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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门户（Por⁃
tal）已成为 IT 及其他行业的热门词汇，信息门户、

Web 门户、校园门户、企业信息门户逐渐被人们认

可，信息门户被引用到各个领域。信息门户技术引

入到数字图书馆，即数字图书馆门户正逐渐兴起。

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远程访问图书馆的资源，用户

更倾向于通过一个界面，及统一的接口去无缝地访

问数字图书馆所有的信息资源和服务【1】。美欧一些

国家的数字图书馆门户已经在网上运行，而中国高

等教育数字图书馆（CALIS）2002 年也把数字图书

馆门户纳入到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总体规划当中【2】。

目前国内各个高校数字图书馆都在积极的开展门户

建设，但是在目前信息膨胀和资金有限的条件下，各

个高校的单一门户具有一定的限制性，因此本文主

要探讨以CALIS、CADAL和CASHL等资源为基础，

在高校CCC模式基础上，构建包括资源层、接口层、

管理层、服务层和用户接入层的我国高校数字图书

馆的综合型垂直门户，实现我国高校数字图书馆资

源和服务共建和共享的目标。

1 我国高校数字图书馆综合门户
建设可行性分析

1.1 门户（Portal）

所谓 Portal，指的是集成了多样化内容和多种

服务模式的 Internet网站。由于这种类型的 Inter⁃
net网站提供搜索引擎、免费资源服务、个性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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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布、虚拟商店、虚拟社区等多种功能，集成了

当前 Internet网络的多种服务模式，因而使得它们

成为了 Internet网民进进出出的必经之门户，同时

也构成了 Internet的中坚力量。不论是以AOL为代

表的 ISP，还是以YAHOO为代表的搜索引擎，都是

人们进入网络环境、开发利用网络资源的—个门

户。从实质上讲，Portal的出现是 Internet技术综合

利用的结果，而它本身又代表了一整套的 Internet
信息服务【3】。

1.2 构建我国高校数字图书馆综合门户可行

性分析

数字图书馆门户的实质是一个读者用来进行

Web 内容存取的信息网关。它是—个具备用户身

份识别，并根据用户特征提供简单、直觉、个性化以

及用户定制的Web服务系统。通过门户，用户可以

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兴趣方便地存取数字图书馆门户

中的数字资源内容，使用数字图书馆的服务【4】。构

建一个由资源层、接口层、管理层、服务层和用户接

入层的我国高校数字图书馆的综合型垂直门户是具

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和可行性的：

① 资源优势：本文构建的综合型数字图书馆门

户是以 CALIS、CASHL、CADAL 等作为基础，而且

已经基本上形成了高校CCC模式，经过一段时间的

发展和推广，全国高校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共享已

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为我国高校数字图书馆综合

门户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为高校数字图书馆

综合门户的建设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② 人才和技术的优势：门户的建设和维护需要

大量的专业人才和技术支撑，如自动搜索、分类技

术、信息存储和挖掘技术等。高校具备大量的专业

技术人才，特别是图书馆员，他们都是文化水平较

高、信息素质较高的业务管理人才，不但具有扎实的

专业知识，还具有熟练的信息收集、整理和加工的能

力，有着先天的技术优势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③ 资金和设备优势：在门户网站建设过程中，

不论是人员的培训及数据库的引进，还是新技术的

应用及机器的购置与日常的维护，都离不开经费的

保障。高校的资金一般比较雄厚，图书馆的投资在

高校的财政预算中占有很高的比例，这为高校图书

馆门户网站建设提供了物质保证。另外，高校图书

馆在计算机等设备的购置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

同时，许多高校图书馆在场地、设备等方面仍有很大

的潜力【5】。

2 高校数字图书馆综合门户构建

所谓数字图书馆门户即充分利用网络环境，打

破传统的信息服务模式，在 Internet上建立具有本

馆特色的网站、网页，这也是目前高校数字图书馆建

设面临重要任务之一。高校数字图书馆门户建设能

将信息服务提供上网，一改信息服务的被动形式，通

过计算机网络主动将信息数据服务面向全校、面向

地区、面向全国、面向全世界。数字化资源以及门户

服务器后台所有的应用或服务，可根据相应的规则

向该用户提供类似“一站式”的服务。基于此点，本

文构建了一个由资源层、接口层、管理层、服务层和

用户接入层组成的我国高校数字图书馆垂直综合型

门户【6】（参见图1）。

图1 我国高校数字图书馆垂直综合型门户结构图

3 高校数字图书馆门户层次分析

Web2.0技术使得网络由过去的中心化向分散

化转变，用户可以在网上获得更多传播、分享和交流

的自由。加之开放存取、openURL、网格技术、和数

字出版的出现和普及，当前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和

渠道更加的多样化，以集中快捷的方式为用户提供

个性化的服务，也就是说建立综合门户是摆在图书

馆人面前的紧迫任务。门户的理论和应用起源于企

业领域，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信息孤岛”和内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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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问题，将其引入到我国高校数字图书馆综合门

户的建设当中，有利于缩小不同高校数字图书馆资

源数量和服务水平之间的差距，避免我国高校数字

图书馆中出现资源利用不用和信息贫瘠等问题。

3.1 资源层

3.1.1 资源分布式建设机制

数字图书馆采用分布式建设是有其必然性的。

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息量激增；另一方面，

每个图书馆每年资源建设资金又是有限的，因此任

何一个图书馆都无法保证购买全部的信息资源，分

布式资源建设机制解决了这一问题。所谓的分布式

资源建设机制就是指每个数字图书馆个体在根据自

身用户需求和馆藏特色进行资源建设之后，提供各

个图书馆之间的开放存取，将各自的资源进行共

享。其中涉及OA、用户参与机制、原生网络数字信

息、“众包”等概念。

①开放存取机制。OA即开放存取，是不同于传

统学术传播的一种全新机制，其核心特征是在尊重

作者权益的前提下，利用互联网为用户免费提供学

术信息和研究成果的全文服务。近年来开放存取发

展迅速，原因如下：首先，开放存取是基于互联网的

学术传播机制。其次，开放存取是免费提供全文的

信息服务方式。在开放存存取模式下，科研人员不

需要通过付费（包括个人订阅或者团体订阅）就能访

问学术信息的全文。再次，开放存取充分尊重作者

的权益，并不违背知识产权的精神。目前OA逐渐

受到业界的认可，其主要实现途径有两种，即自我存

档和开放存取期刊，即OA仓储和OA期刊，两者最

大的区别在于OA期刊是经过同行评审的【7-8】。

②原生网络数字信息、“众包”理念、用户参与机

制。网络原生数字信息是指人们在网络交互工程中

以数字形态输出的思维成果，在形成之初并无其他

如纸质、胶片、磁带等物理形态的替代，网络是其“面

世”的唯一载体，是信息聚合的主体。“众包”（crowd
sourcing）则是由美国《连线》杂志的记者杰夫·豪提

出的。“众包”任务通常由个人来承担，但如果涉及到

需要多人协作完成的任务，也有可能以依靠开源的

个体生产的形式出现。在“三网融合”背景下的信息

资源建设，用户可以通过数字电视、移动设备和互联

网络来利用资源，同样也可以通过来参与到资源的

建设当中，即以“用户创造内容”为代表的创新民主

化正在成为一种趋势即“众包”。数字图书馆建设中

也可以应用应用这一理念，充分挖掘用户的价值，发

挥用户参与机制进行原生网络数字信息必将成为数

字图书馆分布式资源建设的主流方式。

3.1.2 资源整合机制

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来看，“整合”可以分为面

向资源的整合、面向异构数据的整合和面向应用的

整合三种。其中面向资源的整合是指各个高校馆根

据自身的馆藏特色进行分布式建设，资源类型多种

多样，需要一种机制将大量的异构系统及庞杂的资

源重组和整合起来，形成一个能统一提供和便于使

用的整合环境，主要有以下五种实现机制【9】。

①数据仓库机制。数据仓库整合机制是一种物

理集成方式，它将不同来源的数字资源按特定的方

式建模并存储在同一物理位置，提供给用户一个新

的、统一的目标数据模式，使得用户能够一站式地访

问各种数字资源，从而达到整合的目的。数据仓库

整合机制主要涉及的技术有海量存储技术、ETL技

术、信息源的监控与更新。目前应用数据仓库机制

的系统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法国和德国联合开发的

Xyleme、美国斯坦福大学的WHIPS、美国佐治亚大

学的 InfoHarness等。

②中介器封装整合机制。中介器封装整合机制

是一种虚拟整合方式，在基于这种机制的整合系统

中，并不真正存储需要整合的数字资源，而是通过中

介器和封装器来实现。它们均为软件组合，位于用

户和数据源之间，中介器负责处理用户提问和查询

结果的整合，封装器负责对信息源的链接和具体查

询。在基于这种整合机制的系统中，用户按照全局

模式进行查询，中介器接受用户查询并将之转换成

中间格式，然后提交给相应的封装器，封装器进一步

将中间格式的查询转化为信息源模式或本地模式的

查询，并与参加整合的相应信息源进行进行连接，实

现对信息源的查询，将查询结果返回到中介器进行

处理，以统一的形式提供给用户。主要是通过

GAV、LAV、GLAV、BAV4 四种方式实现全局模式

与信息源模式或本地模式之间的映射。

③OpenURL机制。开放链接（OpenURL）是一

种解决不同的数字资源系统互操作、进行资源整合

的 方 法 ，也 是 一 项 的 技 术 标 准 。 开 放 链 接

（OpenURL）是一种附带有元数据信息和资源地址

信息的“可运行”的 URL。可用来解决二次文献数

据库到原文服务的动态链接问题，服务提供方（通常

是图书馆）维护的链接解析器能够在相关服务网页

上动态生成开放链接，是数字图书馆资源建设的主

要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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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代理机制。代理机制使用了三种基本的

Agent，即 用 户 Agent、资 源 Agent、和 代 理 方

Agent。用户Agent负责维护用户信息，并提供系统

接口，以方便用户与整合系统之间的交互。资源

Agent负责对分布式资源进行处理，将数字资源按

照整合系统的表示形式进行描述和转换，代理方

Agent负责将从用户Agent发出的查询请求与所要

查询的资源Agent进行匹配。主要涉及的技术有通

信技术、协调技术等，目前使用代理机制的比较有代

表性的整合系统有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微电子和

计算机技术公司开发的 InfoSleuth、美国德克萨斯

技术大学开发的 AgentRAIDER、意大利摩德纳大

学开发的MIKS系统等。

⑤P2P 机制。P2P 即（Peer-to-Peer），是近几

年兴起的一种新的计算机模式，它能够使PC和其他

非服务器计算是实现以对等的方式联网，彼此共享

对方的资源，支持互联主机之间的动态变化。主要

实现原理是，存在多个分布式的对等 Peer，每一个

Peer都拥有一套自己的数据模式，在整合的过程当

中，通过 Peer与本地资源模式的映射，实现对本地

资源的访问，同时依靠P2P映射来完成Peer之间的

模式转换，实现 Peer之间的通信。通过 P2P方式，

任何一个Peer的查询均可以在其他Peer之间执行，

达到充分访问分布式信息资源的目的。P2P整合机

制不仅能够实现大规模数字资源的整合，而且可以

实现Web资源的动态整合，是整合系统具有强大的

扩展性，是一种比较有生命力的整合机制。

3.2 接口层

所谓接口层主要用于链接客户机和服务器。即

用户通过哪一种操作协议获得数字图书馆资源服

务，目前常用的主要有 Z39.50、OPAC 和 Web Ser⁃
vice三种。

Z39.50是严格基于 ISO的OSI（开放系统互联）

参考模型的应用层协议，是一个美国国家标准。

Z39.50的目的是为了信息系统的开放互联，由于各

信息系统分别采用各自的数据库软件，数据的描述

格式、访问方式等都各不相同，必须为各自数据库系

统建立一个抽象、通用的用户视图，将各个系统的具

体实现映射到抽象模型上，才能使不同的系统在一

个相互理解的、标准的通信平台上进行交互，满足互

操作的需要。

OPAC（ 全 称 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
logue），在图书馆学上被称作“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

统”。读者可以万维网实现图书的查找和借阅。原

来的电子书目用TELNET作为技术支持，但是已不

能满足现今图书馆联盟间的书目进行汇总。现在的

网上书目多以地区性图书馆的书目加以汇总，能使

读者的查询结果覆盖更大范围的图书馆。根据图书

的特性，在网上书目的查找也有着不同的方式。

Web Service 是一种新的 web 应用程序分支，

是自包含、自描述、模块化的应用，可以发布、定位、

通过Web调用。Web Service可以执行从简单的请

求到复杂商务处理的任何功能。一旦部署以后，其

他Web Service应用程序可以发现并调用它部署的

服务。Web Service 是一种应用程序，它可以使用

标准的互联网协议，像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和
XML，将功能纲领性地体现在互联网和企业内部网

上。可将Web服务视作Web上的组件编程。

3.3 管理层

身份认证是用户获得服务的关键，针对本文提

出的综合门户，笔者提出将Liferay技术引入到综合

门户建设中。Liferay 是一个开源门户，代表了完整

的 J2EE应用，使用了Web、EJB以及 JMS等技术，特

别是其前台界面部分使用 Struts 框架技术，基于

XML的portlet配置文件可以自由地动态扩展，使用

了Web Services来支持一些远程信息的获取，使用

Apahce Lucene实现全文检索功能。其主要特点包

括：提供单一登陆接口，多认证模式（LDAP 或

SQL）。管理员能通过用户界面轻松管理用户，组，

角色，用户能可以根据需要定制个性化的Portlet。
调度系统是数字图书馆门户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图书馆由各种成分构成，它们包括人员、电脑、

网络、对象库、查询系统、web 服务器、数字对象、对

象的元数据等。为了识别这些成分，系统使用一种

标识方法，即调度码和调度系统。调度系统主要解

决图书馆文献服务中上下文敏感帮助和适当复本问

题，通过为馆藏电子文献加上 OpenURL 链接并根

据调度知识库自动向读者提供上下文相关的资源获

取服务。系统分为中心子站点式和中心开户式，是

基于 OpenURL 标准的多级调度系统，能够自动更

新调度知识库，允许自定义本地调度规则并定制个

性化调度服务，向第三方提供资源注册标准和接口，

方便数据商批量更新资源注册信息。

3.4 服务层

高校数字图书馆门户（Portal）是由一个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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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let 组成的，这也个性化服务的实现提供了可

能。由于在管理层对用户的管理采用了Liferay 技

术，即采用用户—用户组—角色—Portlet 的方式，

即将高校数字图书馆的用户分为教师、学生和综合

门户管理员三个一级用户组，教师组和学生组再根

据职称、专业院系的不同分为二级用户组，二级用户

组下面的个体用户，即角色，提供不同的Portlet，角
色通过不同的 Portlet来获得个性化的服务。具体

的实施方法是对不同的角色赋予不同的 ID号，根据

ID号的不同取得各自的访问权限，获得跟自己专业

和兴趣相关的个性化的资源和服务【10】。

3.5 用户接入层

接入层通常指网络中直接面向用户连接或访

问的部分。接入层目的是允许终端用户连接到网

络，因此接入层交换机具有低成本和高端口密度特

性。接入交换机是最常见的交换机，它直接与外网

联系，使用最广泛，尤其是在一般办公室、小型机房

和业务受理较为集中的业务部门、多媒体制作中心、

网站管理中心等部门。接入层是最终用户(教师、学

生) 与网络的接口，它应该提供即插即用的特性，同

时应该非常易于使用和维护。接入层由无线网卡、

AP和L2Switch组成，按照宽带网络的定义，接入层

的主要功能是完成用户流量的接入和隔离。随着信

息技术和电子产品的不断发展，人们获得服务的方

式越来越多样化、便捷化，电脑、自主服务机等成为

了人们钟爱的服务获得工具【11】。特别是在“三网融

合”的背景之下，移动设备、IP电视等也成为了可供

人们选择的工具。

4 结 语

提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首先要建设一流的高校

图书馆，高校数字图书馆综合门户作为我国高校数

字图书馆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服务高校教学

和科研起到决定性作用【12】。特别是CALIS、CASHL
和 CADAL 经过近些年来的发展，使我国高校数字

图书馆资源共享化已达到一定的水平，然而由于经

费、人才和技术等因素的限制，高校数字图书馆需要

一个综合的门户，以高校CCC资源共享为基础，以

综合门户为平台，为用户提供一站式的服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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