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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图书馆自建人物数据库的现状分析*

摘要:从收录对象、资源类型、服务功能等方面分析国内图书馆自建人物数据库的现状，发现人物数据库

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还存在着资源收集不齐全、数据库完成度不高，资源组织加工深度不够、功能相

对单一，互动性、开放性、共享性较差等问题，进而从规范建库方案、深化资源组织、拓展服务功能等方面提出相

应建议，指出人物数据库建设应往规范化、关联化、可视化、社会化的方向发展，变人物数据库为人物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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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数据库是对在某一方面乃至多个方面，对人类

社会做出特殊贡献的典型人物相关信息的集中收录、

组织和展示，一般具有较强的学术性、纪念性、史料性

和观赏性[1]。随着人们对人物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和社

会对人物资料需求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图书资料机

构将人物数据库作为一种特色资源进行研究和建设。

1 调研方法和对象

由于图书馆坐拥丰富的文献资源和文献处理经

验，在人物相关文献资源的搜集整理方面，相比一般的

公众网站、商业数据库，在资源深度、数据规范性和获

取方便性上更具优势。因此，本文着重研究图书馆在人

物数据库建设方面的工作。通过文献调研和网络搜索，

得到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自建的人物数据库28个
（见表 1），主要调查了人物数据库的收录对象、资源类

型、服务功能、访问方式等。

2 人物数据库建设现状分析

2.1 收录对象

从收录对象上可以将人物数据库分为单一人物数

表1 国内图书馆自建的人物数据库列表

天津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

南京图书馆

南京图书馆

金陵图书馆

金陵图书馆

苏州图书馆

安徽图书馆

安徽图书馆

安徽图书馆

湖北省图书馆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上海大学

湖南省图书馆

建库方

津门群星

中国电影明星录

百年人物

纪念徐悲鸿诞辰100周年

孙中山研究

郑和研究专题

苏州名人

安徽院士

纪念雷锋50周年

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湖北名人

钱学森图书馆

钱伟长特色数据库

湖北近代人物数据库

人物库名称

温州市图书馆

吉林省图书馆

吉林省图书馆

暨南大学珠海校区图书馆

暨南大学珠海校区图书馆

温州历史名人数据库

东北抗战时期人物库

杨靖宇将军专题

留学人物数据库

容闳数字图书馆

数字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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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北京大学图书馆

清华大学图书馆

人民大学图书馆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图书馆

中南大学图书馆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北京体育大学图书馆

广州体育学院图书馆

广州图书馆

建库方

北大名师

清华学者

人大名师

全国石油专家学者学术资源平台

中南大学专家学者库

交大名师

运动人物库

南粤体育名将库

广州名人

人物库名称

据库、群体人物数据库和专家学者数据库。

2.1.1 单一人物数据库

单一人物数据库如钱学森图书馆、钱伟长特色数据

库等，这类数据库的特点是围绕某一特定历史人物，系

统全面的收集整理与其生平相关的各种资源，包括生平

履历、亲属关系、学术成果、手稿、荣誉、照片、音视频

资料以及围绕其开展的研究活动、纪念活动等。通过系

统的搜集整理，以达到梳理其人生经历，保存其学术

成果，明确其历史价值，传播其学术思想的目的。单一

人物数据库侧重于个人资源的深入全面挖掘，尤以钱学

森图书馆为代表。

2.1.2 群体人物数据库

群体人物数据库的诞生背景是群体传记学

（Prosopography），通过对一群历史行为人的生平做

集体性的研究，探讨这群历史人物共有的背景特征[2]。

这类数据库的建设意义在于，利用便捷的网络信息技

术来管理海量的人物相关数据。国外比较有代表性的

群体人物数据库有英格兰圣公会神职人员数据库、盎

格鲁-撒克逊英国群体传记资料库、拜占庭帝国群体

传记资料库、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等。其中，郝

若贝教授（Rober t Har tewell，1932-1996）发起建设

的关系型数据库“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CBDB）在中国学界产生的影

响最大，该数据库拥有一系列数据结构方式、方法论支

撑及个性化的分析工具[3]，国内群体人物数据库建设颇

受其启发。群体人物数据库因为涉及人物较多，数据量

大，因此收录范围和主题的确定至关重要，表现出明显

的主题特征。目前国内图书馆建设的群体人物数据库有

以地域特征为主题的湖北近代人物数据库、津门群星

等，以时间特征为主题的东北抗战时期人物数据库，以

相同履历特征为主题的留学人物数据库、中国电影明星

录等。

2.1.3 专家学者数据库

在群体人物数据库中，有一类是高校为了展示学术

实力或进行教师管理而建立的专家学者库，收录本校

任职的专家、学者、教职员工的各种学术资源。这类数

据库有固定的收录范围和主题，在研究、教育和行政管

理方面都具有更为直接的实用价值，在高校特色数据库

建设中颇受青睐，可以分出作为第三种人物数据库，即

专家学者数据库。目前建设比较成熟的专家学者库有北

京大学图书馆的北大名师、清华大学图书馆的清华学

者、人民大学图书馆的人大名师、中南大学图书馆的中

南大学专家学者库等。

2.2 收录资源

目前人物数据库的建设基本涉及了人物相关资源的

所有类型，可大致分为档案资源、学术资源和衍生资源

三类（见表2）。资源格式涵盖文本、图片、音频、视频、

网页、地图等多种形式。

表2 人物数据库收录资源类型

档案资源

资源类型

基本信息（国籍、籍贯、性别、党派、学历、职称、生

卒年等）、生平履历、档案、奖励、荣誉、家族亲友关

系、传记评论、动态消息等

资源内容

学术资源
学术论文、会议论文、专著、手稿、专利、科研项目、指

导学生学位论文、讲座、讲义等

衍生资源 研究人员、研究机构、纪念活动、纪念场所等

具体到各类型人物数据库，收录的资源类型则有

较大差别。一般而言，单一人物数据库资源类型覆盖

较为全面，调研的单一人物数据库如郑和、孙中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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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长、钱学森、徐悲鸿等人物库均全面覆盖人物档案资

源、学术资源和衍生资源三大类。

专家学者库主要收集人物的人物档案资源和学术

资源，尤其注重人物学术成果的收录，如北大名师库侧

重收录学者的专著成果，清华学者库全面收录学者的

论文成果，中南大学专家学者库则收录期刊论文、会议

论文、著作、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专利、报告、科研项

目、获奖情况等多种学术资源。

群体人物数据库在资源类型的覆盖方面整体较

差，很多公共馆所建人物库仅是人物简历的罗列，如湖

北人物、金陵人物、安徽院士等。一些特定主题的群体

人物数据库的资源类型表现出相应的倾向性，往往只

收录与主题相关的部分资源，如留学人物数据库收录人

物基本信息和地理信息，东北抗战时期人物库收录人

物基本信息、相关事件和相关图片。但是总体来说，国

内的群体人物数据库在资源的类型和数量上均与其他

两类人物库有较大差距。

2.3 服务功能

2.3.1 总体功能分析

调研发现，目前人物数据库提供的功能都比较简

单，如表3所示。其中，“高级检索”可检索的字段较

少，无组配检索、限制检索、相关检索、二次检索等功

能。除上海交通大学的交大名师库可以按照姓名正序

/倒序对检索结果排序外，其他人物库均无对检索结果

排序、导出功能。

在资源获取方面，钱伟长特色数据库、全国石油

专家学者学术资源平台、中南大学专家学者库、交大名

师、南粤体育名将库等有校园网访问限制，广州名人库

需要广州图书馆的读者账号登录。其他可访问的人物数

据库中，除了已经进入公共领域的资源可以直接全文

展示外，大多数学术资源为文摘，且不提供资源获取方

式，只有人大名师库提供资源全文，清华图书馆提供资

源来源链接，北大图书馆提供资源馆藏OPAC链接。

表3 人物数据库检索功能统计

数量

百分比

7

25.00

字段检索、高级检索检索功能

2

7.14

未知

9

32.14

标题检索、全文检索

2

7.14

有检索但不能使用

8

28.57

仅浏览，无检索

28

100

总计

2.3.2 特色功能分析

虽然目前人物数据库的功能都较为简单，但是在

建库思路上仍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1）与实体馆藏关联

人物数据库的建设依托于图书馆的馆藏，而图书

馆实体馆藏是图书馆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结合，

有利于提高图书馆的资源利用率。北大名师库将本馆

有入藏的图书资源与本馆OPAC关联；钱学森图书馆

（网站）通过360度全景技术（Virtual Reality，VR）模

拟出可交互的钱学森图书馆（实体）的三维空间场景，

并辅以文字和图片揭示人物生平履历、交游、学术活动

信息以及资源全文[4]。

（2）自建资源内部关联

人物数据库作为自建资源的一种，在与其他自建资

源进行数据关联方面更具优势，通过设置通用数据规

范和著录规则，可以方便的进行跨库关联、检索。东北

抗战人物数据库是东北抗战文献数据库的一部分，通

过相关事件和相关图片字段分别与东北抗战事件库、

东北抗战图片库相关联。津门群星通过相关事件、相关

故事、相关图片、相关作品字段与事件库、故事库、图片

库、作品库等字库链接。湖南近代人物数据库更是设计

了人物库和文献库两大子库，人物库包含湖南近代人

物数据库、研究人员数据库、家族亲友数据库三个子

库，文献库包含著述成果、研究评论库、动态消息库、研

究刊物、研究机构库、文献图片库、人物照片库、史迹场

所库、音视频库等七个子库，各子库间相互关联又相对

独立。

（3）揭示人物之间关系

人物之间存在着多种关系，如合作关系、亲友关

系、师生关系、研究关系等，通过研究人物之间关系可

以了解人物学术思想产生缘由、师承脉络等。清华学者

库通过数据挖掘和分析，提供以学者为中心的合作者

网络；中南大学专家学者库收录指导学位论文资源，侧

面反映了师生关系；湖南近代人物数据库作为典型的

群体人物数据库，收录湖南近代人物1600余人，家族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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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研究人员300余人，人物之间关系的揭示是该数据

库建设的一大特色和难点。该库利用知识图谱建立数

据库内部人物与资源、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通过建

立名门望族和人物籍贯两个辅助词表，并在个人元数据

中标注与其相关的亲友和研究人员，将人物和家族、亲

友、研究人员关联起来，形成网状结构的群体人物数

据库[5]。

（4）人物与地理信息关联

人物数据库中有许多关于籍贯、民族、国籍等地域

信息的描述，对群体人物进行地理空间分析，能够快速

发现空间分布模式与社会关系网络，从而支持基于群

体传记法的历史研究。留学人物库将人物与地理资料关

联，利用GIS技术揭示人物的地域特征，如留学名人足

迹功能，将留学人物个体的历史足迹显示在Google地
图上，从而反应其在一段历史时期内的时空关系；留学

人物分布功能将用户查询到的一批留学人物的地域信

息显示在Google地图上并加以分析，从而得到地理空

间分布模式[6]。

（5）人名清理和统计分析

人物数据库资源收集的一大难点是人名的清理，

即要解决怎样区别同名人物，怎样将同一人物的不同署

名的作品汇集的问题。为此，清华学者库借鉴汤森路

透 resea rch I D的理念，建立了清华学者学术唯一标

识（ThuRID），以清华大学购买的学术文献资源为基

础，利用数据挖掘的理念和方法，自动甄别出清华大

学目标学者，并为挖掘到的清华学者建立学术唯一标

识（ThuRID），获取目标学者的学术文章、与目标学者

紧密关联的合作者、期刊会议等信息，应用开放链接

技术定位到全文。在此基础上，提供发文趋势、合作

者关系、发文期刊、关键词的统计分析，采用可视化方

式直观展示学者的学术历程，以及以学者为中心的科

研网络[7]。

3 人物数据库建设存在的问题

虽然目前国内图书馆人物数据库建设数量较多，角

度各异，个别项目不乏亮点，但是整体看来仍存在一定

问题。

3.1 资源内容不齐全，数据库建设完成度不高

人物数据库建设的一大问题在于资料收集的准确

性和完备性，准确性是指收集的人物资源要确定为该

人所有，即同名人物的区分。完备性要求汇集与人物有

关的各种形式名称的所有资源，古代人物有名、字、号、

谥号、官职代称、地名代称等，现代人物发表论文存在

姓名翻译的多种形式，如姓前名后、姓后名前、韦氏拼

音、汉语拼音、双字名中间有连接符等，其他还有诸如

笔名、更名的问题。人名的区分与鉴别给人物资源的收

集带来较多麻烦，再加上资源类型庞杂，资源来源多

样，造成资源收集不齐全，数据库完成度不高，具体表

现为完成建设的人物较少，或资源类型较少，如清华学

者库基本实现了设计的功能，但是目前仅完成了150余
位人物的数据，更多的群体人物库中的许多人物名称下

并无实质内容，即便是单一人物数据库在人物资源的完

备性上也仍有待提高。

3.2 资源组织加工深度不够，功能相对单一

目前的人物数据库更多的是作为资源的提供者，

多数公共馆所建数据库仅是通过浏览和简单检索提供

简单的人物信息，高校馆建设的专家学者库一定程度

上收录的资源较为丰富，但是对资源的描述和组织仍

是过于简单，一些图书馆对常见文献资源类型如图书、

论文、专利等使用了MARC、DC等元数据描述，但是

更多的非传统文献资源如项目、机构、事件、图片、视

频、音频、新闻报道、史迹场所等由于没有相应的元

数据规范，仅提供资源的名称和简要说明，缺乏深层

次的信息挖掘，内容加工深度不够，从而导致检索功能

简单。

3.3 互动性、开放性、共享性较差

人物数据库建设的目的是充分发挥图书馆的资源

优势，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为更多用户提

供个性化服务，在更广范围内实现数据库资源共享。但

是从目前的调研来看，多数资源较丰富的数据库均存

在各种形式的访问限制，资源获取不便；提供个性化辅

助研究和社会化分享评论等增值服务的数据库很少，

仅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物库有评论和评分功能，钱学

森图书馆有社交软件分享功能，北大名师提供人物点

击排行榜功能，其他诸如文献传递、在线咨询、知识发

现、资源推送、个性化定制服务均没有，数据库使用体

验和使用效果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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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物数据库建设的发展建议

4.1 规范建库方案

建库前做好可行性分析，慎选主题，严格控制人物

收录范围和资源收录范围。建库时尽量采用通过认证

的软件平台和系统，在数据格式上以国际和国内标准

为依据，遵照数据交换协议和数据加工整理所采用的

标准规则，建设兼容性强、标准化高的人物数据库。

通过版权转让协商、链接资源来源、数据库分层次发

布和访问权限分级等方式解决版权带来的访问限制问

题。提供数据开放接口，支持用户或第三方系统获取特

定资源，以支持面向公众和科研需求的数据共享和再

利用。

4.2 深化资源组织

建立人名唯一标识系统和人名规范库，由图书馆

员、人物本身、人物相关人员多方参与，共同对人物信

息进行清洗、区分，做到人物与资源对应关系准确，不

遗漏、不错乱。人物数据库涉及各种类型的资源，如专

著、论文、专利、项目、机构、事件、图片、视频、音频、

新闻报道、史迹场所等，拥有大量的人物、事件、项目、

机构、地理、学科、出版等数据，对这些资源建立相应

的元数据规范和著录规则，按照规则进行元数据标引，

并从中对相关内容进行本体化实体抽取标注，形成以人

物、项目、机构、地理、学科、出版、事件等为知识内容

的元数据仓储，构建不同类型的知识库，将内容资源全

面系统地串联起来，构建人物知识体系[8]。同时将人物

数据库资源与图书馆已有实体资源、自建资源、商业资

源整合，构建统一检索发现平台。

4.3 拓展服务功能

在元数据标引的基础上，将数据研究和技术支持

相结合，整合底层数据资源，利用智能化的知识分析统

计功能，通过推理机制在人物数据库中寻找满足条件

的数据资源，为用户提供可视化形式的面向问题的直

接答案，满足用户的知识需求，小则能够回答用户的事

实型和数据型问题，大则能够提供趋势分析报告。利用

RSS订阅和资源推送功能主动推送资源，加入用户对信

息资源的组织（标签）和评价（评论与注释）等知识化

功能，提供用户问答、收藏、分享、评分等互动功能。引

入情境智能设计，根据用户访问的授权方式、具体资源

存在与否等类似情境自动做出识别判断操作，提供给

用户最合理便捷的资源检索和获取服务。

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物数据库不应该

只停留在百科式的人物信息陈列，应该往规范化、关联

化、可视化和社会化的方向发展，利用语义工具和数

据挖掘手段，全面收集整理人物资源，揭示人物数字资

源中概念内容和实体间的关联关系，实现不同资源、事

件、人物、记录之间的链接和集成，构成并可视化反映

人物知识网络，变人物数据库为人物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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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讨网络环境下知识组织与知识链接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

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拟于2016年下半年召开第七届“全国知识组织与知识链接

学术交流会”，由《数字图书馆论坛》承办。特向国内图书情报界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征文。具体会议

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2016年全国知识组织与知识链接学术交流会

征文通知

一、会议主题

知识组织

● 知识组织研究进展

● 大数据中的数据清洗、组织和分析

● 事实型数据识别与分析

● 叙词表、本体等知识组织体系的构建和应用研究

知识链接

● 科研实体关系揭示

● 网络资源链接及其关联分析

● 面向项目研发产出的关联分析

● 数据关联挖掘和揭示

知识评价

● 科学计量与评价

● 引文分析、主题分析

● 专利分析与利用

● Web科技资源评价

知识服务

● 知识服务、知识管理研究进展

● 数字科研环境与开放共享服务

● 用户分析与个性化用户服务

● 知识图谱及可视化分析

二、联系方式

会议邮箱：KOLink@istic.ac.cn        
会议网址：http://168.160.16.186/confer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