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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协同阅览服务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摘要：文章探讨并实现了一种基于Web文献服务环境（数字图书馆），针对多种数字化文献资源来源的，

为读者提供统一的个性化文献协同阅览服务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以服务器端的文献资源网关技术和信息挖

掘技术为中介服务，为读者提供一个可以个性化地组织管理个人信息空间、协同阅读和分享交流、基于共同关

注和兴趣创建兴趣群，以及实现个性化推荐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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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技术

面对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数字图书馆不断

扩大的海量资源，为读者提供个性化服务，已成为提升

数字图书馆服务能力和图书馆提升对读者的贡献力度

所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在文献数据库实际产品的个性化服务方面，国外

文献数据库如Elsevier Science、SpringLink、Wiley 
InterScience等分别提供了“通告服务”、“期刊图书

收藏夹”和“个性检索”等个性化服务。国内方面，如

中国知网通过创建个人数字图书馆（Personal Digital 
Library，PDL）、维普资讯网通过“我的维普”、万方

数据资源通过“我的服务”等也提供其各有特色的个

性化服务。

总结现有产品个性化服务的内容，主要包括定制

服务、推送服务、存储服务等三种基本模式。所谓定制

服务是指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自己关注的学科领

域、自己的研究主题对数据库的资源、界面等进行检

索定制。所谓推送服务是指数据库根据用户预先的定

制，在一定的时间内自动并持续地把符合用户要求的信

息按用户定制要求的方式推送给用户。所谓存储服务

是指用户可以在数据库服务器上开辟个人的存储空间，

为存储、检索信息提供方便。

现有产品的个性化服务目前主要还局限于单个文

献数据库、单个文献资源商针对自身文献资源所提供的

个性化服务。

本研究的目的是希望为读者提供一个能够同时针

对多种文献资源数据库、统一的读者个性化服务，除了

上述定制、推送和存储三种基本功能外，要求不但能方

便地管理读者自己的文献信息，而且要求借助网络技术

优势，突破传统单人各自为政的阅读习惯，能便捷地为

读者提供具有协同、协作功能的文献交互阅览服务。

2 数字图书馆协同阅览服务平台及其基
本架构

面对多种数字化文献资源来源，我们需要在现有

校园网或园区内网的网际边缘，架设一个统一的文献资

源服务网关，我们称之为数字图书馆协同阅览服务平台

（如图1所示）。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开放数字环境下个人科研信息空间研究”（编号：11CTQ029）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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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服务网关通过文献资源网关、信息挖掘提取和

信息依存关系联想等三项主要关键技术，实现一个具

备读者个性化文献阅读、个性化类目体系构建及其共

享和兴趣专题交互讨论等三大主要功能的文献资源个

性化协同阅览服务平台。

现有校园网或局域内网范围内的读者，通过这个统

一的文献资源协同阅览服务平台，可以访问多种数据库

比如Elsevier Science、SpringLink、中国知网、万方数

据等文献资源。读者客户端的基于Web的协同阅读服务

界面具有包括温故知新、分门别类、触类旁通、兴趣专

题讨论和个性化推荐等主要五项个性化服务功能。 

为保障读者个性化服务功能实现，系统采用浏览

器/服务器，即B/S模式，用户界面完全通过瘦客户端模

式的Web浏览器实现，形成了客户浏览器(表示层)/Web
服务器(应用层)/数据库管理（数据层）方式的三层结

构。系统实现将MVC（模型/视图/控制）的模式运用在

上述三层B/S架构上，保证了各个层次结构清晰，接口

分明，功能分配相对集中(高内聚，低耦合)，增加了项目

开发的效率和复用性。

3 服务器端——文献资源服务网关

通常情况下，读者访问某个文献数据库时，是直接

向文献数据库提交检索并从该文献数据库直接获得

返回结果。文献资源服务网关就是试图在读者和文献

数据库之间充当一个代理网关，所有读者有关文献资

源的检索访问请求都是由这个代理网关从读者那里接

受，并由这个代理网关向文献数据库实际发出检索请

求。所有文献资源请求结果也是由这个代理网关接受，

再转发给读者。

我们的文献资源网关是以URL改写为基础实现的

一种网络中介方式的代理服务。其实现原理是将所有

访问返回结果页面中的URL链接地址进行改写（添加

指向代理网关服务器地址的URL重定向），之后再转发

给相应的读者客户端，反之，对收到的读者Web检索请

求，服务器端URL改写技术将过滤出真实URL地址，

由网关服务器代理读者访问文献数据库并获取返回结

果。重复以上URL改写过程，如此循环往复，最终实现

文献资源代理网关的服务功能。

有了以URL改写为关键的文献资源网关技术，再

结合文献信息挖掘提取技术，这样一方面为读者提供

了对多种文献数据库进行统一检索和阅览的单一入口；

另一方面，通过对以文献为单位的书目信息相关内容的

自动提取和记录，在读者无需特别操作（包括读者无

主观感知）的情况下，实现了读者兴趣文献阅读和阅读

行为的历史记录保存。

4 客户端——基于Web的读者个性化协
同阅览桌面

4.1 温故知新

在读者Web客户端个性化阅览桌面展示中，我们

把读者个性化阅读文献历史回顾的相关操作称之为温

故知新。温故知新模块是以文献为单位（通常是期刊

论文）的读者个性化阅读行为的记录、管理和回溯。和

传统的个性化服务不同的是，本系统所定义的读者个

性化阅读行为包括阅读原文、记录笔记、参与讨论、评

价、摘抄、好文收藏和个人文献上传等多种读者在线阅

读行为类型。图2是温故知新功能的显示界面。 
在图2中，读者选择温故知新模块，在文献回顾子

栏目，读者可以查看本人已阅读文献的列表清单（历史

倒序或顺序显示）。用户可以点击再次阅读该文献；可

以从历史回顾记录中删除某一文献；可以更改该文献

原先给定的类目归类（参见4.2）。可以查看该文献的

读者评分；可以自我设置该文献的重要程度。可以查看

和管理针对该文献的相关（包括个人的或共享的）阅读

图1 数字图书馆协同阅览服务平台的基本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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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分门别类模块数据流图

笔记、交互讨论和文献摘抄。在温故知新模块，读者也

可以上传自有的文献资源，以利于个人阅读文献的统一

管理。

4.2 分门别类

本系统读者在线阅览服务的另一个主要特色是读

者可以动态创建自己的文献收藏类目，我们称之为分门

别类。

系统利用JavaScript和DIV/CSS对浏览器的功能扩

展，使得读者在Web瘦客户端就可以通过鼠标和键盘

相结合的操作方式，动态定义、构建自己的文献类目归

类体系。可以任意拖拽以改变该个性化类目体系；可以

任意拖拽文献到自定义类目体系的任意类目下。以实现

读者已阅读文献的动态归类收藏管理。 
图3是读者分门别类模块的数据流图（DFD）。其

中的类目管理子模块，主要包括了个性化类目名称的新

建、删除、重命名和批量删除功能。类目共享子模块是

对具体类目是否允许其他读者共享查看的状态处理模

块，读者可以随时设定本人文献归类类目体系中任意类

目的共享状态。类目展示子模块使得用户可以随意分

级按层次展开（最大9层）、收缩自己所建的类目体系。

读者通过类目拖放可以改变类目在类目体系中的位置

（包括改变类目等级层次和前后次序）。读者通过文献

拖放操作，可以随时改变该文献的归类类别。 
图4显示了分门别类模块中的文献归类子模块的读

图2 温故知新功能显示界面

者界面情况。当用户点击查看屏幕右侧栏目中任意类目

时，屏幕中间的文献列表显示栏目会立即显示该类目下

的所有的已归类文献。在右侧栏目的类目列表下面，用

户可以展开任意所有子类目的类目，同时用户可以删除

自己不需要的类目，也可以对指定类目设定共享或取消

共享。读者可以新建类目名称。可以使用鼠标选择类目

任意拖放以改变现有类目结构。读者可以点击图中的任

一篇文献，使用鼠标拖放，将该篇文献拖放到指定的类

目中去。

此外，由于有了读者个性化文献的分门别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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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通过读者对各自类目的共享设定，使得一个读者

文献阅读的相关智力操作（文献分门别类）可以为园

区内其他读者所共享。由此，一个读者社群的所有共

享类目，可以为单个读者揭示（查找、引用、收藏）文

献归类参考；某个共享类目可以为其他读者揭示该类

目所涉及的相关已阅读文献；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揭示

某一篇已阅读文献所涉及的相关共享笔记和针对该文

献的交互讨论。

4.3 触类旁通

本系统假定：如果一个读者共享其个性化文献归

类类目体系中的任一类目，那么，该类目下所有已归类

的已读文献即同时具备共享的属性；该读者也自动成

为共享读者之一。由此，本系统所定义的触类旁通，是

在一个数字图书馆读者社群中，依据开放的（共享）读

者、开放的（共享）文献归类、开放的（共享）文献三者

之间的关系，以知识脑图（Mind Map）的图形方式分别

展示以共享读者、共享类目或共享文献为中心节点的知

识关联、知识导航和导航轨迹追溯等展示知识联想功

能的读者阅读界面。 
图5展示了以某一篇文献为中心的所有关联信息的

联想延伸。图中的中心节点是读者所点击关注的某一篇

文献，以该文献为中心节点，我们可以搜索到所有的同

样也阅读了该文献的相关读者（即由该文献为起始点，

推导出密切相关读者）。继续延伸推导可以导出这些相

关读者所阅读的热门文献（即由相关读者的所有阅读

文献为起始点，推导出基于读者的相关文献）。同时，

图5 触类旁通功能示意图（以文
献为中心的知识脑图）

图4 分门别类功能显示界面

读者可以搜索到本篇文献曾经被归类的所有共享类目

（即由中心文献为起始点，推导出相关类目）。继续延

伸推导可以导出这些相关类目所涉及的热门文献（即由

这些相关类目所涉及的文献为起始点，推导出基于类

目的相关文献）。此外，系统还可以根据该文献本身内

容，推导出最邻近相关文献（即由该文献本身内容为起

始点，推导出基于文献的相关文献）。

由图5可知，当点击选取某一读者并作为知识脑图

的中心节点时，可以推导出其相关读者、基于相关读者

的密切相关文献；及其相关类目和基于相关类目的密切

相关文献。

同理，当读者点击选取某一类目并作为知识脑图的

中心节点时，可以推导出其相关类目和基于相关类目的

密切相关文献；及其相关读者和基于相关读者的密切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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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兴趣专题讨论

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基于文献的交互讨论手段，

在读者协同阅读界面中提供了兴趣专题讨论栏目，它

是以读者共享文献归类的类目动态自动作为兴趣讨论

专题。兴趣专题的讨论是以传统论坛讨论的工作模式

展现。与传统论坛不同的是，本系统中特有的讨论主题

是文献，在一个兴趣专题下，讨论是围绕着所阅读的文

献为主线的，讨论内容（包括提问和回复）在所讨论文

献项下，是以层次（缩进）方式的界面展示。

为方便读者个性化参与兴趣专题的讨论，在所有

共享文献归类类目中，读者可以选择添加关注或取消

关注。同时，凡是发现有不符合网络行为规范的文献讨

论或发帖，任何读者都可以一票否决制（举报）阻止该

贴的继续显示。帖子被举报（屏蔽）后，原始作者有申

述机会，系统管理可以判定申述成功（恢复显示）或申

述不成功（继续屏蔽）。恶意举报者将会被系统管理员

记入不诚信读者档案。

4.5 个性化信息推送

依据对读者个性化文献阅读历史记录的分析，系

统通过动态智能推荐算法能够个性化地推荐其可能感

兴趣的最新相关文献、最新相关类目标签和最新相关

读者等。

同样，由于基于网络的开放（共享）读者、开放（共

享）文献归类、开放（共享）文献的特色，本系统还提

供包括基于社群的类目趋势（热门类目Top N）、文献

趋势（热门文献top N）、和读者趋势（热门读者top N）
等多项信息推送功能。

5 小结

本文探讨和实现了的一种数字图书馆文献协同阅

览方法，这是一个为读者提供的针对多种文献资源数

据库的个性化在线文献协同阅览服务平台。其中，“温

故知新”模块自动记录读者所阅读文献及其阅读行为

和爱好；“分门别类”模块将文献个性化地分类存储管

理；“触类旁通”模块揭示相关文献、相关读者和相关

类目的关联；“兴趣讨论”模块在不同读者的相关类目

下，为读者提供一个基于文献的交互讨论工具；“个性

化信息推送”模块基于个人阅读历史记录分析和社区

共享信息的信息推荐。藉由这个个性化协同阅览服务平

台，读者不但可以个性化地组织管理本人已阅读文献，

还可以找到和自己志趣相同的读者、及其相似的文献

归类和相关的文献；平台所提供的交互功能，会进一步

促成读者彼此之间的文献协同阅读和分享交流，从而

最终达到提升数字图书馆服务能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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