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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数字图书馆特色资源云平台的建设与

实践∗ ∗

童忠勇

摘　 要　 本文在分析公共图书馆特色数字资源建设、互联网技术发展和相关国家政策文件的基础上，
阐述了国家数字图书馆特色资源云平台的建设思路，并基于数字图书馆工程和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

建设成果，利用云计算、大数据、唯一标识符以及关联数据等技术勾勒出平台的总体框架和核心功能，
构建了一套基于各省市图书馆优势、面向社会大众、共享开放的特色资源云服务体系，旨在更好地发挥

地方特色资源的价值，为全国用户提供精准化、个性化、均等化、公益化的资源服务。 图 ２。 参考文

献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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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图书馆牵头、各级公共图书馆通力协

作的国家数字图书馆已经形成，全国大部分省、
市级图书馆都已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专题数据

库［１］ 。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国家图书馆汇聚各省、市
图书馆数字资源元数据超过 ３ 亿条［２］ 。 然而，图
书馆特色数字资源量的快速增长以及特色资源

服务区域化、平台异构化、技术多样化等问题的

出现，给读者检索、使用带来了很大的不便［３］ 。
本文将重点探讨国家数字图书馆特色资源云平

台的建设，旨在通过对公共图书馆特色数字资源

的整合和共享，让读者更好地利用图书馆特色信

息资源，不断提升公共图书馆馆藏特色数字资源

的利用率。

１　 国家数字图书馆特色资源云平台建设

背景

　 　 ２０１１ 年，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４］ 正式启动，
随着服务器等硬件设备的统一配置、应用系统的

统一搭建以及专网和虚拟网的同步铺设，各省、市
级图书馆资源的加工能力和服务能力逐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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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纷纷开展特色资源的数字化工作，极大地丰富

了地方图书馆数字化馆藏建设［５］ 。 ２０１５ 年，数字

图书馆推广工程资源联建项目正式启动，全国各

级图书馆充分结合地方特色，依托联建项目建设

了一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优秀数字资源［６，７］ 。
图书馆界高度关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

用。 笔者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以 ＣＮＫＩ 为数据源，以
“云计算”和“图书馆”为主题词进行检索，重点关

注近三年在核心期刊发表的约 ５０ 篇相关文献，发
现图书馆界有关云计算理论的研究成果多集中

于云计算在图书馆应用中的模型构建［８］ 、数据整

合［９］ 、资源建设［１０］ 和服务创新［１１］ 等方面。 与此

同时，在云计算技术的实际应用层面，公共文化

行业也开展了实质性建设，为国家数字图书馆特

色资源云平台的建设提供了参考。 如：国家公共

文化云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正式开通，统筹整合

文化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

阅览室建设计划三大文化惠民工程，实现了资源

共享和云化服务［１２］ 。 另外，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成

熟和应用，图书馆界有关大数据的研究热点集中

于大数据环境下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创新和服务

平台的构建、基于大数据的资源整合和可视化分

析以及大数据挖掘视角下的智慧化服务等方

面［１３，１４］ ，国家数字图书馆特色资源云平台可基于

大数据技术，根据读者行为提供定制化、智慧化

和个性化服务；近年来图书馆界对关联数据的研

究也从理论层面走向应用层面，如上海图书馆利

用关联开放数据技术重组图书馆传统资源，构建

历史文献数据服务平台［１５］ ，为国家数字图书馆进

行特色资源深层次的组织和整合提供了借鉴；移
动互联网作为空前广阔的融合发展领域，与广泛

的技术和产业相关联，正从技术驱动发展到需求

驱动阶段［１６］ ，在此背景下国家数字图书馆应以

用户需求为导向，依托移动互联技术促进移动服

务泛在化。 云计算、大数据、关联数据以及移动

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成功应用，为国家

数字图书馆特色资源云平台的建设提供了技术

保障。
《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

要》指出要“运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科

技成果，催生新型文化业态” ［１７］ ；《文化部“十三

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也指出要“大力培育

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的新型文化业态，形成文化产业新的增长点” ［１８］ 。
基于互联网思维的服务转型已成为国家数字图

书馆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图书馆特色数字资源建设、互联网技术发

展以及相关国家政策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下，国家

数字图书馆于 ２０１８ 年初正式开展特色资源云平

台的建设，依托各图书馆在地方特色资源收集、整
理方面的专业性和优势，利用数字图书馆工程和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累积的技术和经验，统筹规

划，采用科学标准的规范体系，加强知识层面的深

层次关联和整合，构建出一套共享、开放、各图书

馆共同参与的国家数字图书馆特色资源云服务

体系。

２　 国家数字图书馆特色资源云平台设计

２ １　 总体设计

国家数字图书馆特色资源云平台致力于地

方文献的数据挖掘和品牌包装，将分散在各级公

共图书馆的资源按一定的知识管理规则和服务

目的进行二次组织，并针对各类人群提供多种多

样的资源服务。 具体来说，可以从数据、用户、系
统、服务四个层面对公共图书馆特色资源进行整

合：数据层采用统一的元数据描述框架进行加工

和制作，构建公共图书馆特色资源数据池，采用混

合云模式进行数据存储和组织，通过唯一标识符

技术进行资源的统一调度；用户层通过统一用户

管理系统对公共图书馆的用户进行实名认证和

单点登录，打通各级图书馆之间的用户数据；系统

层采用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 等框架，标准化集成与资源相

关的应用程序和服务；服务层应注重关联化、全媒

体化、公益化和互动化，依托技术手段将各种公共

数字文化资源、可利用的商业资源融合到公共图

书馆特色资源的服务体系中来。 依托国家数字图

书馆特色资源云平台，各图书馆可通过定制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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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化的功能模块搭建，遴选资源，快速构建本地

的特色资源服务。

２ ２　 框架设计

国家数字图书馆特色资源云平台采用“云＋

端”的宏观框架，即云计算概念加上互联网化的

智能终端。 云端通过构建连接公共图书馆和各

地读者的空间关系网络，实现集图书馆员资源上

传、组织及发布，读者在线阅读、视频观看及科研

人员学习、研究为一体的统一开放平台。 国家图

书馆作为云端的实施主体，搭建云资源发布平

台，汇聚各省、市图书馆特色资源，为各图书馆的

资源发布和线上服务提供技术支撑，实现公共图

书馆特色资源的云化和大数据化，缩小地方特色

数字资源建设和服务的鸿沟，减少公共图书馆管

理和维护的成本，提供安全的运行保障机制。

平台基本架构（见图 １）描述如下：底层搭建

云计算基础环境，构建 ＬＩＮＵＸ 集群，提供弹性计

算服务，计算资源在集群内的弹性伸缩，并在多

个云服务器之间均衡请求分发。 在云基础环境

之上，搭建云数据中心，各图书馆上传的数据均

汇聚在此，可进行资源的二次组织、聚类及分析。
在应用层面，以分布式文件系统、任务调度系统

为核心，基于弹性计算服务、关系型数据库、开放

存储服务、开放结构化数据服务以及开放数据处

理服务，为各图书馆提供各类特色资源的储存及

发布服务，同时在云上为各图书馆开放统一的资

源检索引擎。 在服务层面，面向读者提供集 ＷＥＢ
端、移动端和电视端为一体的全终端、跨平台的

终端揭示服务。

图 １　 国家数字图书馆特色资源云平台架构

２ ３　 技术架构

在技术架构上，由底层云计算、云存储、云缓

存以及云数据库构建的 ＩａａＳ 层（基础设施即服

务）为平台的安全稳定运行提供基础保障，各省、
市图书馆可在云上动态获取资源。 ＰａａＳ 层（平台

即服务）通过对特色资源的数据采集、组织、发
布、调度、搜索、分析、管理以及用户身份认证、工
作流处理、短信提示及报警等服务进行统一管

理，建立开放合作的机制，面向各图书馆提供标

准的接口规范，为应用服务提供支撑。 ＳａａＳ 层

（软件即服务）面向终端读者，组合 ＰａａＳ 层核心

服务，搭建公共图书馆特色资源服务门户。 各图

书馆可在云上开展本地专题库等云应用服务，建
设包括地方志、民国资料、家谱、老照片等在内的

多种特色文献，采用唯一标识符统一调度资源，将
内容经由云平台上传、组织和发布；社会公众可以

使用云搜索功能，随时查找所需的资源。 与此同

时，通过对用户、业务及操作的大数据分析，提供

智能化推荐服务，基于云门户实现跨终端、跨平台

的应用。 具体框架如图 ２ 所示。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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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国家数字图书馆特色资源云平台技术架构

３　 国家数字图书馆特色资源云平台核心

功能

３ １　 弹性计算

弹性计算服务作为一种基础云计算服务，提

供资源的按需供给和动态管理［１９］ 。 公共图书馆

一方面可基于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建设成果，依
托推广工程专网构建公共图书馆特色资源服务

私有云；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云服务提供商处采购

成熟的公有云服务，如阿里云、百度云、腾讯云等，

组建公共图书馆特色资源混合云服务体系，向各

成员馆提供安全、稳定、资源可伸缩的弹性计算

云服务。 计算资源包括云服务器、云数据库、云存

储以及负载均衡等。 各图书馆可根据自身业务

需求，综合考虑自身安全及利益，灵活租用计算

资源。 基于云计算环境，各级图书馆不再需要搭

建服务器及相应的网络等运行环境，在云上可以

快速地搭建本地服务，减轻地方图书馆应用系统

运维的压力，将工作重心更多地放到读者服务上。

３ ２　 数据管理

公共图书馆特色资源元数据基本上采用 ＤＣ、
ＭＡＲＣ、ＡＣＣＥＳＳ、ＸＭＬ 等结构化数据来描述，因此

在数据管理上需要构建云关系型数据库，按照资

源的数据结构来组织、存储和管理数据，实现云上

数据库管理，灵活揭示公共图书馆特色资源；同时

提供 ＳＱＬ 窗口、ＳＱＬ 命令行等便捷操作，支持库

表结构的可视化管理，直观地对业务数据进行增、
删、改、查的实时监控，减轻公共图书馆对本地数

据库维护的压力，使各图书馆更加方便快捷地对

地方特色资源进行集中管理和统一服务。

３ ３　 云存储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各图书馆特色资源

的数据加工质量越来越高，对大容量存储设备的

需求也越来越强烈。 各图书馆可根据自身服务需

要，灵活申请存储资源，调整服务方式，对安全性、
隐私性有较高要求的数据可存放在私有云中；反
之，则放入公有云中。 国家数字图书馆特色资源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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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平台在云存储的设计上，一方面要考虑到资源

类型的多样化，包括图书、期刊、报纸、学位论文等

文本类资源，甲骨、老照片等图片类资源，政府信

息类的网页采集资源，以及音、视频等流媒体资

源等；另一方面国家数字图书馆云存储不仅仅是

存储，还应该考虑应用层面，云存储应提供资源

格式的在线和离线转换或处理，文本类资源支持

ＴＸＴ、ＷＯＲＤ 等转换成 ＰＤＦ 格式，图片类资源支

持 ＪＰＧ、ＰＮＧ、ＴＩＦＦ、ＧＩＦ 等多种格式的转换，流媒

体资源支持 ＦＬＶ、ＷＭＶ、ＭＰＧ、ＡＶＩ 等转换成 ＭＰ４
格式。 为保证数据安全，格式转换还应提供加水

印功能，服务层面应具备灵活的鉴权、授权机制

以及防盗链等功能。 此外，还应提供标准的 ＡＰＩ
接口、ＳＤＫ 包及客户端工具，可以方便地对 Ｗｅｂ
网站或移动应用终端的海量数据进行上传、下
载、检索、处理和管理。

３ ４　 云搜索

云计算环境下，国家数字图书馆提供一种开

放的云搜索服务，面向公共图书馆开放搜索引

擎，为公共图书馆特色资源服务提供简单、高效、
稳定和可扩展的搜索解决方案。 国家图书馆充

分利用技术优势、人员优势和管理优势，基于云

关系型数据库构建开放的搜索服务，在数据层面

支持 ＲＤＳ 数据源的灵活导入以及数据结构和数

据处理的自由定制，在服务层面支持在网页中以

插件形式灵活嵌入搜索引擎，从而将搜索技术简

单化、低门槛化、低成本化和云服务化。 各图书馆

基于云搜索引擎可指定资源范围进行多条件搜

索，并可进行搜索排序、统计分析等操作，使搜索

引擎技术不再成为图书馆特色资源服务的业务瓶

颈。 各图书馆通过在云搜索平台直接配置相应的

数据源，即可方便快捷地实现数据的统一搜索。

３ ５　 云加速

为保证资源内容传输得更快、更稳定，国家

数字图书馆特色资源云平台采用内容分发网络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ＤＮ）进行加速，尽可

能避开互联网上影响数据传输速度和稳定性的

瓶颈和环节。 平台租用第三方成熟的 ＣＤＮ 服务，
包括网页加速、大文件加速、视频加速等，解决网

络拥挤的状况，提高用户访问的响应速度，使用户

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快速稳定地使用公共图书馆

特色资源服务。

３ ６　 云分析

云分析服务主要是通过对公共图书馆特色

资源云服务平台的业务数据和用户数据进行大

数据分析，将结果反馈给用户，进而提升平台的易

用性和吸引力。 云分析服务通过全程跟踪读者访

问数据，如浏览量、访客数、跳出率等，帮助各图书

馆及时了解特色资源的服务效果，优化平台服务

策略，提升用户体验。

４　 应用展望

随着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建设的深入，国家

数字图书馆特色资源云平台将带动各省、市图书

馆特色资源服务模式的创新和服务能力的提升；
利用其灵活的部署方式和公开透明的服务资源，
各地方图书馆可以更好地把握行业动态，提升竞

争力；同时也有利于发挥各地图书馆的群体力量，
推进特色资源的共建共享，减少重复加工，实现优

势互补，提高图书馆特色资源的利用率。

４ １　 创新服务模式

国家数字图书馆特色资源云平台采用“中

心—地方”云架构模式，各地方图书馆采用“软件

租用”的方式实现数字资源云发布。 在发布内容

上，不仅支持国家图书馆自建数字资源、征集资源

和联建资源等所有裸数据的发布，还支持地方各

级图书馆特色资源的发布，按地域、机构、资源类

型、接入网络、用户角色实现资源的访问权限控

制，并通过汇总地方图书馆提供的元数据来实现

中心云平台对外提供资源的统一调度。 在发布形

式上，不仅支持地方图书馆异地资源发布，将对象

数据导入到国家数字图书馆对象资源总库，还支

持地方图书馆本地资源发布，以分布式对象数据

存储的形式进行资源组织。 在专题库建设上，各
图书馆可对平台内的数据进行抽取和二次组织，
在平台上创建适合本馆服务的资源库，面向读者

提供互联网或推广工程专网服务。 在读者服务

上，地方图书馆向平台云中心进行数字资源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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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行为数据的汇聚，形成以国家图书馆为中心的

数据池和行为池，借助大数据等先进技术面向读

者提供智慧化服务。

４ ２　 提升服务能力

国家数字图书馆特色资源云平台建成后，为
推广工程各级图书馆提供 ＳａａＳ 级的云服务。 在

资源整合方面，平台基于唯一标识符技术对公共

图书馆的资源统一调度。 由于使用统一的系统、
统一的标准、统一的数据格式，各图书馆之间的

数据传递也将变得简单而及时，各级图书馆可以

快速搭建本地专题资源库，提供读者服务。 此外，
目前国家图书馆已经实现基于唯一标识符技术

的电子资源与纸本资源的关联，借助国家数字图

书馆特色资源云平台，未来可以将这一成果进一

步推广应用到各级图书馆，再与馆际互借平台相

结合，可使读者方便、快速地获取相应电子资源

的纸本图书。 在资源服务方面，平台集成了云搜

索引擎技术，将满足大用户量、大并发量的检索、
聚类等业务应用需求，可实现资源的篇名、目录、
摘要及全文检索，为各图书馆专题库的构建提供

系统支撑。 在多终端支持方面，平台不仅提供 ＰＣ
端的展示，还支持手机、ＰＡＤ 等移动设备以及电

子触摸屏等交互设备的展示。

４ ３　 灵活的部署方式

在部署模式上，国家数字图书馆特色资源云

平台将面向推广工程各级图书馆提供三种部署

方式，分别是标准版、增强版和高级版。 标准版部

署独立的发布模块，提供数字资源发布、权限控

制、资源检索等基本功能，作为独立的数据管理

后台需借助第三方系统进行数据集成；增强版在

标准版的基础上增加部署展示模块，可对外提供

独立的资源服务，适用于简单的资源揭示场景；
高级版在标准版的基础上部署资源门户模块，提
供资源的逻辑库展示及专题库模板定制、用户交

互等高级功能，适用于大型数据库的场景应用。

５　 总结

国家数字图书馆特色资源云服务体系的构建

是一项全方位的系统性工作，不仅是技术发展的

趋势，更是资源管理和读者服务的需要。 国家数

字图书馆将进一步以优势技术和手段打破不同图

书馆、不同类型特色资源之间的界限，树立跨区域

资源整合的意识，将分散异构的特色数字资源纳

入到云体系中，使公共图书馆中各类特色资源关

联起来，为社会公众提供更丰富的数字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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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和
阅读实践报告（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发布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发展

服务中心、中国青少年宫协会联合发布《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和阅读实践报告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报告显示，在 ２０１７ 年：
看课外书是未成年人最喜欢的课外活动之一，高于上网、看电视和体育运动。 未成人课外阅读以

纸质图书为主，年平均阅读纸质图书 １３ ８ 本，是成年人的 ３ 倍，其中 ２６ ２％的未成年人看课外书 １—５
本，２４ ８％看课外书 ６—１０ 本，１９ ４％看课外书 １１—２０ 本，１ ９％为 ０ 本。 未成年人获取课外书的信息渠

道主要以学校和同学朋友为主。
未成年人主要阅读的三类图书为：文学名著、历史知识 ／历史人物类和科普类。
城乡未成年人在阅读数量、阅读质量等方面存在不均衡状况，年阅读量在 １０ 本以上的城市学生比

例为 ４８ １％，农村学生为 ３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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