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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背景下基于学科服务的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策略研究

孙　 慧

（长春师范大学 图书馆， 长春 １３００３２）

摘　 要： 数字资源整合问题的研究起源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随着计算机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国内外数字资源整合

策略层出不穷，但仍不能满足目前高校学科服务的需求。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学科服务的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策略，并对数字

资源整合的数据源、处理技术、管理技术及个性化服务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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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数字资源数量呈指数级增

长。 图书馆要想保证服务质量，转换服务模式，进行

数字资源整合是一项重要举措。 利用大数据的技术

不断完善丰富电子资源结构、丰富电子资源内容，不
断提高以用户为中心的个性化专业需求，进而提供更

高层次的读者服务。 学科服务是读者服务中最重要

的一项内容，依据学科服务实现数字资源的整合不仅

可以实现数字资源的自动化，保证数字资源组织的完

整性，同时也可以促进学科服务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１　 数字资源整合的发展

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整合起步较早，有很多学者

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从理论研究、应用研

究、技术研究等三个主要发展阶段，主要从数字资源

整合方式、整合方法及整合技术等三个角度进行研

究。 目前流行的数字资源整合方式主要是基于导航

系统的数字资源整合、基于 ＯＰＡＣ 系统的数字资源

整合、基于链接系统的资源整合及基于跨库系统的

数字资源整合［１］。

２　 目前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模式分析

目前国内外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已经步入

正轨，数字资源整合方法也不断更新，每次资源整合

模式的革新都会对图书馆的服务产生重要的影响。
２．１　 基于 ＯＰＡＣ 系统的数字资源整合

基于 ＯＰＡＣ 系统的数字资源整合模式起步较

早，使用范围广泛，是国内图书馆最受欢迎的一种数

字资源整合方式，这种数字资源整合模式的核心在

于图书资源的整合，并逐渐向其它形式的文献类型

进行延伸整合，基于 ＯＰＡＣ 系统的数字资源整合主

要分为横向和纵向整合两种。 其中横向整合是通过

馆内的 ＯＰＡＣ 系统界面，不仅可以查阅本馆还可以

查阅其它馆的数字资源；纵向整合是通过本馆的

ＯＰＡＣ 系统不仅可以查阅本馆的图书资源，还可以

查阅本馆的其它形式的数字资源［２］。
目前国内高校中横向及纵向全部整合的数量较

少，尤其纵向整合程度较低，而大多数图书馆的整合

主要集中在整合数字资源的形式上，无法提供内容

层面的服务及为读者提供个性化服务。
２．２　 基于导航系统的数字资源整合

基于导航数字资源整合的方式是应用相对成熟



的整合方式，主要分为整体导航和部分导航。 如：清
华大学的电子资源 ／数据库导航系统，是按照学科分

类、文献类型及字母顺序等提供的数字资源导航服

务，其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对庞大数字资源进行有效

的排序和整理，方便读者查阅和浏览［３］。
基于导航的数字资源整合方式的缺点是只实现

了资源形式层面的整合，不能深入到每种数字资源

的内容层面。
２．３　 基于链接系统的数字资源整合

基于链接系统的数字资源整合的方式，就是将

图书馆的各种类型资源通过参考引文将知识点链接

起来，构成强大的知识图谱，该种整合方式可以提供

用户基于内容层面的服务，但整合过程较复杂。
２．４　 基于跨库检索系统的数字资源整合

基于跨库检索系统的数字资源整合，是基于导航

系统数字资源整合的扩展和延伸，改进基于导航系统

不能实现数字资源内容层面整合的不足，深入到整合

系统的内部。 主要涉及第一层次的检索界面和第二

层次数字资源系统的分布式异构跨库整合检索。

３　 大数据环境下基于学科服务的图书馆数

字资源整合模型

大数据时代，不断革新的数字资源整合方式给图书

馆带来资源利用便捷的同时，也给图书馆资源与服

务的提升带来了强大的挑战。 传统的数据处理方法

已经很难应付庞大、种类繁多、结构形式不统一且更

新快速的数字资源。 在重视资源利用的同时，更应

该对资源进行有效梳理，整理同类资源，归纳同学科

资源，提高数字资源的利用率。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

学科的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模型，不仅可以将大量

的数据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同时可以为学科发展、文
献建设及科研建设助力［４］。

本文吸取了各种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模式的优

点，详细分析了数字资源整合模式的过程，构建了一

个基于大数据环境下的四层学科服务数字资源整合

模型，该四层框架如图 １ 所示。 主要内容为基于学

科的数字资源搜集整理，进行基于学科服务的大数

据的处理与分析，为学科发展、文献资源建设和科研

动向作为支持，最终实现个性化服务功能，这四层模

式缺一不可，相互依赖。
　 　 在这种数字资源整合模型内，大数据环境下的学

科资源数据是模型的基础，实现个性化服务为最终目

标，通过这种数字资源整合模型，不仅加强了读者和数

据信息的交流，而且从根本上定位了学科服务的基础。

基于学科的数字资源搜集整理

基于大数据的处理与分析

文献资源建设 科研动向学科发展

个性化服务

图 １　 大数据环境下基于学科服务的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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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大数据环境下基于学科服务的图书馆数

字资源整合体系

　 　 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

是数据，基于数据为读者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下面主

要从数据源、数据管理以及数据的服务三个方面来

介绍数字资源整合体系。
４．１　 基于学科服务的数字资源整合数据源

基于学科服务的数字资源整合体系建设的关键

是学科资源数据，学科数据的规范性和全面性是学

科服务的基础。 学科资源数据包括学术数据、衍生

数据、事实数据、用户数据、行为数据和业务数据，具
体信息见表 １。

表 １　 基于学科服务的数字资源整合数据源

Ｔａｂ．１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数据类型 数据来源

学术数据 数据库资源、纸质资源、自建资源

衍生数据
数据库厂商名录、数据库名录、数据库收录清单、
ＪＣＲ ＼ＳＪＲ ＼ＳＮＩＰ、影响因子等

事实数据 学科分类、大学排名、高校名录、图书馆事实数据

用户数据

学生身份信息、教学科研者身份信息、决策管理者

身份信息、学科带头人、长江学者 ＼千人计划 ＼万人

计划 ＼百人计划、千万计划等人才信息

行为数据
纸质借阅记录、电子资源使用行为记录、平台使用

记录

业务数据
机构知识库、教务系统、科研系统、人事系统、门禁

系统、空间预约系统、大屏展示系统等系统数据

４．２　 基于学科服务的数字资源处理技术

数字资源的整合处理技术主要包括数据获取、数
据存储以及数据分析技术。 其中数据获取技术包括

ＡＰＩ 数据的抓取、Ｅｘｃｅｌ 清单数据、ＦＴＰ 下载数据、ＸＭＬ
清单数据以及生成的 ＭＡＲＣ 数据；数据存储技术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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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结构化数据存储、半结构化数据存储、非结构化数

据存储；数据分析技术主要有离线分析、准实时分析、
实时分析、图片识别、语音识别及机器学习等［５］。
４．３　 基于学科服务的数字资源管理技术

基于学科服务的数字资源整合管理技术主要有：
基于学科的电子资源管理系统、数据查重及验收管理、
数据组织管理、元数据管理、数字资源运行管理和数据

接口管理等技术手段。 其中电子资源管理系统是以数

据驱动为核心的学科数字资源采购管理系统，优化了

学科数字资源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效率、资源采购及

使用的科学性；数据查重及验收管理技术可针对指定

数据库元数据与资源库进行文献重复度分析，并出具

详细报告；数据组织管理技术是面对各学科的教学、科
研、学科服务的数据资源汇编，提升各学科核心数字资

源展示度和使用率［６］；元数据管理技术可以根据数据

厂商、数据类型、学科分类多个维度对元数据进行组织

查看与分析，可以使图书馆拥有对大数据中心的统计、
分析、调整等掌控能力；数字资源运行管理技术可以通

过对平台整体运行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接口管理技术

支持以接口方式实现数据的流通与交换。
４．４　 基于学科服务的图书馆数字资源个性化服务

目前各高校的资源建设评价系统尚不完善，还
处于盲目建设资源的阶段，不能精准的定位读者需

求。 通过图书馆学科服务数字资源数据的获取、处
理及管理，可以协助图书馆更加精准的进行资源建

设的同时为各学科专业的发展情况及教师的需求情

况进行分析，为其提供更精细的服务［７］。 此外，通
过文献、读者和科研分析报告等形式，图书馆可以更

加准确地预测各学科的科研动向，为各学科科研人

员提供更精准的个性化科研信息服务。

５　 结束语

本文论述了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的发展流程，
分析了当前热门的四种数字资源整合模式优缺点，
提出了一种基于学科服务的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策

略，并对数字资源整合体系进行了详细地概述，为未

来学科服务和资源建设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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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束语

根据人工神经网络的基本概念和 ＢＰ 神经网络

的基本理论，将 ＢＰ 神经网络的故障诊断方法应用

于轨道车辆悬挂系统的故障诊断。 采用模拟数据作

为测试数据，对 ＢＰ 神经网络算法进行验证，同时运

用遗传算法对 ＢＰ 神经网络算法进行改进。 实验结

果表明，采用同样的网络训练样本，基于遗传算法改

进的 ＢＰ 神经网络算法明显优于改进前。 基于遗传

算法改进的 ＢＰ 神经网络算法的网络误差精确度更

高且更加的稳定。 减少了学习过程中的震荡现象，
具有良好的诊断效率和精度，在实用中可以满足对

轨道车辆悬挂系统的故障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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