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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环境下的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

摘要：文章从我国公共电子阅览室的现状问题出发，提出了利用云计算技术建立城市公共电子阅览室集

群的思路，论述了利用云计算环境下公共电子阅览室集群管理的总体架构、技术支撑和组网方式等关键问题，

并以东莞为例提出了快速建设城市公共电子阅览室集群的模式和实现路径，以期为正在快速发展的我国公共

电子阅览室建设提供参考和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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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4年Google发布MapRe-
duce论文，到2005年Amazon宣布

Amazon Web Services云计算平台，

到SUN、IBM、DELL、微软等IT巨
头的热情推动，云计算无论在理论

上、应用上和行业服务上都飞速发

展和完善[1]。而云计算在我国也进

入成长期，预测在2015年将达到成

熟期。埃森哲2010年云计算研究报

告指出，中国在未来两年将有更多

的大企业使用云计算，覆盖率将从

2010年的43％大幅提升到88％[2]。

云计算所实现的基础设施即服务

（IaaS）、平台即服务（PaaS）和软

件即服务（SaaS），其中最根本的实

质是“共享”。因而云计算与我国数

字文化资源共享工程、公共电子阅

览室建设等现代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有着必然的联系，作为向大众提供

便捷数字服务的电子阅览室，能否

像云计算环境的客户端一样，接上

网络便能使用云端的设备、平台、

软件等服务？东莞作为国家《公共

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首批试点之

一，开始了新的技术环境下市域公

共电子阅览室集群建设的探索与

实践。

1 问题探讨

1.1 对迅速发展的公共电

子阅览室的有效管理问题

与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相

比，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更着重文

化服务阵地的建设、管理与服务效

果。“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实

施后，各地公共电子阅览室迅速发

展，例如截至2011年9月，山东已建

起2400多个[3]，上海建成300多个。

2011年，东莞成为国家创建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以更大的力度

推进文化建设，年内将新建190多
个村、社区电子阅览室，2012年将

实现镇街、社区公共电子阅览室全

覆盖。按此规划，东莞市域将建有

近600个公共电子阅览室，如何对

这些公共电子阅览室进行有效管理

并发挥良好的成本效益等问题，无

疑是文化监管服务部门首要解决的

问题。

1.2 基层欠缺数字文化服

务人才的问题

公共电子阅览室的管理包括网

络管理、资源管理、对室内计算机

的维护和故障排除、指导读者用机

等工作。要更好地发挥电子阅览室

的作用，还应组织阅读活动、进行

资源推送、培养读者的信息素养等

工作。因而基层技术人员欠缺是一

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1.3 基层公共电子阅览室

如何建设的问题

文化部对各级公共电子阅览室

的配置有比较明确的标准，如服务

器、读者用机等。这样可基本保障

每个公共电子阅览室的建设质量，

但不够灵活，如用不同的组网方式

可能不需要每个公共电子阅览室

都配置服务器和存储，也没有考虑

当前科技的发展，如使用云终端、

iPad、手持阅读器等。这方面一些

省市也作了尝试，如2009年，上海

市分中心正式向读者推出了100台
易博士电子图书阅读器外借服务；

2011年又增加了100台汉王电子图书

阅读器的外借服务，得到了读者广

泛的好评[4]。

东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形成

市、镇、村共同投入、分级管理的良

好态势，但由于基层缺乏对公共电

子阅览室的认识以及上述人才欠缺

等问题，对建设规划、建设标准、

服务要求等认识不足，以致部分建

成的电子阅览室不合乎要求，难以

发挥较好的作用。因而我们应该找

到一个更好的模式，可以将此模式

“拷贝”到村、社区中。

1.4 版权保护与资源应用

的问题

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断

提高以及管理规范化，互联网信息

爆炸而杂乱无章，较好的资源逐步

需要付费使用，而文化共享工程资

源、数字图书馆资源等汇集在城市

的文化中心，如何向大众提供公益

性的文化服务是我们要解决的问

题。上海的“e卡通”电子资源远程

服务系统、陕西省的文化共享工程

VPN服务专网、山东省的公共电子

阅览室一卡通管理平台等等[5]，实

质上也是为解决数字资源知识产权

问题而进行的尝试。

目前东莞数字图书馆已实现单

点登录和统一验证，也就是按版权

使用约定，东莞数字图书馆大部分

资源可通过互联网以读者验证方式

向读者提供，凭东莞图书馆及任意

分馆的读者证帐号便可获得东莞

数字图书馆的数字资源。但这仍需

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要解决公共电

子阅览室内服务对象没有读者证的

问题，公共电子阅览室不一定是文

化部门纵向设置和管理，如工厂企

业、儿童活动中心等也设立公共电

子阅览室，因而这些公共电子阅览

室的读者未必持有图书馆读者证；

二是要解决因按版权约定而必须在

局域网使用的资源的利用问题，如

果要在村和社区公共电子阅览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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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资源服务器和存储设备，还需对

这些资源整理和推出服务，这无形

中增加了基层公共电子阅览室的负

担；三是解决资源分类推送和信息

过滤等问题，例如要为少年儿童提

供安全绿色的上网环境服务，培养

青少年良好的上网习惯等。

2 集群化管理策略与
架构

试点省市在公共电子阅览室

建设方面作了多种探索与尝试。如

上海建设“东方社区信息苑”，开通

“e卡通”电子资源远程服务系统；

陕西建成省文化共享工程远程管

理监控室，建成VPN服务专网；山

东省构建了一卡通管理平台，通过

发放全省公共电子阅览室公益服务

卡，对电子阅览室上机人员的身份

证、上机时间、浏览内容等进行管

理。在当今网络技术比较发达的区

域，利用云计算服务等科技手段推

动文化服务的开展是较好的策略和

思路。

本世纪初，东莞实施了新的

文化发展战略，启动了“图书馆之

城”、“博物馆之城”、“广场文化

之城”的文化三城建设工程。在图

书馆建设中，东莞以集群化管理理

念为指导，实施图书馆总分馆制，

以东莞图书馆为总馆，实现了总馆

及51个分馆的图书通借通还、东莞

数字图书馆服务覆盖全市、24小时

自助图书借阅全天候服务等服务形

态。东莞图书馆在业务统筹、技术

支持、资源共享等方面具有突出的

优势。因而在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

中，东莞图书馆可以较好地发挥中

心统筹管理的作用。另一方面，东

莞互联网网络环境较好，通讯光纤

基本实现村、居委会全覆盖，且价

格不断下调。因而，借助和引用云

计算服务，建立公共电子阅览室云

计算监管中心，以集群方式发展和

管理市域众多的公共电子阅览室，

实现对各基层公共电子阅览室的统

一管理和统一技术支持是较理想的

建设模式。

东莞公共电子阅览室集群可作

如下规划：一是整合现有资源，搭

建全市公共电子阅览室的云计算服

务与管理平台；二是在东莞图书馆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市级支中

心）设立监管中心，负责统一监管

和技术支持等工作；三是部署基层

公共电子阅览室，使其接入网络便

可使用云平台并向大众开放服务。

由于基层技术薄弱等问题，基层公

共电子阅览室的管理和服务应该简

易化。因而，公共电子阅览室集群

体系的架构可由云计算服务平台、

市监控中心、公共电子阅览室管理

端和公共电子阅览室服务终端四大

部分组成，如图1所示。

图1 公共电子阅览室集群化管理架构

2.1 云服务管理与服务平台

云计算具有网络接入、虚拟

化、可伸缩、分布式存储等特点和

优势。作为东莞文化共享工程市支

中心的东莞图书馆，经过多年数字

图书馆的建设，计算机设备逐年增

加，通常是一台设备对应一个应用，

低端设备较多，单点故障较多，正

需要利用云计算技术进行整合，形

成一个整合服务器、存储器等硬件

设备、可支撑全市公共电子阅览室

的服务平台。因而平台搭建包括硬

件整合和软件开发部分。

硬件整合方面：我们已应用

了Ci t r i x  Xe n S e r ve r、V Mwa r e 
vSphere等开源系统，实现服务器

和存储设备的虚拟化应用，体验了

云计算技术的优势。XenServer是
一种开放的、功能强大的服务器虚

拟化解决方案，能够将静态的、复

杂的数据中心环境转变成更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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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易于管理的交付中心，从而

大大降低数据中心成本。VMware 
vSphere 可作为无缝和动态操作环

境管理大型基础架构（例如CPU、

存储器和网络），同时还可管理复

杂的数据中心，VMware vSphere 
利用虚拟化功能将数据中心转换为

简化的云计算基础架构，虚拟化并

汇总多个系统间的基础物理硬件资

源，同时为数据中心提供大量虚拟

资源。

软件平台开放给市域各公共电

子阅览室使用，包括管理平台和服

务平台两大部分。管理平台实现对

集群内公共电子阅览室管理端的自

动化管理，主要功能包括：（1）服

务数据同步更新，各公共电子阅览

室用机情况、访问网页情况、调用

数字资源情况等可自动上传到云计

算中心存储中；（2）建立服务数据

仓库，市监控中心可以进行基本信

息查询、资源使用统计、服务情况

统计等操作，通过数据仓库挖掘有

用数据，分析每个电子阅览室使用

人员的兴趣、爱好、习惯及特点，

进行针对性服务；（3）网络访问控

制，如可制定白名单、黑名单，设定

网络访问权限和流量等；（4）实现

公共电子阅览室管理端的在线状

态管理，如进行重启、关机或远程

配置等。服务平台主要是整合和管

理文献信息资源并向公共电子阅览

室提供，如文化共享工程资源、东

莞数字图书馆以及VOD视频等资

源，服务平台应有足够的并发处理

能力。

2.2 监控中心

监控中心通过管理平台对各公

共电子阅览室进行监管，可以进行

的操作包括：（1）对管理平台的数

据仓库进行操作，如统计分析、追

查用户日志等；（2）对基层公共电

子阅览室提供导航和资源推送，市

监控中心可以定制、管理云服务平

台的界面，可针对突发事件或需要

即时组织资源推送清单；（3）对基

层公共电子阅览室管理端进行管

理；（4）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可远程

观看公共电子阅览室服务现场，可

远程对工作人员进行指导。

在东莞市、镇（街道）、村（社

区）三层管理架构中，监控中心的

工作可由市、镇两级共同承担，技术

力量较好的镇可管理辖下的村、社

区公共电子阅览室，如对基层公共

电子阅览室管理端及服务端进行管

理，甚至可直接对其服务终端进行

如关机、重启、故障修复等操作。

2.3 公共电子阅览室管理端

公共电子阅览室管理端是通过

连接云计算管理平台实现公共电子

阅览室本地化管理和服务的设备。

目前我们与广州图创公司合作，使

用文化e管家较好地实现了公共电

子阅览室管理端的各项功能。文化e
管家将软件系统、数字资源、安全网

络设备、无线接入设备等构建公共

电子阅览室相关元素集成到一台服

务器上，实现基层电子阅览室的快

速部署与管理，通过云计算服务平

台可以实现自动更新和远程管理，

它的主要功能如下：

（1）存储器：通过云计算服务

平台，将室内读者常用的资源或未

能在互联网上传播使用的资源自动

下载或由市管理中心推送到公共电

子阅览室本地。

（2）资源服务器：对本地资源

进行管理，具有数字资源导航服务

功能和元数据搜索引擎功能，可提

供包括文化共享工程资源、图书馆

授权给电子阅览室使用的数字资

源、本地的流媒体资源及其他授权

的电子资源。

（3）网关、防火墙和网络管理

功能：可以对公共电子阅览室内设

备的上网行为进行管理，可以设置

黑名单、白名单等，通过云服务平

台可以由市监控中心统一设置或自

动更新或远程设置。

（4）电子阅览室用户管理功

能：验证及记录用户，可链接图书

馆总分馆业务系统进行读者验证，

可进行上下机管理，自动产生用户

日志，保存并上传到市监控中心。

（5）Wi Fi服务功能：具有读

东莞图书馆电子服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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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验证功能，只有登记过有效证件

（如身份证或图书馆读者证）的读

者，才能在公共电子阅览室内使用

WiFi无线上网，这样既能产生用户

日志，利于服务数据统计分析，也

能按公安部门或文化管理部门要求

做好网络安全管理工作。

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文化e管
家与管理平台的同步更新，实现了

监管中心远程调配、数据自动上传

下载等功能，并在村级公共电子阅

览室投入试用。使用文化e管家，较

好地解决了基层少资源、缺人才的

现实问题，也减轻了市管理中心的

压力，特别是让小型公共电子阅览

室也能实现无线WiFi覆盖，并对使

用WiFi的读者进行记录和管理，使

PC机、iPad、手机等多种形态的阅

读终端的使用成为可能。

3 组网方案

网络通讯是公共电子阅览室的

重要基础，组网方式不仅影响公共

电子阅览室的网络通讯开支，也影

响到它的服务效率，更可能影响到

整个公共电子阅览室集群的运作。

市域公共电子阅览室集群体系可以

采用以下网络技术或组网方式：

3.1 MSTP

MSTP（Multi-service Trans-
por t  Plat for m）即多业务传输平

台，是一种基于SDH的城域传输网

技术，可同时实现TDM、ATM、以

太网等业务的接入、处理和传送，

提供统一网管的多业务节点。利用

MSTP将各公共电子阅览室组成一

虚拟局域网，实现集群统一管理

和统一服务，并可以结合CDN技

术，实现网络加速。目前东莞利用

MSTP技术尝试与5个试点公共电

子阅览室联网，在电信的支持下，虎

门、莞城、麻涌、常平、塘厦五镇各

用一条10M的MSTP光纤连到东莞

图书馆机房（即市中心监控机房），

东莞图书馆机房一条50M的光纤供

这五个电子阅览室访问互联网用，

设置在东莞图书馆的市公共电子阅

览室监管中心负责这五个试点的网

络管理，包括上网行为监控、访问

流量管理等网管工作。这种方式稳

定、安全，服务器、存储设备、上网

行为监控等可放置在云端，网络维

护、管理等工作全由市监控中心负

责，中心监控与管理能力很强，基

层公共电子阅览室配置与管理都可

以简化，但网络通讯费用比较贵。

实现VLAN的方式不仅仅有MSTP
技术，相似的还有vpls-vpn、mpls-
vpn等，只是MSTP是种更稳定安全

的新技术。

3.2 共享光纤与光纤专线

公共电子阅览室为大众提供浏

览互联网服务，若采用ADSL可能

带宽不够、不稳定，影响服务质量。

目前EPON产品发展较快，其特点

是可以用较低的费用使用较大的带

宽。这种方式下各公共电子阅览室

使用光纤连接城域网，并通过城域

网与云计算服务中心连接，利用文

化e管家进行管理。这种方式网络

费较低，每个公共电子阅览室都要

安装文化e管家（或配置服务器、存

储、上网行为监控等设备）。

3.3 多种线路接入

基层公共电子阅览室由所在行

政区负责建设，一般以镇为实现单

位，镇的统筹和综合能力比较好，

但不同的镇有不同网络线路优势，

形成市域公共电子阅览室以不同线

路接入的局面。因而，总的组网方

式设计需要考虑网络汇聚与兼容，

市域公共电子阅览室云计算服务网

络如图2所示。 
公共电子阅览室接入云计算监

管中心有三种情形：

（1）使用MSTP接入云计算监

管中心，由云计算监管中心进行网

络调配与管理，并通过云计算监管

中心提供的线路访问互联网，如图2
的右上角所示。

（2）利用互联网，文化e管家

与云计算监管中心连接并实现自动

更新、中心统一管理，文化e管家同

时控制公共电子阅览室内设备访问

互联网的权限与资源，即利用文化e
管家组成公共电子阅览室内的个域

网，如图2右下角所示。

（3）镇利用自身的网络优势组

成局域网（或VPN等），建立镇级

资源中心，上接市云计算监管中心，

下连镇内各公共电子阅览室并对之

进行管理。目前镇文广中心一般具

有支配镇内广电网资源的优势，可

利用广电网以较低的价格获得较大

的访问镇级资源中心的带宽，再由

镇统一解决辖下各公共电子阅览室

访问互联网的带宽问题。目前广电

网出互联网的出口不大，但广电网

内的光纤设施是比较好的，这样充

分利用广电网资源实现公共电子阅

览室市、镇分级管理。

综合上述几点，市域公共电子

阅览室网络可分为广域网、局域网、

个域网三部分，广域网满足大众访

问互联网获取信息的需要，公共电子

阅览室集群组成局域网（或虚拟局

域网）实现集群管理和资源共建共

享，个域网则实现公共电子阅览室

内的组网和网络资源应用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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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云计算环境下市域公共电子阅览室网络示意图

4 新型公共电子阅览室
的建设

东莞常住人口达822万，其中

户籍人口为180万人，只占21.89%，

年龄在15-65岁的有735.6万人，占

89.49%，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

27.4%，初中文化程度为54.4%[6]。

可见东莞外来务工众多，年轻化并

受过一定的教育，但普遍文化程度

不高，主要分布在各镇、村的工厂

区，使用电脑上网的条件并不太

好。因而，在建设普遍、均等的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战略中，建设基层公

共电子阅览室非常重要而且迫切。

在云计算服务环境下，应该以集群

化的理念对全市的公共电子阅览室

进行总体的规划部署。

4.1 打造公益数字文化服

务连锁店

公共电子阅览室集群化管理，

应该给人一种一体化或系统化的

感觉。按以往人们的理解，电子阅

览室只是一上网场所，就算是较好

的也只不过是摆有几排电脑的房

间，严格管理控制，禁止网游、影

视娱乐节目。而在城市化高度发

展的今天，大众对休闲阅读、时尚

和品位有一定的追求，很多服务行

业和营业大厅布置得舒适悦目，

公共电子阅览室也应体现城市的

文化品位和艺术视觉。因而，在整

体设计上市域公共电子阅览室集

群应该实现“5个统一”，即统一

标识、统一风格、统一技术、统一

服务、统一管理，以“连锁店”的

形式打造公益文化服务品牌。东

莞经过一系列的调研，设计了新型

公共电子阅览室布局，采用高辨

识度的橙色为主色调，设计了U型

服务台、可摆放书籍并可作座椅使

用的U型书架、可灵活组拼的电脑

桌椅，设计了公共电子阅览室的新

形象。

4.2 构建多种终端的立体

的服务空间

云计算环境使公共电子阅览

室的服务空间变得立体化和多样

化，阅读数字资源的工具不仅仅是

电脑，还可以包括智能手机、iPad、
PSP在内的所有终端。现代公共电

子阅览室，除了提供数字化的文献

资源外，还应提供云计算环境所必

须的网络通讯，不仅提供PC机的有

线上网方式，还应提供无线WiFi上
网方式，如大众自带笔记本、iPad、
智能手机等，也可利用公共电子阅

览室提供的网络获取数字资源。

因而，在公共电子阅览室的设

备配置上，可作灵活的布置，建议

配置的设备包括PC机、iPad等。为

方便管理和布置，如今逐渐流行的

电脑一体机是较好的选择。平板电

脑时尚、轻巧、舒适，非常适合阅

读电子图书和收看视频讲座，既大

大增强学习的趣味性，又带动青少

年学习的积极性，同时增加手动类

和益智类游戏也有利于开发儿童

的创造力，对于不会键盘输入的群

众也可通过 iPad进行手写输入和

上网学习。

4.3 模式复制，快速搭建基

层公共电子阅览室

确定全市公共电子阅览室“公

共数字文化服务连锁店”形态、配

置等方案后，基层公共电子阅览室

可以分三步建成。

第一步，选定电子阅览室场

地，部署统一形态的家具。场地准

备可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有关标

准，注意选址、面积等要求，如《图

书馆建设标准》提出电子阅览室的

面积是4平方米/座位。公共电子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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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东莞新型公共电子阅览室总体形态

览室装饰风格、标识等由市（县）监

管中心制定并发布，家具等可由市

（县）监管中心统一定做或提供设

计图样。

第二步，配置PC机、平板电脑

等服务设备。这其中要探讨设备配

置标准。以往国家对文化共享工程

基层服务点和公共电子阅览室有标

准要求，但云计算环境下设备配置

要灵活机动。例如以往对配置多少

台PC机、PC机的配置是什么等要

求都很具体。

第三步，配置“文化e管家”，

连入互联网，连通公共电子阅览室

云服务管理中心。“文化e管家”可

在定购时统一处理各种设置，在调

试接通时按特殊要求进行调整，在

以后的使用过程中还可以由云计算

监管中心远程调配。

这种复制模式有利于城市公共

电子阅览室体系化的建设与推广，

使村、社区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目

标清晰、要求具体、步骤明确，对

村、社区公共电子阅览室的快速推

广与有效服务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5 结语

公共电子阅览室集群化管理可

以有效解决基层公共电子阅览室快

速发展需要与技术、人才、资源不

足的突出问题，而云计算服务为数

字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新的技术支

撑。技术也许不是公共文化服务的

关键和要素，却是最有效的解决方

式和最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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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Public Electronic Reading Room under the Cloud Computing Environment

Du Yanxiang / Dongguan Library, Dongguan, 523071

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conditions of public electronic reading room in our country,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idea of construction of cluster of urban public 
electronic reading room under the cloud computing environment, and discusses the key questions such as overall structure, technical support and networking method of 
cluster management of urban public electronic reading room under the cloud computing environment. Taking Dongguan for example, this paper also proposes the pattern 
and realizing way of rapidly constructing cluster of urban public electronic reading rooms with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a reference and case for the quick developing 
construction of public electronic reading room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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