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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源建设包括传统资源数字化、网络资源建设、元数据标
引、特色数据资源库建设、商业数据库采购建设

数字资源组织是重要的环节，将数字资源从无序变成有序，具
体包括整理、加工、引导、揭示、控制等一系列组织化过程及
方法，通过自动分类、自动标引、自动编制分类表、词表以及
目录、索引、文摘等技术实现知识组织的自动化。

组织

数字资源发布是将组织整理好的元数据和对象数据，根据需要，
通过数据抽取、数据转换、数据封装、数据索引等处理手段，
发布可直接提供服务的数据。

发布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即是对目前社会所拥有和使用的数字形态
的资源进行有效保存，是为保证数字形态的资源可长期维护和
其内容可长期获取的必要管理活动，这里有两层含意，一是长
期存储（storage），一是长期可获取（access）

存储

数字资源具有有
机生命体的典型
特征，其生命周
期过程经历采集、
制作、存储、管
理、发布与服务
等不同的管理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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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源建设包括传统资源数字化、网络资源建设、元数
据标引、特色数据资源库建设、商业数据库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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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源建设包括传统资源数字化、网络资源建设、元数
据标引、特色数据资源库建设、商业数据库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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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加工、引导、揭示、控制等一系列组织化过程及方法，通过自动分类、自动标引、
自动编制分类表、词表以及目录、索引、文摘等技术实现知识组织的自动化。

例如对对象数据：制作缩略图、提取音频内容、调整图像各项技术参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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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中心、异地灾备中心和战略储备库
构成了国家图书馆完整的数字资源保存
体系。国家图书馆存储中心，利用智能
化存储管理技术，采用SAN架构的光
纤通道存储网络，构建了在线、近线、
离线相结合的三级存储体系，实现了国
家图书馆在用海量数据的实时调用、统
一管理、多层服务和长期保存。国家图
书馆正在古籍馆建设的同城灾备中心和
计划在承德建设的异地灾备中心，将实
现核心业务系统应用数据级和应用级的
灾备保存，也将实现各类数字资源的异
地热备、温备和冷备保存，从而提高核
心业务系统的风险抵御能力，最大限度
地保障数字资源安全，构成国家图书馆
数字资源安全存储体系。国家图书馆正
规划建设战略储备库，新建设长期保存
系统，将实现各类数字资源的永久保存。
存储中心、灾备中心和战略储备库彼此
密切配合实现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高效
服务、安全利用和永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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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发布系统自
2008年建设使用以来，
随着资源量和资源种类
的不断增加，对系统的
要求也不断增加，系统
不断更新完善，从2008

年的单库资源发布，到
2010年的固定多库资源
发布，再到2012年读者
门户上线，发布系统在
发布容量、发布种类、
发布效率和发布使用体
验上都在不断改进和提
高。

数据库种类、数量和容
量不断扩大，目前有包
括文档、图片、视频在
内的库，发布系统共有
87个物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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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发布系统自
2008年建设使用以来，
随着资源量和资源种类
的不断增加，对系统的
要求也不断增加，系统
不断更新完善，从2008

年的单库资源发布，到
2010年的固定多库资源
发布，再到2012年读者
门户上线，发布系统在
发布容量、发布种类、
发布效率和发布使用体
验上都在不断改进和提
高。

发布流程实现异步任务调度，通过调度任务完成数据校验、查
重、对象数据打包、元数据入库、对象数据入库、结果校验和
URL回写。完善的日志管理功能，对于发布错误，可以在线实
时查看日志，帮助工程师分析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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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发布系统自
2008年建设使用以来，
随着资源量和资源种类
的不断增加，对系统的
要求也不断增加，系统
不断更新完善，从2008

年的单库资源发布，到
2010年的固定多库资源
发布，再到2012年读者
门户上线，发布系统在
发布容量、发布种类、
发布效率和发布使用体
验上都在不断改进和提
高。

强大的系统管理模块，
包括用户管理、系统运
维、缓存管理、后台管
理、统计报表等。管理
员通过发布平台可以实
现数据、系统的可视化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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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与服务系统不是独
立的，离不开其他系统
的支持和交互。在数据
层面，需要数字资源组
织系统、长期保存系统、
知识组织系统的数据、
知识库的支持以及数据
管理；在中间层面，需
要与统一用户系统、唯
一标识符系统以及版权
信息系统进行交互，实
现用户信息、唯一标识
信息和版权信息的获取
和更新；在用户层面，
可以为搜索系统和读者
门户系统提供信息支持
和交互。

数字资源集中保存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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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数据检索
发布与服务系统支持基于专题库的

元数据检索功能。包括条件检索、分类
导航检索和元数据检索结果展现。

（2）元数据详细信息展现
元数据详细信息展现模块能基于元

数据的相关信息完成对单条元数据的详
细信息的展示，如书目详细信息、图片
详细信息、视频详细信息等。具体功能
包括元数据展现模块定制、详细信息展
现以及资源关联关系揭示，此外提供元
数据访问接口服务，便于与其他系统和
应用的对接。

（3）对象数据展现
提供数字对象的展现功能，它基于

已发布出来的对象数据库，对授权读者
提供文档、图片等资源的下载和阅读，
音频和视频流媒体的播放。功能包括资
源访问控制、资源加密、资源下载、计
费、客户端揭示，以及对象数据访问接
口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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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布与服务后台支持与管理：
发布与服务后台支持与管理对发布服务系统起了支撑作用，对系统的日常运行和维护非常重要。其主要功能

如下所示：
1)专题库定义、创建与管理
提供专题库的定义其及属性管理功能，专题库属性包括名称、说明、限制范围、条件字段属性、检索结果展

示属性、索引、状态等；提供专题库属性接口访问功能；提供基于专题库信息的对物理专题库的管理功能，包
括物理专题库的创建、索引建立、删除等。

2) 数据接收处理
对各种文献类型的数字资源进行相应的数据接收处理。包括数据接收方式和数据格式约定、数据检查、数据

处理和入库、和对象数据优化管理等。
3) 数据处理后台支持工具
数字资源发布后台支持工具用于支撑数字资源接收、处理和发布过程中的数据整合功能，起到后台数据整合

中间件的作用，通过该工具，可以快速定制面向特定资源的数据整合处理组件。
4）流程管理
数据接收和发布流程管理功能用于对发布和服务工作以任务的方式进行有效的管理、监视和控制，以方便发

布工作的管理，并提高数据发布处理效率。
5）用户管理
发布与服务系统的各主要模块，包括元数据检索、详细信息展现、对象数据展现等模块，都应提供用户登录

入口。用户登录时，通过统一用户管理系统的认证服务功能进行统一认证并获取返回的当前用户信息。
6）授权管理
系统应能根据资源授权访问策略, 提供授权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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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终端类型认证
在判断某一类资源是否有权限访问时，首先要判断访问该资源用户的来源终端情况。如果终端是移动端，则

根据移动端的访问规则进行验证，如果来源是PC端则按照PC端的认证流程进行。
不论是移动端还是PC端其基本的验证规则和维度都包括按资源库级别、按不同的出版社级别、按照系统的并

发权限控制、按照IP范围权限控制、按照版权时间范围许可进行控制。
 按资源库级别认证

国图数字资源平台中有多种不同类型的数据，例如中文图书、博士论文、古籍、地方志等类型的数据。系统
要求首先能够根据这些大的类型的资源库进行用户的权限认证授权。用户的数据库级别访问权限可以通过系统
后台管理进行定义。如果某一类用户，对于某一大类数据库没有访问权限，系统将给出没有相关权限的提示。

资源库权限的设置管理，主要是指将某一角色和目前系统内元数据资源库进行对应。比如某一角色拥有某一
种资源或多种资源的操作权限。操作权限又分为后台权限和前台权限。其中后台权限包括对该资源进行后台数
据管理的操作等行为。前台权限则是指从作为读者的角度来说，对该资源是否有在线预览的权限，角色和资源
库的关联关系如下图所示：

例如按目前数字资源后台的文献类型来分有：中文图书，博士论文吗，民国图书，民国期刊，民国法律，数
字方志，矢量数字方志，碑帖菁华，甲骨拓片，老照片，年画，东京大学，普林斯顿，资源征集馆藏特色资源
，资源征集地方志，资源征集馆藏特色资源，资源征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征集少数民族，文津讲坛，中华
古籍资源库，徽州善本家谱。每一类文献资源可能针对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访问权限和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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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出版社授权
每一种不同的数字资源都有不同的出版社，例如中文图书，可能涉及到众多的出版社，每种不同的出版社的访问权

限也是不同的，这些权限都可以由管理员在后台进行设置，例如某些用户只能访问某些出版社的资源，没有权限的出版
社的资源对于该用户来说不能访问，系统要给出未授权相关的提示信息。

出版社授权是根据元数据当中描述出版社的字段和用户角色进行关联的。系统会根据描述出版社的字段的内容或者
该字段中存放的出版社相关的标识来进行判断，如果某一角色的用户和该出版社相关的标识关联了授权，那么该类角色
的所有用户将对该出版社的所有资源进行正常访问。
 按篇级授权

用户的篇级权限主要是指某一类读者或用户（角色）浏览某一篇文献（某一本书）或元数据的全文时所获得的权限
。系统根据不同的用户所属的不同权限对某一篇文章或文献的权限是不同的。

用户的篇级权限的判断，实际上是通过元数据中描述某一篇级或某一本书的单条数据的唯一标识和用户的角色进行
关联判断的。系统会创建记录的唯一标识和用户角色的关联表。将某用户和具体某一篇文献或某一本书进行关联，如果
发现该用户对该篇文献或该本书有全文浏览的权限时，系统将对该用户进行开放，反之将提示该用户未经授权。

系统对篇级的权限控制还可以进行更细粒度的划分，例如，当用户已经授权可以访问某篇或者某一本书的全文浏览
权限时，但是还要限制对该书和该篇进行全文浏览的页数。此时就需要对该用户或该类角色进行更细粒度的限制。这种
情况一般可以分为两种权限类型：可分为部分权限和全部权限。当某用户拥有部分权限时，只可以浏览某一篇原文pdf
文件前多少页或占整本书的百分比，或按整本书的某些章节授权。该数值可以通过管理员在后台进行设定，此部分用户
的角色，可以统一命名为“部分权限角色”。该角色，可以一次性付给多个前台用户。相对于“部分权限角色”，某些
用户可以浏览查看全部的文件，例如某一篇pdf全文的所有页，该部分用户的角色为“全部权限角色”。

在对篇级的权限控制时，可以设置某个出版社所有书在一天能看的总页数，也可以设置某一本书在一天能看的总页
数，如果是多媒体资源，可以设置音视频设置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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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并发访问授权控制
数字资源的发布系统是要针对系统的某一类型的资源访问进行并发控制的，即某类资源允许用户同时访

问的次数是有一定上限的。当某一类用户访问同一本书或查看同一篇文献时，同时在线的用户不能超过一定
数量，该数量的具体数值可以由管理员在后台进行设置。当用户具备某一篇文献或某一本书的浏览权限时，
还需要结合当前系统该资源的并发数进行判断，如果并发数已经达到上限，同样会提示给用户该资源访问受
限。若并发数没有达到上限的话用户则可以正常浏览。
 按IP范围进行授权

按照IP范围或IP段对数字资源进行授权也是系统的资源授权访问的主要需求之一，即可以按照某一具体
IP或IP地址段对某一类用户进行授权访问，也可以结合IP地址范围或IP段和某一资源及某一用户进行授权访
问。例如是某一具体地方馆的资源接收到用户的访问请求时，可以针对于该用户进行IP范围判断，如果该用
户的IP范围是属于该地方馆的IP段内，那么该用户就可以设置成有权访问该类型的资源，如果不在该IP范围
内系不属于该单位的IP用户则提示该用户没有授权，访问失败。

IP范围进行授权，也可以支持统一资源设置多个不同的IP段。具体又分为内网，互联网，专网，区分终
端几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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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时间范围许可授权
数字资源都是有版权许可的。版权许可具有一定的时间范围。例如某一出版物的版权时间许可范围是一

年，那么在该时间范围内用户可以有权对其进行浏览和访问，超出该时间段则该出版物内容将进行下架或者
访问受限。
系统后台也需要能够根据资源的版权时间范围进行设置，管理员可以具体设置某一类型资源的版权许可时间
段。当前的用户进行访问时，根据该访问资源的时间段与当前时间进行判断，如果当前时间段在许可的范围
内，该资源可以正常访问，如果超出时间范围，则提示用户没有相关的访问权限。

 VIP用户授权
数字资源系统的用户类型当中有一类权限级别较高的特殊用户，系统将这类用户定义为VIP用户，VIP用户针
对资源库进行开放，该用户拥有最高的数据访问权限，可以访问系统的大部分资源或者所有资源。这类用户
通常情况下系统将进行单独的判断，这一部分用户可以享有比较高的全文浏览的服务。系统管理员会针对于
这部分用户单独建一个VIP用户的角色，将符合这一类角色的用户划入同一组中，当系统根据当前登录的用
户的角色进行判断后发现是VIP用户则对其访问的所有资源进行开放，同时系统对这类用户的行为也将进行
日志的记录。



发布系统简介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数字资源云发

布系统
结语发布与服务的一致化流程



元数据的一致化封装 对象数据的预处理
基于一致化模型
的数据发布发布与服务的一致化流程 标准规范要求

基于资源发布与服务系统的一致化模型，数字资源的一致化封装在数字资源的发布流程中
占有很大比重。在实际发布过程中，数字资源来源不同，结构不同，在一致化模型的框架下
，需要人工干预，进行数据的识别和整理，从而实现资源的一致化封装。下面将挑选博士论
文这一类型资源作为例子，描述资源的发布与服务的一致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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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数据的来源可以多种多样，例如，比较常见的数据类型是EXCEL和MARC格式，为了实现资源的一致化封装，通
常将来源不同的元数据进行处理，整理成一致化的格式，例如XML格式作为统一出口。将图书馆大量的书目数据从
MARC 格式转换为 XML 可以解决 MARC 类型标识、 字段标识和子字段标识的问题，从而将 MARC 数据从严格复杂的
规范流格式数据转换 成机器可读的 XML 结构化数据，实现 MARC 书目数据库和 Internet 上的非书目数据的 集成
，从而使得现有的大量 MARC 格式书目数据能方便地在数字图书馆中加以利用， 提供面向 WWW 的 MARC 信息，这
在当前数字图书馆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在实际工作中，元数据整理的类型通常有整合、排序、过滤等，将不同文
件中的元数据按照唯一ID进行合并，实现元数据信息的完整描述。在进行元数据整理过程中可以借助一些专业软件
，例如etl工具kettle，实现批量元数据信息的整合处理工作。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对元数据进行识别，挑选出两个
或多个元数据来源中的唯一ID，然后根据唯一ID进行信息合并。此外，在元数据的一致化封装过程中，为了实现发
布过程中元数据和对象数据的对接，在数据整理过程中，需要考虑对象数据和对象文件的命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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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布工作之前，除了进行元数据的一致化封装之外，还要对对象数据进行一致化的预处理，例如格式转换、像素
转换等等，使得对象数据符合发布系统的要求。在对象数据处理过程中，需要对数据类型进行分析，并对结果数据
进行校验，保证数据质量和数量。由于对象数据的预处理一般是批量进行，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此外，图书馆数字
资源种类繁多、数据量庞大，文件多且细碎，需优化管理海量对象数据文件，以提高整个系统的效能，如通过将多
个JPG或者PDF等文件拚成一个文件并能对文件包内的文件进行定位的策略以减少所处理文件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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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一致化模型的数据发布任务可以包括多个处理阶段和状态，如初始、校验、转换处理、入库、完成、取消等。
系统支持为不同的资源种类定义不同的状态集，支持在任务流程中加入人工处理环节和程序自动处理环节。对于需
要人工处理的环节(如审核等)，系统需要提供任务分派和权限控制功能。
可以根据来自组织系统的数据提交单自动创建发布任务，也可以手动创建发布任务；支持任务的分配、审核、处理
记录、关闭、取消等；提供任务的条件查询、分类统计。通过发布任务的流程管理功能，可以查询和统计数据提交、
接收方面的管理信息。
对于基于数据提交单自动发起的发布任务，系统能分析提交单的类别，进入相应种类数字资源的发布处理流程；系
统能记录数据接收、检查、入库等管理信息；处理完成后系统能向提交者反馈数据接收结果，对接收失败的情况同
时反馈错误原因。
任务在自动运行时，可以通过用户界面显示任务状态、进度和处理日志，让使用者了解任务进度，判断任务是否正
常。对于处于程序自动执行阶段的任务，用户可以随时暂停、停止、启动、继续任务，以观察任务记录，判断是否
有错误。任务在运行过程中，系统应提供界面反映该摄入任务处理的当前进度和状态；处理过程出现错误，界面须
返回错误详情；提交成功后需返回本次任务的统计信息。整个任务结束后应向提交方反馈处理结果信息。
数据发布并向读者提供服务后，数据有可能存在没有发现的错误（如元数据描述信息存在问题、对象数据存在错误
等），发布服务系统的前台展示模块应提供数据错误报告入口，以方便用户报告服务数据中存在的错误。系统支持
数据错误报告的流程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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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与服务的一致化流程的实现离不开标准规范的支
撑，无论是数据的组织还是服务的对接，标准规范给
出了统一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标准规范是发布与服
务一致化实现的基本保障，也是保证发布与服务可利
用、可互操作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具体实施时，
主要有元数据标准、对象数据标准、唯一标识符标准、
版权相关法规和标准等。目前这些相关规范比较多，
例如元数据标准中，通用的图书类业界标准包括
CNMARC、DC等。对于每一类文献的元数据，还需要落
实各自的数字资源专门元数据标准，包括图书、图片、
音视频、古籍、拓片、舆图等，标准规范的选择显得
尤为重要。国家图书馆立足于国内外已有标准规范成
果，结合国家数字图书馆建设经验，构建了国家数字
图书馆工程标准规范体系，围绕数字资源生命周期为
主线，主要包括数字内容创建、数字对象描述、数字
资源组织管理、数字资源服务、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五
个环节[5]。数字资源发布与服务是生命周期的重要
一环，其建设需要跟其他环节呼应和合作，标准规范
的选择需要从全局出发考虑总体性，所以在搭建服务
时可以依赖于国家图书馆标准规范体系。



Outline

发布系统简介 发布与服务的一致化流程 结语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数字资源云发布系
统



总体介绍 业务流程 功能简介 服务模式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数字资源

云发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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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以及各省、市级图书馆自建资源种类丰富、数据巨大，涉及图书、图片、论
文、期刊、报纸、音频、视频等，随着各馆藏自建资源种类的不断增多、内容的不断丰
富以及地方馆资源的不断推陈出新，然而受限于资源发布平台的建设资金或技术，数字
化后的资源无法及时完成发布。我馆现有的发布与服务系统存在图书无法在移动端/PAD
端浏览、视频无法在移动端/PAD端观看、读者服务上缺乏互动、专题库设计结构不合理
等现状，已经无法满足读者的需要。
我馆于2016年采购了WEBPDF阅读器插件及第三方流媒体服务平台。WEBPDF可以基于服务
器环境，在PC、PAD、手机等多种客户端上提供高保真的阅读效果，支持断点、多屏阅读，
并可以记录用户阅读位置。流媒体服务平台将音、视频以数据流形式传输，可以支持PC、
PAD、手机端等多终端观看，并且读者可自行选择高清、标清等视频播放模式，解决跨终
端视频观看问题。通过集成第三方成品软件，解决了自建资源服务中存在的核心问题。
基于上述工作基础，2018年，我馆着手建设“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数字资源云发布系
统”，提供“在线-平板-移动端”全终端的发布、阅读及播放服务，支撑我馆自建资源
的发布与服务需要，同时，也为各省、市（区、县）级图书馆自建资源的发布提供平台
支撑，提升公共图书馆自建资源的发布和服务能力。

背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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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云发布系统跟目前的发布系统相比，具有如下优势：
先进的阅读器，支持各类资源的流畅显示；
多终端访问；
平台可共享，便于地方馆发布数据；
良好的读者互动服务；
科学完善的权限管理；
可定制、松耦合的模块化结构；
智能化用户行为分析和反馈。

优势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数字资源云发布系统”立足于全国公共图书馆，建设
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池和用户行为池，为各省、市（区、县）级图书馆提供
数字资源发布支撑平台，提升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发布和服务能力。
1、建设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池
依托云发布平台，为各省市县图书馆提供数字资源发布“租用”服务，方便
公共图书馆快速实现数字资源的发布，同时实现公共图书馆之间数字资源
（元数据或对象数据）的聚集，形成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池，为公共文化服
务提供合力。
2、建设公共图书馆用户行为池
系统自动记录读者的行为轨迹，形成公共图书馆用户行为池，实现读者行为
数据的大数据融合、智能分析和反馈，构建资源和行为的关联网络，为用户
的个性化服务以及管理层的决策分析提供数据支撑。

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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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数字资源云发布系统
的建设，未来将不仅可形成国家图书馆自建资
源发布池，为PC端、移动端、触屏等多终端提
供资源调用和获取服务，读者门户、手机门户
及第三方系统可调用本平台接口服务或页面服
务集成用户服务页面，同时，也可以为地方图
书馆资源的发布提供平台支撑。本系统分为发
布后台和展示前台两部分，发布后台包括发布
模块、检索模块、权限管理模块、交互数据管
理模块、唯一标识符对接模块、元数据下载/
同步模块、用户日志管理模块等；展示前台包
括资源展现模块及系统接口模块。系统各功能
模块进行组件化开发，各组件模块能够高内聚，
低耦合，可以对各组件模块任意组装，独立部
署。

发布模块

唯一标识符系统

读者门户

展现模块用户行为
模块

资源发布系统

元数据下
载模块

第三方系统手机门户资源展示系统

统一用户管理系统

普通读者 集团用户 特殊群体 其他

解
析

注
册

调
用

权限控制
模块

发布后台
展示前台(简化版)

终端用户

统一认证 单点登录 第三方登录

调
用

资源池
图书 图片 音视频 论文 网页 古籍

交互模块

检索模块
集成
WEBPDF

统计管理
模块

集成流媒
体平台

系统接口
局域网
接口

互联网
接口

专网接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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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采用模块化结构，各模块
之间松耦合，分为精简版、高
级版和完整版三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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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源发布功能
系统提供图书、期刊、论文、报纸、古籍、图片、音视频等各类数字资源的发布，支持MARC、EXCEL、ACCESS、

XML等元数据格式和PDF、DOC、TXT、EPUB、PNG、MP4、MP3等对象数据格式的发布，提供发布前的资源预处理、发布

过程监控、发布后的资源管理等全流程的服务。
支持多终端多用户数据同时发布，各终端发布的数据进入数据池中统一管理。支持专题库发布字段的动态可配置添加

，提供元数据入库、标引数据管理入库、对象数据管理入库、元数据与标引数据及对象数据挂接、数据维护等功能。
2、资源多终端展示
系统支持数字资源在PC、手机、平板电脑等多种终端上跨屏阅读，充分利用读者的碎片时间，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
3、用户交互服务
系统提供对资源进行评星、评价、笔记、分享等交互数据的管理，记录读者的行为轨迹，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为

读者提供智能化的个性化服务。
4、检索服务

系统提供灵活多样的检索服务，包括元数据检索、目录检索、摘要检索及全文检索等，支持繁简体通检、检索词自动
匹配等。

5、资源安全控制

系统从资源自身权限、用户访问权限、服务终端权限、发布管理者权限等渠道对资源进行安全控制，支持单个资源、
多个资源、资源库、不同来源馆等级别的控制，并提供防恶意下载功能，保证数字资源的安全。

6、完善的系统接口

系统提供元数据调用、对象数据调用、数据检索、元数据下载及用户行为管理等接口，并与推广工程的统一用户管理

系统、唯一标识符系统有标准的接口，形成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网络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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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采用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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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图书馆向发布系
统云中心进行数字资源与用户行为数据的汇聚，形成以国家
图书馆为中心的数据池和行为池；发布系统云中心将数字资
源以统一标准进行封装，对外提供统一的数据访问服务。

云发布系统降低了数字资源发布的技术门槛，为各地方
馆提供了数据发布的平台支撑，各地方馆不需要进行系统
建设，经过简单培训，便可借助系统实现各自自建资源的
云发布，从而更好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服务。例如，县级图
书馆可以通过专网、互联网等多种渠道，采用FTP或HTTP协

议，将元数据上传到云发布系统中心，中心对元数据进行
统一管理，对象数据存在本地或者是上传到云发布系统中
心，借助系统平台，便可实现自建资源的发布。此外，地
方馆还可以根据业务需求，定制模块，三种模式可选：精
简版、高级版和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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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馆的管理员也可以借助数字资源云发
布系统的后台进行各馆自己的数据资源的发
布。但考虑到云发布系统的资源限制，地方
馆管理员要发布数据前必须要进行数据发布
的申请。如果地方馆管理员要发布的数据是
现有国图云平台当中已有的数据资源类型，
可以按照常规的数据发布流程进行发布即可，
如果地方管理员要发布的数据是现有国图几
十种数字资源当中没有的数据即地方馆自有
的特色数据。这时需要在云发布系统的后台
创建数据资源库。创建数据资源库必须要经
过国图管理员进行审核，其大致发布流程如

图所示。



发布系统简介 发布与服务的一致化流程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数字资源云发

布系统 实例



以博士论文的发布为例，介绍一下完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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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接收



以博士论文的发布为例，介绍一下完整流程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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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接收 数据拷贝至格
式转换服务器 格式转换 数据拷贝至发

布服务器

生成目录生成元数据新建发布提交
单发布

提交长期保
存



以博士论文的发布为例，介绍一下完整流程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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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拷贝 将数据拷贝到服务器上以备数据转换之用。

格式转换

将原始的PDF转成SWF格式



以博士论文的发布为例，介绍一下完整流程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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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拷贝 将数据拷贝到发布服务器

生成目录

根据原始元数据信息生成目录存入临时目录数据库



以博士论文的发布为例，介绍一下完整流程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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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元数据 将原始的多个元数据文件经过合并等操作，
生成发布系统发布需要的xml文件



以博士论文的发布为例，介绍一下完整流程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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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元数
据

Access文件的record_id字段和
ISO文件的identifier字段连接



以博士论文的发布为例，介绍一下完整流程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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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发布提交
单



以博士论文的发布为例，介绍一下完整流程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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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以博士论文的发布为例，介绍一下完整流程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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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长期保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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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库管理
资源分级管理
资源库结构管理
建库模板管理
库数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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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库管理
资源分级管理
资源库结构管理
建库模板管理
库数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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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库管理
资源分级管理
资源库结构管理
建库模板管理
库数据管理

资源库管理
资源分级管理
资源库结构管理
建库模板管理
库数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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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