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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技术、信息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信息

的获取、拥有、利用处理、交流的方式。图书馆不仅

成为重要信息的生产基地，而且也成为多种信息资

源的集散地，是信息发现、搜索、捕捉的一个重要导

航站点。图书馆不仅仅是书的馆藏地，而且还要提

供不同载体、不同类型的数字化信息资源，一方面给

读者利用信息资源提供方便、快速的途径，另一方

面，这些多样性资源的采购、管理、使用也提上了图

书馆的工作日程，只有充分了解数字化资源的技术

构成，才能整合不同数字出版商提供的资源成为图

书馆的信息，节约馆内成本，取得较高的投资回报。

1 高校图书馆资源整合的诠释
高校图书馆为了保障学校教学、科研的需要，

每年都在提高电子资源的建设力度，从存储方式

上，电子资源有本地镜像和远程序包库。从类型

上，有期刊、电子书、视频。从操作上，有不同的阅

读器。数字资源整合，是指依据学校的实际需求和

需要，把不同来源和通信协议的资源链接上，使各

种类型、各种格式、使用频繁的数字资源本地化，进

入数据仓库，实现无缝链接。通过数字资源整合后

的系统，具有集成检索功能，是一种跨数据库、跨文

档格式、跨平台的系统。

2 高校图书馆资源整合的背景
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通讯技术的广泛

应用，无纸化办公已成现实，数字出版业快速发

展。各高校数字资源建设加快进程，一批中小数字

化商纷纷推出各有特色的数字化产品，如期刊

CNKI、万方数据、维普；图书的超星、APABI、书生；

视频的网上报告厅、软件通、银符考试。

高校资料配置往往根据各高校的定位，使用经

费来决定，211、985高校不仅购买国内的数据库，还

有国外的专业数据库，一般的本科院校大都只购买

国内的数字资料，职业技术学院近年来也开始购置

一些国内常用的数据库。在资源整合方面，已有

“超星”推出的“读秀”系统，四川高校大多数使用这

个系统进行资源整合。

面对图书馆信息资源现在分散无序的状态时，

读者最想要的是什么呢？其实读者真正需要的就

是想有一个类似Google的搜索框，一个回车就能得

到图书馆拥有的所有相关数据。所以现在就要求

图书馆需要应用资源整合的观念，形成可以整合不

同网络资源数据库的统一用户界面，从而提高数字

资源的利用率和检索率。

3 现行的几种资源整合系统
3.1 资源整合系统OPAC的技术分析

OPAC的全称是Onling Public Access Catalogue，

专业称谓是公共电子书目，构建在OPAC系统下的馆内

信息资源整合是现在图书馆最基本的整合方式，它需

要整合的内容主要包括馆藏书目、电子图书、电子期刊

等，实现馆藏书目信息资源与数字资源的一体化整合。

OPAC系统实现方式是将数字资源进行MARC

编目。这就要求数据商将他们的数字资源的对应的

MARC数据提供给图书馆，在所提供的MARC数据

里面最重要的是856字段（电子资源地址与存取字

段），用来记录数字资源的存取方式和存取地址。只

要 MARC 数据中包含了 856 字段，那么当导入到

OPAC系统时在OPAC系统中的856字段就会有相应

的数字资源的链接。当用户在检索到目录信息后，

即可通过相应的链接获得书的全文信息，获取与之

相关的期刊、图书以及学位论文等各种资源。

此外，OPAC 将通过Ｚ39.50 协议引入 hook 机

制，根据SFX来链接后台资源服务器，以提高本地

馆藏资源扩展服务，实现不同信息源之间的连接，

并与其它图书馆的OPAC实现异构平台的互检，

OPAC资源的互相操作，以达到所有图书馆资源的

完全整合，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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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资源整合后的OPAC系统的用户界面

资源整合系统OPAC具有功能齐全、操作简便、

术语简明的特点，是用户查找和利用图书馆资源的

一个很好的途径。但是由于各数据商的数字资源

的MARC标准并不完全统一，甚至有的数据商就没

有对应的MARC数据，所以这种整合模式会降低整

合的准确率和准全率。

3.2 导航系统的技术分析

资源导航系统是对图书馆现有的各种数字资

源的URL建立导航数据库，该平台提供多种入口方

式，例如按字母、按文献类型、按学科类别等方式来

进行检索。该导航软件系统是辅助用户全面了解

数字资源，提供给用户浏览或按某种特征来进行检

索入口。为了使该导航系统能达到预计的功能，要

明确其揭示的内容，该内容的详细程度决定了资源

导航系统具备的功能。资源导航系统通常都具备

分类导航功能、字顺导航功能、关键词检索功能三

个基本功能，利用这些功能辅助用户迅速定位到其

需要的数字资源，并提供检索入口。

资源导航系统主要是引入了分类组织法，成功

屏蔽了由于各种数据库资源本身差异带来的不

便。同时利用结构化的资源列表来方便用户快速

定位到所需的相关主题处，特别适合那些对所需内

容并没有明确概念的用户。但是严格的来说这种

整合只是将图书馆庞杂的信息资源进行了排序整

合，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资源整合，读者仍需要

通过导航系统分别访问每个数字资源系统，如图2

所示。

图2 导航系统资源整合后的用户界面

3.3 异构检索平台的技术分析

跨库检索是现在高校图书馆信息检索的重要构成

部分，它主要用来实现分布式异构数据库的检索。跨

库检索常常也称作为联邦检索（federated searching）、

集成检索（integrated access）、多数据库检索（multi -

database searching）、分布式检索（distributed searching）、

一站式检索（one-stop searching）等，它在统一的检索

环境中实现对不同数据源和不同数据库的查询，并

对检索结果去重和排序等处理，在一个完全统一界

面中显示检索结果。其优点是用户可以避免切换

各类检索工具，不必关心各种检索工具使用的不同

检索语言以及检索途径，准确、全面、快速地查询众

多数据库，并可对检索到的资源进行合理的管理。

这种整合模式是目前主流的整合方式，它大体上又

分为了两种形式：元搜索/技术型和仓储/聚合型。

3.3.1 依赖跨库检索工具的元搜索/技术型

这种异构检索平台的整合主要是通过检索代

理工具实时对分布异构资源进行整合来实现检索，

其主要的实现方式有：（1）利用相关协议主要有

Z39.50和和OAI协议。两种协议都可以实现异构数

据库检索，但目前大部分网络数据库都没有专门提

供针对两种协议的检索接口，应用仍有一定局限

性。（2）HTTP页面分析，通过对URL和Web页面的

分析和编程实现，这种方式是目前比较常用的方

式。它的实现原理是首先整合平台对各数据商的

数据库页面进行自分析，找出其检索的入口并将其

入口写入自己的数据库中，这就相当于在整合平台

中建立了一个中间层。当得到用户检索请求后，交

给一个叫Agent的服务器端程序，Agent程序将根据

不同的数据库，把用户请求转化为符合要求的格

式，再将检索请求发送到相应的数据库。在得到数

据库的应答后，将来自不同数据库的检索结果转化

为统一的格式，并将其发送到客户端浏览器，最终

把检索结果显示给用户。目前在国内主要有同方

USP、TRS等整合平台，国外主要有METALIB（如图3

所示）、SFX等整合平台。

图3 Metalib检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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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依赖元数据收集的仓储/聚合型

依赖元数据收集的仓储/聚合模型是目前应用

较多的跨平台系统之一。该模型主要通过对多个

全文库数据库，按照一定标准进行信息标引后，组

成一个元数据集，其通常是用数据仓库的方式储

存。通过一个Web服务器的发布系统与客户端进

行交互。用户将看到一个集成后的多源数据查询

系统，得到一个对原始数据进行描述后的全文库信

息。通过特定连接，用户将直接从原始数据源中得

到所需用的原文数据。简单的说，就是优先收割/收

集异构资源的元数据，进行聚合存储到元数据仓储

后，提供统一的检索和服务。

3.3.3 两种异构检索平台模型的比较分析

元搜索/技术型跨数据库整合模式优点：即时性

比较好。劣势：检索效率比较低 ，用户需要等待较

长时间；无法对检索结果完全的过滤和排序，检索结

果界面不一、数据重复；相当数量的资源提供商不遵

循标准协议，有些数据库的检索语句经过加密处理，

因此不可能用中间层的方式整合所有的资源。

元数据收集的仓储/聚合型跨数据库整合模式

优点：数据经过收集转换后不仅格式统一，而且结

构清晰，检索结果界面统一，无重复，排序效果好，

检索效率高速度快。劣势：元数据收集整理技术难

度高、工作量大，需要大量投入人力物力。

4 结论
本文主要对目前高校图书馆普遍存在的几种

资源整合模式进行了技术分析，阐述了各整合技术

的优缺点。主要为设计和实现下一代智能系统整

合，规范元数据的收割，建立数据仓库，进行数据挖

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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