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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论证按需服务是数字化图书馆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以及充分吸收以构件技术为代表的软件复用

技术的基础上, 基于图书馆 21 0的理念构建了一种按需服务的数字图书馆模型, 并研讨其功能结构和对数字化

图书馆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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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demonstrating service- on- demand is one of most important a im of digita l l ibrary, and

fully absorbing the advantage of software reused technology delegated by component-based technology and

the theory of Lib210, the model of digita l l ibrary of service- on- demand is put forward1And its function

structure and deman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 l library are discusse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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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 CNNIC) 在京发布 5第

2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6 表明, 截至

2009年 6 月 30 日, 我国网民规模达 3138 亿, 宽带网

民达 312亿, 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251 5%, 这三项

指标均居世界第一。如何针对广大网民或准网民的网

上 /冲浪0 需求, 把人类数千年积累下来的精神财富

以网民易于接受和乐于接受的方式展现在互联网上,

为广大网民提供按需服务, 必将是数字化图书馆建设

的最重要目标之一。

1  Web21 0与图书馆 21 0

Web210 是互联网上一系列新的技术和应用的总

称, 是一套可执行的理念体系, 它不仅包括互联网的

新技术, 如博客、RSS、WiKi、SNS、Podcast、Ajax、

Tag等, 更重要的是体现网络社会化和需求个性化,

使个人成为真正意义的主体。Web210内在的动力来源

是将互联网的主导权交还个人, 从而充分发掘了个人

的积极性, 参与到体系中来, 极大解放了个人创造与

贡献的潜能, 使互联网的创造力上升到了新的量级。

从文字到音频, 从音频到视频, 从博客到播客, 从播

客到视频分享, 体验着技术精英永远的创新与草根的

乐此不疲的无限创意。以 youtube为代表的视频分享

网站, 以 Myspace为代表的社会网络, 都是互联网

210 最为成功的实践[ 1]
。

图书馆 210是Web 21 0的技术或服务在图书馆领域

中的应用, 或者说是Web 210的思想对人们研究与改进

图书馆数字化服务的一种认识与思考。Ta lis 的图书馆

210 白皮书[ 2]提出了图书馆 210 的 4条原则, 以此来诠

释图书馆 210 的基本理念, 即: ( 1) 图书馆无处不在

( The libra ry is everywhere) , (2) 图书馆没有障碍 ( The

library has nobarriers) , ( 3) 图书馆邀请参与 ( The library

invites participation) , ( 4) 图书馆使用灵活的单项优势

服务系统 ( The libra ry uses flexible, best of breed

systems)。图书馆210的核心是以用户为中心的变革,

这是一种鼓励持续和有意识变化的图书馆服务模式, 邀

请用户参与创建自己所期望的服务 (包括实体的和虚拟

的) 模式, 通过始终如一地服务评价予以支持, 同时也

试图通过改善现有设施及服务吸引新用户, 并更好地为

老用户服务。图书馆 210 是一个不同于现今图书馆用户

期望的服务概念。简单地说, 图书馆必须开始利用

Web210技术以满足现在的用户期望, 用户必须可以随

时随地地获取图书馆的信息。

通过添加满足图书馆 210 功能需求的各种属性来

对Web21 0技术进行扩展, 以实现图书馆 210 的各种

信息服务
[ 3]
。Web210 技术和图书馆 210理念为数字图

书馆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涵空间, 信息共享空间背

景下的图书馆 21 0 将是数字图书馆发展的新潮流[ 4]。

图书馆通过构建基于 Web21 0 的知识库及相关主题资

源库, 通过图书馆员和用户共同创作完成并优化各种

类型的资源库, 最终构建整个图书馆的知识库系统。

本文所提出的按需服务的数字图书馆系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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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充分吸收Web210 和构件等先进技术的基础上,

基于图书馆 210 的理念构建。

2  构件技术

工业化革命的重要启示之一便是: 功能再复杂的

产品都是由大量标准的零件组成, 零件在生产线上装

配成一个成品, 所有零件在成品中共同发挥作用。分

工越细致、专业生产的程度越高, 总体生产效率就越

高。而构件技术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把零件、生产线和

装配运行的概念运用在在软件工业中, 是在软件开发

中避免重复劳动的解决方案。软件构件推广了对象封

装的内涵, 侧重于复杂系统中组成部分的协调关系,

强调实体在环境中的存在形式[ 5]。通过软件构件, 可

以提高软件开发的效率和质量, 被视为解决软件危机、

提高软件生产效率和质量的现实可行的途径, 是软件

产业化革命的必然发展趋势。

按照软件构件技术设计数字化图书馆系统, 系统内

的所有服务程序模块必须按照软件构件技术标准设计,

并以开放、自动的方式发布在图书馆网络上, 形成可重

组、可复用的程序资源。这些程序资源在图书馆网络上

的出现和不断发展、积累, 极大地增强了图书馆的服务

能力, 为实现图书馆的按需服务提供了程序基础。

3  按需服务的数字图书馆模型

按照软件构件的一般模型, 按需服务的数字化图

书馆系统的一体化开发平台包含以下几个部分, 如图 1

所示:

图 1 数字图书馆业务系统一体化开发平台的构成

311  构件运行容器及引擎
通过提供的引擎服务, 对业务系统的组成构件进

行解析, 使开发出的构件成为标准应用。另外, 提供

了对应用运行时数据总线的管理。

312  运行管理监控工具

是应用运行时的管理监控环境, 包括了应用部署、

应用配置、应用监控统计、在线更新、安全审计、日

志查看、工作流管理监控等各种服务。

313  构件组装开发工具

  提供应用完整的集成开发环境, 包括对页面构件、

展现构件, 业务构件, 运算构件, 数据构件, 流程构

件、报表构件等构件可视化的开发、调试、组装、发

布和管理等。还需要提供向导功能, 以提高开发效率,

并且支持团队开发, 以满足大型业务系统的开发需求。

通过此工具, 可以快速开发、维护和管理一个业务系

统, 并实现数字图书馆业务构件库的不断积累。

31 4  基础构件库

基础构件库是为了支撑快速开发、部署应用系统

而提供的, 具有高度复用能力的一组预制构件的集合。

利用构件库中大量的构件可以快速搭建应用系统, 大

大提高软件可复用度, 提高开发效率。其中, 应注意

从Web21 0技术中移植一些有用的构件, 特别是及时

通讯类构件、多媒体服务类构件。

31 5  通用业务构件库

实现大粒度的、产品形态的通用业务功能构件。

以完成工作流、报表、富页面、表单、元数据管理、

应用框架等非数字图书馆业务, 但是又是数字图书馆

业务需要的大粒度的技术类构件。

31 6  数字图书馆业务构件库

通过对技术类构件的组装, 可以完成数字图书馆

业务要求的大粒度构件。同时通过对构件的管理可以

建立一套针对构件的生产、改进、管理、沉淀和发展

的完整软件管理机制, 使得数字图书馆业务系统的知

识沉淀可以通过构件库的形式得以实现和发展。

基于这样的开发平台, 可以灵活、可靠地建设数

字化图书馆业务系统, 所开发出的系统能够具备按需

服务的功能, 其功能包括: 具有按需定制的用户界面,

具有视频、音频、图像和文字等个性化服务集成, 立

体化资源导航, 多样化在线帮助等等, 能够满足不同

用户群的需要。

4  小结

当前, 用户对图书馆的服务需求越来越个性化和

集成化, 这些需求在不断地增加, 而且期望值也越来

越高。如果还是采用人工服务模式或现有服务应用程

序已无法满足众多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构件技术、

Web21 0技术为实现图书馆的按需服务系统提供了技术

保障。为此还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41 1  标准问题

应尽快制定一系列关于图书资源开放与共享的行

业标准, 系统才具备大规模推广的可能。

41 2  人员素质问题

必须提高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数字化业务技能, 使

(下转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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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维护馆员权利的途径

411  图书馆人应树立权利意识

我国图书馆界普遍缺乏权利意识, 相当多的图书

馆管理者、理论研究者、实际工作者没有意识到自身

的权利意识与图书馆事业发达国家的差距。维护图书

馆人的权利是图书馆人自己的权利。因此图书馆人要

树立权利意识, 以自己的思想影响社会, 由图书馆行

业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整体理性来维护行业的最高利

益。

图书馆工作人员、教学研究人员和行业管理人员

在维护图书馆人权利方面都有需要做的事情。图书馆

工作人员是维护图书馆人权利的主体, 人们对馆员权

利的正确认识和馆员权利的实现必须要通过馆员自身

艰苦、长期的争取。他们首先要有正确的职业理念,

认识到所从事工作的职业价值, 树立权利意识, 以实

际行动维护自身的权利; 理论研究应该向社会输出图

书馆精神, 图书馆学家应该努力到影响更大的综合性

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 宣传图书馆学理论成就, 回应

外界对本行业的质疑与批评, 提升图书馆行业的社会

地位; 图书馆学会应该成为图书馆职业权利的代言人,

组织行业系统地研究维护图书馆人权利的问题, 促进

维护图书馆人权利的各项事务的落实。

412  以民主和法制保障图书馆人权利

图书馆工作人员应当享有权利, 因为馆员应有履

行职责的义务。图书馆的职责是宪法的原则性规定及

法律、规章所明确规定的, 而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权利

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我国图书馆法有望出台实施,

馆员的权利应该作为必要的内容写入法律, 这样才能

提高图书馆人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 才能实现 /以

人为本, 依法维权0。

同时, 图书馆应建立和健全民主管理制度。民主

管理制度与馆员权利的实现是相辅相成的, 参与图书

馆的管理是馆员权利的重要内容, 馆员可以通过参与

图书馆管理来维护自身的权利, 可以有效地监督损害

馆员权利的行为。

41 3  维护图书馆人权利的具体措施

维护馆员权利不能一蹴而就, 要通过长期、具体、

细致的工作, 把馆员的各项权利落到实处, 在每一个

细节体现馆员权利。

图书馆管理者要注重保护馆员的权利, 奖惩、岗

位设置及分配制度要体现公平、公正、公开, 使馆员

感受到人文关怀, 满足馆员受尊重的心理需求, 提供

馆员学习和研究的环境, 营造馆员实现自身价值的良

好环境, 培养馆员对本职工作的热爱, 消除职业心理

倦怠。管理者应该更多地关注普通馆员, 了解他们的

兴趣和需求, 为每一个人的发展提供指导和帮助。

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研究图书馆建筑学的特点,

建筑设计上注意通风和采光, 安装屏障设备, 以抵消、

吸收电磁波; 设置符合人体工学的仪器、设备及光源,

净化室内污染源; 通过物理和化学方法, 定期对书刊

消毒, 除尘和杀菌; 加强馆员健康教育, 树立自我劳

动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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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能与某些需要特殊服务的读者进行交互, 准确理解

用户的意图, 真正实现按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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