 ＡｐａｃｈｅＴｏｍｃａｔ８，Ｊａｖａ运行
环境 ＪＤＫ１８。硬件环境：处理器主频 ２５ＧＨｚ以
上，物理内存１６ＧＢ以上，系统盘空间４０ＧＢ以上，
数据存储盘空间２００Ｇ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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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关键技术及实现

５２１　文献数据推荐实现　平台系统每周以用户

查询、下载、阅读等多维度的日志信息作为依据，

统计当前访问量最多的文献数据，推荐到用户端首

页。以最新发布数据作为补充，保证推荐资料的完

整性。例如当前统计后的推荐结果只有２条文献数

据，系统将在最新录入的数据中选取４条文献数据

作为补充推荐；若无统计结果则选取６条文献数据

作为补充推荐。

５２２　多条件检索实现　用户可以通过直接点击

专题选项浏览对应的文献数据或在高级检索页面输

入框中输入多个检索条件组合查询所需文献数据。

查询语句在本系统中存在自然语言和 ｓｏｌｒ机器语言

的区分。

６　专题库平台数据制作流程

６１　概述

６１１　专题库组成　本专题库主要由前台与后台

两部分页面以及配套的数据制作工具组成。前台主

要为用户提供浏览、检索及下载文献的功能；后台

及数据制作工具为管理员提供各类用户及数据管理

功能。数据管理是本系统技术实现中的主要难点和

关键点。

６１２　数据制作　由数据导入、索引制作和全文

上传３个功能组成。其中数据导入是将采集到的题

录信息导入数据库中；索引制作是将数据库中的题

录信息导入ｓｏｌｒ索引中，供用户检索；全文上传是

批量上传全文数据，从而为用户提供全文下载。

６２　数据制作流程

６２１　数据导入　管理员应提前准备好数据，例

如从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下载ＲＩＳ格式的题录

数据后，即可打开工具点击 “数据导入”，会出现

主题选择窗口，可选择相应的主题名称，以便将本

次导入数据存储到该主题下。此处显示的主题可由

管理员在后台页面自由设定，例如可设定各种正在

进行研究的病毒、细菌名称等。下一步则需要选择

待导入数据对应的资源类型和来源，本例中下载的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数据需要选择 “全文”。

点击 “选择文件”，在弹出窗口中找到待导入的数

据文件进行导入即可。

６２２　索引制作　数据导入完成后，用户端仍然

无法检索到导入的数据，需要将数据制作到 ｓｏｌｒ索

引中用户才可以检索到题录信息。点击工具中的

“索引制作”，只需找到之前状态为 “未制作”的相

应批次信息进行导入即可。

６２３　全文上传　索引制作完成后，用户端可以

正常检索到题录信息，但还无法下载到对应的全文

数据，需要将题录信息对应的全文数据上传之后，

用户才可以正常下载全文数据。全文上传有两种录

入方式，一是以 “辅助文件”的方式批量上传，二

是以 “文件名称”匹配的方式批量上传。其中 “文

件名称匹配”复选框选中则代表以 “文件名称”匹

配的方式批量上传，取消选中则代表以 “辅助文

件”的方式批量上传。

对于系统中尚无全文的数据，系统会在后台界

面罗列在数据表格中以便用户进行全文上传，既可

单篇上传也可通过导出模板进行批量上传。全文上

传成功之后，则该文献整个数据制作过程结束，用

户可以在前台页面进行检索、浏览并下载。

７　结语

建立专题知识库是深层次开发利用信息资源的

有效手段，医学院校图书馆在结合本校需求、优势

和特点，对信息资源进行深度开发的基础上，建设

有自身学科特色的专题知识库，才能实现优势互补

以及最大程度的信息资源共享。文献数量大、质量

高、组织标引科学的专业生物医学专题库必将为该

领域的科研活动提供高效的信息支撑。部分科研人

员习惯于从 ＰｕｂＭｅｄ、中国知网等综合性数据库中

搜索所需信息，不仅会遇到有效信息少、检索噪音

多等问题，还缺少更有参考价值的专利、标准、法

律、指令、手册等文献类型［１０］。在搜集上述类型文

献数据方面图书馆具有更多的途径和优势。因此，

（下转第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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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吴丹大学生健康信息素养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Ｄ］．

太原：山西大学，２０１９．

７　罗艺大学生信息素养及其教育支持研究 ［Ｄ］．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２０２１．

８　尹娜，谢丽大数据背景下医护人员信息获取途径及影响

因素分析 ［Ｊ］．中国数字医学，２０１９，１４（８）：３９－４１．

９　邵思蜜，文漪从专业检索的角度谈医生信息素养的提

升 ［Ｊ］．医药与保健，２０１４（１２）：１４１－１４２．

１０　崔月婷，柴培钰，时小莹，等大数据背景下医务工作

者医学信息素养与情报服务需求 ［Ｊ］．中国卫生产业，

２０２０，１７（３４）：１４－１８．

１１　梁瑞晨，刘延淑，胡敏，等四川省三级甲等医院手术

室护士信息素养水平调查 ［Ｊ］．护理学杂志，２０２１，３６

（２２）：３５－３８．

１２　占艳，晏峻峰，刘青萍，等新医科背景下中医药类硕

士研究生对信息技能的需求调查与分析 ［Ｊ］．医学信

息学杂志，２０２１，４２（５）：８６－８９．

１３　郑微，李金伟，陈晶临床医生信息素养现状调查及影

响因素分析 ［Ｊ］．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２０２１，３０

（２）：４８－５２．

１４　曹莉，徐翠，曹向阳思维导图联合多媒体ＰＰＴ课件在

急诊科护士创伤急救知识和技能培训中的应用 ［Ｊ］．

护理实践与研究，２０２１，１８（１７）：２６６０－２６６３．

１５　ＥＶＧＥＮＩＹＶＴ，ＮＡＴＡＬＩＡＮＭ，ＶＡＬＥＲＩＩＥＳ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ａｇｅｔｒｅｎｄｓ：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ｄａｔａｖｉｓｕａｌｉｓａ

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ａｃｅ［ＥＢ／ＯＬ］．［２０２２－０６－１５］．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ｃｏｍ／ｆｉｌｅｓ／ｄａｔａ／ａｒｔｉｃｌｅ／

５９／２２３４／ａｒｔｉｃｌｅ＿５９＿２２３４＿ｐｄｆ＿１００ｐｄｆ．

１６　ＦＯＵＲＩＥＩ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ＩＭ），ｒｅｆｅｒ

ｅｎ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ｍｉｎｄｍａｐｓ：ｔｈｅｗａｙｔｏ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ｌｉｂｒａｒ

ｉａｎｓ［Ｊ］．Ｌｉｂｒａｒｙｈｉｔｅｃｈ，２０１１，２９（４）：７６４－７７１．

１７　韩永青高校图书馆学科知识服务可视化研究———学科思

维导图绘制 ［Ｊ］．情报科学，２０１１，２９（８）：１２６２－１２６７．

１８　杨雪萍思维导图在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中的应用

———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ＣＡＳＨＬ服务为例 ［Ｊ］．大

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５，３３（２）：６６－７１．

１９　ＬＩＵＷ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ａｐ：ａ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ｖｉｓｕａｌｐａｔｈｔｏｌｉｂｒａｒｙ

ｇｕｉｄｅｓ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Ｊ］．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ｌｉｂｒａｒｙ，２０２０，３８

（５）：９４３－９６２．

２０　彭迪，常红思维导图方法提升高校图书馆员职业能力

探析 ［Ｊ］．图书馆工作与研究，２０２０（５）：１０１－１０５．

（上接第８８页）
由图书馆依据学校实际需求搭建的 “一站式服务”

专题库平台能够为医学专业人员提供全面、权威、

最新的生物医学文献信息，有助于科研人员节约时

间、提高科研效率。后续还将在专题知识库检索结

果的多维度可视化分析与揭示方面进一步深入研究

和完善，并努力拓展本系统的服务范围，为医学从

业人员及时获得各种专业性更强、更加精准的信息

服务提供助力。

参考文献

１　冀振武试论如何提高高等医学院校图书馆的情报职能

［Ｊ］．中国卫生经济，２０００，１９（３）：５７．

２　张蕾，刘薇薇，赵志强高等医学院校专题特色数据库的

建设与开发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２００８（１）：３９－４２．

３　张胜全，董佳高校图书馆专题特色库资源的深度开发

［Ｊ］．现代情报，２００５（２）：３３－３４，９５．

４　李蓓，兰小筠医学专题数据库的开发 ［Ｊ］．中华医学

图书情报杂志，２００５，１４（１）：５７－５９．

５　文忠，阮华，刘媛筠专题知识库服务系统构建方案研

究 ［Ｊ］．现代情报，２０１０，３０（２）：１０４－１０８．

６　周荣论高校图书馆为学科建设服务的措施和模式 ［Ｊ］．

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２００６，６２（２）：１８－２０．

７　李宇，张明昊特色信息资源揭示发布系统的设计与实

现———以东北大学冶金专题文献库为例 ［Ｊ］．图书馆工

作与研究，２０１９（１）：６５－７１．

８　李宇ＯＡ期刊学科服务检索系统的创建与实现 ［Ｊ］．

情报科学，２０１２（３）：３８７－３９０．

９　孙利芳，金焱ＩＴ项目管理在专题数据库建设中的应用

［Ｊ］．农业图书情报学刊，２０１０，２２（１２）：１７０－１７１，１８２．

１０　李健捷，徐艳芳，朱建平专题知识库建设研究 ［Ｊ］．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２０２０，４５６（１４）：７６－７７．

·３９·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３年第４４卷第２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３，Ｖｏｌ．４４，Ｎｏ．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