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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现系统的问题与思考

摘要：文章基于三种国外主流的发现系统Summon、EDS和Primo，对图书馆界在发现系统评估与应用中

出现的一些共性问题和分歧提出思考与分析，重点评述引进发现系统的必要性，评估发现系统的主要因素，

以及展望未来发现系统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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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11日至13日，“2012高校图书馆发展论

坛暨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在苏州举行。会

中，“发现系统”成为热点之一。

网络级发现服务系统是近年来国内外图书馆界非

常关注的一个新应用，它采用预索引的元数据仓储技

术，提供简单、单一的检索入口，将文献资源的一站式

整合检索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自2009年Summon
发布之后，发现系统发展很快，国外知名大学图书馆纷

纷应用，国内的北大、清华等高校图书馆也在近期引进

了不同的发现产品，起到了极大的带动效应。

然而，关于发现系统目前也存在着不少争议，会前

会后，都有业界人士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和观点。笔者曾

对Summon、EDS、Primo三种国外主流的发现系统做

过较为详细的研究与测评，并与商家和一些业内人士

有过较为深入的沟通和交流，本文仅就发现系统应用

领域中一些共性的问题和分歧提出自己的思考和分析，

为发现系统的评估提供参考。

 

问题一：用户真的需要发现系统吗？

就笔者的观察，关于发现系统图书馆界存在着两

种声音，一种声音是站在支持的立场，认为图书馆庞大

的资源体系特别是数字资源体系必须要整合，发现系

统是目前为止最佳的产品，引进发现系统非常必要；另

一种声音是持怀疑的态度，认为引进发现系统是图书

馆一厢情愿的做法，用户可能根本不需要。在苏州会

议的头脑风暴环节，台上的专家之间也产生了分歧，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张东明老师说：“我们学校的研究

人员觉得发现系统没什么用。”而新泽西大学的王永明

老师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发现系统在我们学校用

得很好。”

就此问题笔者曾与西安交通大学的邵晶馆长交流，

就邵馆长的观点来看，发现系统本来就是给普通用户

而不是高端用户用的。换言之，它的受益面应该是广大

的本科生和普通研究生，而教师可能只看本领域最顶

尖的几种刊物就够了。研究生不论是开题还是写综述还

是为导师的科研项目搜集资料，都是图书馆数字资源

最大的用户群，而大部分研究生的信息素养远远低于

我们想象的水平，所以他们真的需要一个简单易用的检

索系统，这也是Google受到追捧的原因。从众多学校的

使用效果来看，发现系统的确极大地提升了数字资源

的使用量。

另一方面，不同学科的文献获取有不同的需求和

特点，发现系统也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工具。

华中农业大学图书馆的潘宏指出：“生物和医学领域的

研究人员需要跨库检索核酸序列、蛋白序列、蛋白结

构这样大量的信息资源，所以他们首选的检索工具既

不是SCI也不是Primo或Summon，而只会是PubMed，
发现系统诞生之前是，之后也会是。”[1] 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是一所以医学见长的高校，这会不会是他们的研究

人员不认同发现系统的原因之一呢？同理，化学化工专

业的师生检索文献时，他们会选择发现系统还是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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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用SciFinder呢？发现系统对不同学科的适用度如

何？这是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问题二：图书馆需要发现系统吗？

基于以下四个原因，图书馆需要一个发现系统：

（1）数字资源的资源量、经费和使用量已超过纸质资

源；

（2）高端用户基本上不到实体图书馆来，数字资

源是他们利用图书馆资源的主要方式；

（3）集成管理系统中旧的管理模式无法承担对数

字资源的高效管理；

（4）除了发现系统，还没有一种理想的数字资源管

理平台。

目前发现系统的发展非常快，因为价格的因素，我

们可以暂时持观望的态度，但是不能忽视资源整合这

一必然的大趋势。

数字图书馆已经发展那么多年了，但是图书馆基本

上还是围着一个集成管理系统在运转，这合理吗？相比

于纸质资源的加工，图书馆从事数字资源加工的人员少

得可怜，数字资源也需要整序、揭示、评估和推广，试问

全国那么多图书馆，有几个馆开展了数字资源编目？所以

引进发现系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购买行为，而是管理重

心的转变和业务流程的重组，发现系统的实施是一项系

统工程，需要对本馆资源进行清晰的梳理，数字资源的

状况随时都可能变化，需要有专门的数字资源管理人员

进行后期的数据维护，需要确切了解用户需求以调整发

现系统的配置，也需要和商家合作进行更深入的数据挖

掘和分析。总之，图书馆不能是一个简单的Buyer，而应

该是系统需求的制定者和产品发展的主导者。

 

问题三：评估发现系统什么因素最重
要？

我在苏州会议的报告中列出了四大类20多个评估

指标，四大类分别是元数据、架构与功能、检索与界

面、商务因素。

元数据是发现系统的存在基础，对元数据的评估

重点还不在其数量，虽然商家都极力宣传他们的发现

系统的数据规模达到了多少亿的数量级，但是其中超

过一半的数据是报纸或新闻类的非学术性数据，而且

存在不少的重复数据。另外据测试，三种发现系统对

主流全文数据库如ScienceDirect、Springer、Wiley、
Talor&Francis、IEL等的覆盖度都比较好，均能满足绝

大多数的用户需求，按照目前各产品迅猛的发展趋势，

资源覆盖率的提升只是时间问题，所以评估元数据更

应关注其质量。元数据质量分为数据深度和数据规范

性两个层面，数据深度有“薄、厚”之分，薄元数据仅包

含“题名、作者、来源”等少量字段，厚元数据则包含了

主题、摘要、全文等更丰富的信息。数据规范性则决定

了结果集是否能较好地进行归并和去重，比如作者是

姓在前还是名在前，题名中的特殊符号是否完整，卷期

号的标注方法是否一致等，稍有不同都会造成检索结

果不能去重。实际上因为元数据来源复杂，在数据清洗

时进行数据规范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的实际测试发现

各个发现系统产品都存在不少的重复数据，可以说在

去重方面都做得不够好。

架构与功能方面应关注系统的部署模式、与OPAC
的整合度、可扩展性等指标。特别是与OPAC的整合

度，标志着发现系统仅仅是一个以数字资源为主的整

合系统还是图书馆所有资源的整合服务系统。最低层

次的整合是对本馆纸质资源提供馆藏信息链接，即呈

现馆藏位置和实时流通信息，目前三种国外产品都能

做到这一点；再深一点的整合是支持用户互动，如为图

书写评论、加个性化标签等；更深层次的整合是嵌入

OPAC的所有功能，如预约、续借、个人图书馆的功能

（借阅历史查询、电子书架等），使发现系统完全取代

OPAC，真正实现图书馆所有资源的一站式服务。

作为一个整合检索系统，检索功能是否强大及其

界面展示是否友好也是应该关注的重点，其中又以检

索结果的相关度排序最为重要，因为越排在前面的检

索结果越可能被查看。从刘颉颃等在广州大学城开展

的一项关于发现系统的调研可见，检索结果的相关度

排序被用户认为是最有用的功能[2]。Lynda Duke也在

ALA2012年会的“发现和检索工具比较”专场报告中

汇报了由两所学校的90余名学生参与的一项测试，对

5个检索系统的检索效率进行对比（EDS、Summon、
Google Scholar、2个传统的图书馆系统），结果同样支

持了相关度排序是至关重要的评价因素，甚至92%的

参与学生都只在第一页找他们需要的文章，而几乎不使

用“分面”功能去筛选[3]。

商务因素也是决定一个产品能否被引进的重要因

素。其中又以价格因素最为关键。目前国外的发现产品

价格普遍还比较昂贵，除了首次实施费用外，年度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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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菲，使很多图书馆望而却步。窃以为，价格是目前

影响发现系统普及的最主要因素。另外，如果引进国外

产品，是否能提供本地支持也非常重要，包括本地服务

支持和本地技术支持。

总之，目前的三种国外产品各有千秋，Summon和
EDS都是数字资源提供商出身，以内容见长，他们的发

现系统还主要定位于数字资源的整合，同时兼容了本馆

纸质资源的一部分揭示功能，而Primo以系统集成商起

家，以技术取胜，在深度整合OPAC方面略胜一筹。具

体到一个图书馆，在选择发现系统方面要综合考虑本

馆的资源状况和经费情况，选择最适合本馆的发现产

品和服务。

 

问题四：中文资源的整合如何解决？

目前，国外的三种主流发现系统对中文数字资源

的覆盖度都不够好，原因是中文数据库商还不太愿意

将元数据提供给其他发现产品开发商，另外，某些数据

库商出于保护自有发现服务系统核心竞争力的原因，也

不可能开放其元数据。发现系统中不能涵括中文资源，

这对实现资源一站式检索的目标是一个重大的制约。

众所周知，即使在国内的研究型大学中，中文资源的下

载量也是外文资源下载量的数倍，尤其是如果发现系

统的主要用户群定位在中低端用户，那么这些用户的主

要资源需求一定是中文资源，发现系统不能有效整合

中文资源是很多图书馆暂时还不愿考虑引进发现系统

的主要因素之一。

所幸这一状况正在得到改善，国外发现产品提供商

与中文数据库商家之间的洽谈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中，目前，维普公司已与三家国外产品提供商进行了签

约，向其提供维普期刊数据库的元数据，在Primo系统

中已灌装了维普的元数据，大约有3000多万条。此次苏

州会议上，某发现产品商宣布其与方正Apabi也达成了

正式合作意向，据悉，另一国内知名数据库商与国外发

现产品的合作也有重大进展，未来我们可以期待，国外

的发现产品在整合中文资源方面会做得更好。当然我

们也更期待国内的发现产品，如超星百链、万方学术搜

索和CALIS的E读等，能迎头赶上，打造中国自己的发

现系统品牌。

 
问题五：发现系统看起来还是一个整合

检索系统，何谓“发现”？

关于这一类的质疑不在少数，很多馆员在了解了

“发现系统”这个新名词后，都发出类似感慨，甚至有

人说“发现系统看起来和联邦检索也没什么不同”，言

下之意，发现系统的功能被夸大了。

那么如何理解发现系统的“发现”作用呢？

首先，发现系统脱胎于早期的联邦检索系统，虽然

在界面上仍然比较相似，但系统的原理与架构已完全不

同了。联邦检索系统是一种分而治之的异构检索，检索

效果依赖于各个数据库系统的自有功能，在检索速度、

检索结果的去重和排序等方面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

而发现系统预建了统一的元数据仓，是一种同构检索，

保证了秒级的响应速度和有效的排序算法。而且，联邦

检索系统只能整合本馆资源，而发现系统的一个最大

特点是不仅能整合馆内资源，而且能整合馆外资源，包

括大量的OA资源。我们知道，没有被揭示出来的资源

等于不存在，因为用户无法利用到它。发现系统检索出

的馆外资源虽然不能直接获取全文，但让用户知道有

这样一篇文献存在，这就是“发现”的意义之一，在馆

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渠道畅通的情况下，从发现到获取也

只是一步之遥。

其次，目前的发现系统还有一些功能是帮助用户发

现有用资源的，如Primo的bX学术推荐服务和bX Hot 
Articles热点文章推荐服务，前者利用数据挖掘分析文

献之间的关联，将全球其他研究者也关注过的相关论

文无缝地推送到读者面前，弥补了个人依靠检索词搜索

进行资源发现的不足，后者侧重于提供某个主题最近

几个月内的热门文章，以体现某个领域的研究趋势，这

两项服务使“搜索”更接近“发现”。

然而，这些发现功能是否足够？距离我们理想的

“发现”境界是否还相差甚远？

张甲老师说：“信息在读者动态使用中形成智慧集

聚，读者第一线的知识总是高于图书馆或系统所能想

象的范围。目前的发现系统虽然模仿了Google的一个检

索框，却没有抓住读者点击进入后的知识过滤行为的

特点和共性。知识探索工具如果不是以读者为第一线的

设计，我们就会在图书馆的框框里跳不出来。”他还以

Google的知识图谱为例强调了知识关联的重要性[4]。

诚然，不同的读者类群对知识的过滤行为差异甚

大，发现系统应该足够智能地进行用户行为分析。比

如，目前的发现系统在进行相关性排序时主要还是看

检索结果命中的字段和主题，只有Primo在其相关性排

序的专利技术ScholarRank中考虑了用户的身份，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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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用户的专业、学历等信息来判断检索结果的相关

性，并根据是新检索还是缩小或扩大检索范围来动态

调整结果的显示顺序。这可以视为用户行为分析的一种

尝试，但要真正做到智能化的搜索，还要依赖关联数据

和语义搜索技术的发展。

关联数据让数据开放并连接在一起，万维网发明

者Tim Berners-Lee爵士说：“关联数据是和万维网的

发明一样的巨大变革，我们正在通过万维网从文件互

联网走向数据互联网。”他认为关联数据就是一箱箱数

据，当通过开放标准关联在一起时，从中可以萌发出很

多新事物[5]。王波说：“在5年之内，图书馆检索技术的

进步将主要体现为关联数据的应用，就是扩大图书馆

管理系统对数据的关联、分析、联想和推送能力。”[6]

林海青说：“关联数据的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数

据整合，即通过关联数据将各种数据源无缝地关联起

来，成为一个广域分布的数据库。二是数据发现或挖

掘，关联数据对关系形式化描述，形成一张关系地图，

使得机器可以通过理解和处理数据之间的各种关系，

发现新的数据。[7]”

而所谓语义搜索，是指搜索引擎的工作不再拘泥

于用户所输入请求语句的字面本身，而是透过现象看本

质，准确地捕捉到用户所输入语句后面的真正意图，并

以此来进行搜索，从而更准确地向用户返回最符合其

需求的搜索结果[8]。

如果按照关联数据和语义搜索的框架来设计和打

造发现系统，发现系统就是一个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智

能的而非机械的，真正能为不同用户提供知识发现的

理想产品。

 

问题六：发现系统是不是只是一个过渡
产品？

在苏州会议的头脑风暴环节中，清华大学的陈武说

“发现系统还只是一个过渡产品”，得到了许多与会者

的认同。笔者对上一个问题的思考似乎也印证了发现系

统目前还不太成熟。然而软件产品的发展从来都不可

能一步到位，从现在的眼光看，当年的联邦检索系统不

也是过渡产品吗？Web2.0号称永远的Beta版，就是在

不断创新中殝于完善。

世界已经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全球知名咨询公司麦

肯锡在研究报告中指出，数据已经渗透到每一个行业

和业务职能领域，逐渐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9]。数据就

是知识，对图书馆而言，以云服务为基础的发现服务系

统是数据的大规模集聚与定制化分布的结合，发现系

统的海量元数据以及以发现系统为起点的大量的用户

检索和使用数据就是一种大数据，对这些数据的去冗

分类、去粗取精、深度挖掘和关联分析将为图书馆带来

难以想象的价值，发现系统对未来图书馆资源利用和

管理模式产生的深层次影响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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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Thoughts about Discovery Systems

Qin Hong / Llibrary,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1731

Abstract: Based on evalu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ree kinds of foreign mainstream discovery systems, Summon, EDS and Primo,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ought 
and analysis about some common problems and disagreements. The necessity of discovery system construction, key factors of discovery system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discovery system are mainly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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