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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TL开放获取资源组织揭示方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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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开放资源已成为图书馆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分散性、动态性和多样性为组织揭示带来了挑

战。本文分析开放资源组织揭示的需求特点、借鉴国内外主要科技信息出版商、开放仓储和开放信息资源集

成商对开放资源组织揭示的经验，结合NSTL已有的资源和信息服务基础，从增加资源内部关联、明确权益

信息、实现开放资源与订购资源整合揭示三个方面提出NSTL开放获取资源揭示方案，为下一步整合利用开放

资源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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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资源已逐渐逼近主流学术资源，正在成为图

书馆资源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与传统资源相

比，开放获取资源在出版形式、开放政策方面具有多样

性、动态性的特点，其物理分散性进一步增加了图书馆

对其进行组织揭示和再利用的难度。如：开放协议不同

导致的揭示层次不一，开放政策不稳定，开放资源的元数

据标准各异，数据接口不同，统一采集揭示难度较大等。

因此，通过分析不同类型及来源开放资源的特征、元数

据结构等特点，设计面向用户信息发现的开放资源组织

揭示方式，已成为开放资源建设研究的重要内容。

1 开放资源信息组织揭示特点分析

传统的资源组织主要包含了各种分类表或主题词

表，以及相应的标引规则系统等。开放资源的组织在传

统资源组织揭示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其多样性、权益复

杂性等特点，进行多层级的知识关联揭示。

1.1 开放资源类型的多样性

开放资源与传统印本文献、订购网络文献相比，文

献类型更加丰富。除了期刊、图书、会议论文、学位论

文、科技报告等传统资源类型外，还包括开放课程以及

开放数据等。不同类型开放资源的描述元数据各不相

同，如“学位”元数据是“学位论文”类型资源的特征

属性，对应的属性值是 “硕士”、“博士”等。开放资源

除了类型多样以外，还具有“视频”、“音频”、“程序”

等多种数据格式以及“网络”、“硬盘”等多种载体形

态，并且一个开放资源数据对象中往往是多种数据格式

和载体形态的组合，如一篇学位论文中既有文本，又包

括图像和音视频，并且可能还有网络和硬盘等多种载

体形态。

1.2 开放资源组织的关联性

随着数字出版、结构化出版、语义出版技术的普

及，开放资源的信息组织越来越表现出细粒度、关联

化的特点。开放资源的数字出版对信息的组织揭示更

多的从“一本书”、“一种期刊”深入到图书章节、论文

片段、一个图表、引文等更加细粒度的“知识单元”，不

同对象之间的包含、继承、衍生等关系也更加复杂。此

外，由于开放资源的动态特性，订购资源可以转换为开

放资源，开放资源也可以转换为订购资源，开放资源本

身也有“关停并转”，因此，不同开放资源类型之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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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资源与订购资源之间的关联揭示更为复杂。

1.3 开放资源信息的可获取性和使用权益的

复杂性

可获取性指可获取的信息内容、获取方式、获取时

差等。开放资源可获取的信息内容包括元数据或不同

版本的全文数据；获取方式包括人工下载或者提供标

准API下载接口，也可分为阅读、下载、分享等；获取时

差即是指即时开放获取、延时开放获取等获取时间限

制。除CC协议外，不同出版社对数据下载、使用的约定

各不相同，这导致开放资源的权益问题更加复杂。“权

益信息”是开放资源组织揭示中必须考虑的问题[2]。与

传统的订购资源不同，开放获取资源的“可获取信息内

容”、“获取方式”、“获取时差”、“获取网址”、“权益

信息”等属性是开放资源的专有特征，对于用户获取和

使用开放信息资源十分重要，也是开放资源信息揭示的

对象。

2 重要学术资源平台中开放资源的组织
揭示

开放资源主要的信息来源既包括开放获取平台，

如DOAJ、SciELO、BioMed Central、PMC等，也包括

表1 三个重要学术资源平台中的开放资源信息组织揭示对比

开放资源和订购资源统一在Science 

Direct平台一站式检索功能中

资源名称 Science Direct

组织方式
按完全参与期刊、NIH资助论文发表期

刊、选择性存缴期刊分类

期刊按所属学科、二级或三级主题分

类；提供刊名字顺索引

PMC DOAJ

Journal Article Tag Suite元数据标准

Dublin Core、NLM Journal Archiving 

and Interchange XML、Journal Article 

Tag Suite

Dublin Core

HTML/PDF全文格式 PDF/HTML/ePub/PubReader/XML HTML/PDF

OAI-PMH数据获取 OAI-PMH/API/全文FTP
OAI-PMH/未直接提供篇级全文下载，只

提供期刊链接

CC协议/Elsevier协议使用许可协议 CC协议/其他类似允许再利用的协议 CC协议/Attribution-Share Alike License

期刊浏览/期刊检索/文章检索/学科导航

/新刊导航/首字母导航
检索功能 期刊浏览/快速检索/期刊检索/文章检索

期刊浏览/期刊检索/文章检索/学科导航

/新刊导航/首字母导航

社交媒体分享个性化
参考文献与PubMed数据库系统内链接

/收藏/订阅
社交媒体分享

商业性数据库平台，如Science Direct, SpringerLink
和SpringerOpen等[3]。其中，DOAJ、PMC和Science 
Direct平台在信息组织与资源揭示方面比较具有代表

性，分别代表了开放获取期刊集成网站、开放获取资源

数据库、综合性商业数据库平台三种类型。通过对三个

平台中开放资源的组织揭示分析，可以基本了解当前开

放资源平台的信息组织特征及规律。三个平台中资源

组织的各个指标对比分析结果见表1。
通过上述对比可知：Science Direct平台整合了开

放资源和订购资源，并拥有期刊的所有元数据，能够实

现统一检索和发现，在数据关联性方面也做的较好。此

外，Science Direct用不同图标标识出了不同等级开放

度及使用协议的文献，有利于用户的发现和利用。PMC
通过将开放资源与PubMed数据相关联，并且通过用户

定制的筛选功能来选择不同资源。由于其文摘数据与

PubMed/Medline共用，展现了强大的主题检索、智能

检索功能。DOAJ虽然收录了多学科、多语种、经同行评

议的学术OA期刊及其元数据信息，但由于期刊和论文

的数据均由OA出版社提供，文摘、全文元数据完整性

无法保障，只有60%的期刊能够提供论文检索。

3 NSTL开放资源的组织揭示框架

2011年起，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就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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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开放资源的采集、组织揭示与服务工作，但对开放资

源揭示的层次仅限于资源名称导航，不能提供检索浏

览、分面聚类以及个性化的基于社交网络的信息服务，

并且尚未与NSTL的订购资源进行整合，进而为用户提

供一站式的资源发现服务。

随着开放资源以及发现服务的蓬勃发展，为了向

用户提供便捷易用的开放资源和订购资源集成发现服

务，亟需结合NSTL本身的资源和服务特点，设计并提

出NSTL新的开放资源组织揭示框架，如图1所示。

3.1 增加资源关联，实现多粒度组织揭示

根据开放资源数字化的特点，制定统一的元数据

图1 NSTL开放资源组织揭示框架

标准，以期刊论文、图书章节、会议论文、科技报告、课

件内容作为开放资源信息揭示粒度，即以“单篇”为单

位，描述信息的外部特征、内容特征、开放信息特征、关

联信息属性、管理信息属性等，对于开放课件、开放会

议、开放学位论文等资源，依据资源本身特点，增加相

应的描述和管理元数据，比如“课程使用对象”、“论

文导师”、“会议举办者”等信息。提供更多浏览检索、

分面聚类、外部链接、知识发现功能，同时根据“读图

时代”用户需求特点，可视化展示信息分布和检索结

果，提高系统的易用性。

通过细化信息揭示粒度，进行跨类型资源关联。比

如“一篇期刊论文”与“一个图书章节”可以因为“主题

相关”或 “作者相关”建立关联，“会议论文”与“学术

来源：NSTL开放资源描述元数据标准规范课题组.NSTL开放资源描述元数据规范（征求意见稿）.201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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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可以通过“会议主办机构”建立关联。NSTL开放

资源描述元数据标准规范课题组通过制定文献品种的唯

一标识符以及开放资源“历史信息”和“唯一标识信息”

的元数据描述，实现相同资源的唯一定位以及文献出版

过程中“母体信息”变更之间的关联，见图1。

3.2 重视开放资源权益信息，明确全文使用

权限

首先，在元数据框架中即设立“使用权益”、“链

接地址”信息等元数据内容；其次，在数据采集过程

中，采集开放资源的使用权益和链接地址，作为进一步

传播利用这些开放资源的遵循依据；最后，在结果展示和

用户服务界面，展示不同开放资源的使用权益信息，指导

用户“署名”使用、“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使用

和“相同方式共享”使用，既保护创作者和出版商的权

益，又促进开放资源的广泛传播和可持续利用[4]。

3.3 实现开放资源与订购资源的整合揭示

兼容NSTL原有资源类型和元数据标准，建立相关

资源之间的关联。NSTL已有的订购资源包括期刊、会

议文集、科技报告等多种类型的文摘、引文以及通过原

文传递服务获取全文的印本馆藏。现在即将遴选加入

的大量多种类型的开放获取资源，将整合在统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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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借鉴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开放资源仓储PMC的揭

示方法，将订购资源和开放资源融为一体，提供统一的

检索入口。用户在一个检索平台上即可一站式检索“开

放资源”和“订购资源”，统一获得摘要和题录，根据

订购资源、免费资源、开放资源等文献来源的不同，分

别通过“原文传递”、“直接全文链接”、“直接开放资

源链接”三种方式获得全文。

同时针对开放获取资源，提供明确的信息标识和

方便的全文链接。在数据结构设计上，既考虑NSTL原
有的元数据标准，又根据开放资源的特点，扩展相应的

“资源类型”、“使用权益”、“地址链接”、“数据管

理”、“格式和载体”等元素，适应开放资源揭示的特点

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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