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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图书情报工作者面对分散且海量的信息，如何快速发现和获取本领域相关的信

息资源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建立专门的图书情报领域信息门户，为图书情报工作者提供跟踪信息、发现信息、

获取知识、开拓视野，以及提升业务技能和研究水平的重要平台显得尤为迫切。依托NSTL重点领域信息门户服

务系统，收集全球图书情报领域重要的学协会联盟、机构、期刊、会议、业界官网等信息源，并对主题、对象进行

组织分类，实现自动监测跟踪与分析，建立集综合性、专业性、个性化的图书情报领域信息门户，为图书情报工作

者及时跟踪监测本领域的新理论、新思想、新方法、新技术、新实践提供重要学习参考平台，是支持图书情报工

作创新和事业发展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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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TL图书情报领域信息门户的建设与展望*

1 引言

图书情报学是一门重要的应用学科，近年来随着

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我国图书情报事业

取得长足进步，理论研究更加深化，服务能力不断提

升。但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广泛应用的今天，图书情

报领域与其他领域一样，面临改革创新和转型发展的

挑战与机遇。在众多发展方向中，针对图书情报领域网

络信息门户的建设问题受到业内高度重视，成为领域内

重要的发展热点[1-2]。

近年来，国内有些单位组织建设了形式和内容不尽

相同的图书情报领域信息门户[3-4]。如中国科学院文献

情报中心建设的图书情报学科信息门户[5-6]和厦门大学

图书馆建立的图林网志聚合[7]，前者主要提供分类导航

服务，目前该网站已无法访问；后者以博客内容集合为

主，但网站内容长期未能更新，制约其服务效果。E线
图情是由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图书馆界门户

网站[8]，采用商业化运作模式，用户无法免费查阅网站

内容，使其应用范围受到一定限制。

成立于2000年的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brary，NSTL）是一个重要

的国家级科技文献信息保障与服务机构，十余年来为

科技界提供信息保障，在促进我国科技创新和经济建

设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受到相关主管部门和广大

科技人员的高度评价。为推动和促进我国图书情报事

业的发展，经过多年筹备，NSTL于2016年设立专项任

务，着手研究建立NSTL图书情报领域信息门户[9]。门

户的建设宗旨是，面向全国各类型图书情报机构工作者

提供本领域的全面信息服务，成为获取专业信息线索及

全文内容的有效渠道，增强揭示学术发展趋势和获取

相关信息的能力，满足科研工作者对文献信息的迫切需

求。门户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及时发现和跟踪国内

外本领域发展的最新动态、学术热点、研究重点和发展

趋势等，以信息门户的方式为用户提供信息保障。作为

国家级公益服务机构的建设项目，门户提供的各项服务

均不收取任何费用。

2 门户设计与建设

门户项目自2016年立项实施，由NSTL部分成员单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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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承担建设任务。目前，门户建设已初具规模，基本实

现设计功能，具备为用户提供服务的能力，近期已正式

开通，面向全国用户提供试用服务。现将有关情况概述

如下。

2.1 信息源收集

为使门户内容建设更能适应用户需求，门户项目组

开展用户需求调研。通过问卷调查、专家访谈等形式，

深入了解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用户当前对本领域的信息

资源和信息服务需求，补充用户关注的图书情报院系、

学协会机构、iSchool、项目网站、领域专家博客等信息

源。调研数据主要用于辅助信息监测源的综合指标重

要性评价，是门户监测信息对象和个性化信息服务制定

策略的重要依据。

门户收集信息源机构的确定方法是通过检索社会

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分析近五年图书情报领域收录

的论文，统计论文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研究机构、

基金资助机构、来源期刊、来源会议、国家或地区分

布、项目资助等方面数据，收集图书情报信息门户所需

监测的期刊、会议、组织机构、项目等信息，为信息门

户语料库数据的建设提供丰富准确的客观数据。通过

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核心期刊的发文数据进行分析，了

解图书情报领域研究热点、发展趋势，为热点专题的遴

选、设定提供依据。

经过遴选和评估，门户收集了近1 000个全球重要

的信息源作为监测对象。这些机构基本涵盖国内外图

书情报领域重要的学协会、出版社、图书馆、情报所、

数据库商、高等教育机构以及相关管理部门，具有比较

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

2.2 信息源遴选与评价

提供优质服务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搜集并遴选出优

质且适应用户需求的信息源。以数据库搜集和专家评估

相结合的方式，依据多项定性、定量评价指标进行数据

遴选工作。资源遴选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有两种。

（1）定性评价。采用用户问卷调查和专家评议的

方式，对信息源和信息目录进行定性评价。基于不同的

学术领域、学术水平和查询目的，用户对资源的需求和

资源重要性的评价会因人而异。结合用户需求调研的

反馈结果，与客户分档管理建立关联，建立用户定制信

息推送服务的重要参考指标。

（2）定量评价。为便于用户了解相关信息的重要

程度，门户按照系统设定的算法对所监测的信息进行

重要性评价，将每条信息按资源重要性指标进行标注。

其中，资源重要性共分为5个级别，从1颗星到5颗星，星

数越多重要性越强。指标评价的标准涉及信息资源内容

质量、信息发布机构权威性、信息发布稳定性和更新频

率等。信息资源的排序参考数量统计和用户使用反馈意

见等数据，对资源重要性指标的设定产生影响。资源重

要性指标仅是系统根据相关算法对资源进行评估计算

后给出的参考性质量评估级别。

2.3 门户技术支撑系统

门户的技术支撑系统是NSTL重点领域信息门户服

务系统，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团队研制开发[10]。

该系统具有较强的网络信息搜索、加工、整合、编辑，

以及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等功能。目前，该系统支撑

NSTL14个领域的信息门户建设[11]，而图书情报领域信

息门户是其中之一。

NSTL重点领域信息门户服务系统采用先进的信息

搜索和数据处理技术，对网络学术信息资源进行搜集、

整理、揭示和存储。通过基于垂直搜索引擎（面向主题

的搜索引擎）的网络爬虫进行数据采集，采用AWStats 
Log Analyzer等站点的统计分析技术进行数据处理。

根据本领域的信息需求，确定本领域门户网站监测内

容，选择与本领域主题相关度高、内容匹配性强的信息

源网站作为种子文件，按照布局有限的原则生成工作队

列。系统按照预先设定的程序，定时有步骤地抓取相关

主题的信息资源，并对抓取到的信息进行初步整理和

排序，各领域专业人员根据自身需求对搜集到的信息

进行标注、分类和编译等，之后通过门户将有价值的信

息揭示给用户，或者按照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定期为其

提供信息推送等服务。

2.4 门户数据处理流程

随着信息获取渠道的增多，信息资源数量不再是用

户关注的核心，而是更加重视信息的利用价值和时效

性，希望能多途径、多渠道、低成本、一站式地获取切

合自身需求的优质信息。因此，门户项目组在遴选、确

定、监测网站信息时，对信息资源的权威性、专业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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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性给予高度重视。依托信息门户服务监测系统，门

户定期对国内外图书情报领域所产生的各类型信息进

行监测、搜集、加工，并及时根据用户的定制需求，为

其提供个性化的信息保障。门户的数据搜集、加工、整

理、服务的流程如图1所示。

图 1 图书情报领域信息门户建设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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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门户服务功能

依托NSTL重点领域信息门户服务系统建设的图

书情报领域信息门户，应用先进的信息搜索技术和网

络服务系统，可随时监测、采集、编译、加工、整合并发

布国内外图书情报领域产生的各类型文献信息资源、

动态资讯、研究热点、学者观点等，及时主动地为用户

推荐或推送相关专题热点、编译报道、动态简报、报告

等，满足用户的个性化信息需求。经过一年的试运行，

目前门户监测信息源数量超过200个，报告资源监测数

量超过200份，监测资源超过4万条，访问超过10万次，

经过人工编译的动态简报不少于12期，目前正有越来

越多的用户发现、了解和使用门户。门户的主要功能体

现在以下方面。

3.1 自动监测动态信息

门户嵌入网络爬虫等互联网信息监测技术，实现

自动跟踪国内外重要图书情报学协会组织、图书情报

机构、数据库服务商等发布的各类型信息（包括要闻、

政策、规划、标准、成果、论文、会议等）。系统按照信

息来源机构性质、信息种类、国别、发布时间和重要性

等级等维度进行聚类排序，方便用户从不同的角度选

择、浏览信息。门户通过实时监测，获取全球图书情报

领域动态信息资源。

基于自动抓取技术检测到的论文等信息多为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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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比文摘型数据库获取的信息更新颖、及时，从而

让用户及时了解图书情报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系统

搜寻策略注重对图书情报领域信息源抓取的数据进行

动态监测，并对数据进行文本聚类、分析和评估，及时

揭示图书情报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发展趋势、研究热

点、发展政策和发展战略等，有利于图书情报研究人员

发掘潜在研究空间，寻找工作创新突破口。

3.2 编译推荐重要资讯

为提高推荐信息的质量水平，门户设有图书情报专

业的内容编译人员来对系统采集到的信息进行内容遴

选、初步加工和审核，根据信息内容进行分析判断，遴

选出关联度较强、重要程度较高的信息，分门别类地在

门户上进行揭示。对于热点或重要信息，门户组织人员

则对其内容进行编译整理，按照特定主题批量编辑成

专题简报并推荐给用户，节省用户筛选信息的时间和精

力，方便用户较容易地获得重要信息，及时跟踪图书情

报领域前沿与发展动态。

门户还可监测图书情报领域的官方统计报告（如

图书馆发展报告、财政投入报告或工作指南等）并及

时报道，便于用户了解业内最新管理政策、研究热点和

行业发展动向等。该类型的信息资源通过其他渠道较

难全面系统地获得，因其揭示的内容更直观、深入、详

细，具有更强的信息价值。因此，门户设立的最新报告

栏目受到用户高度关注。

3.3 自助管理服务

如果用户认为系统搜集的基础信息资源不能满足

自身需求，可修改或添加监测机构、监测主题词等检测

对象，及时补充、调整和修改系统的检索策略。系统搜

寻模式和策略的自助管理功能，体现了系统的个性化

服务特征，有助于提升门户的服务质量，增加用户的体

验满意度。

系统可对监测的信息资源进行自动关键词抽取，向

用户推荐或补充最新的研究术语或关键词，且及时补

充到监测的主题对象中，便于用户更加准确地获取新

知识，了解新信息。

此外，用户可根据需要选择长期跟踪的主题领域，

通过在“用户空间”栏目勾选关注的机构、期刊、会议

等信息，享用门户的自动推送服务功能，门户定期将最

新搜寻到的信息推送至用户的电子信箱。

3.4 支持用户参与互动

门户具有支持用户参与互动的功能。用户可对门户

监测到的信息资源进行标注、评价，对信息重要程度进

行打分。同时允许用户在线发表评论或留言，供门户其

他用户参考借鉴，促进用户间的沟通和学术交流。系统

可根据用户反馈意见，对相关信息价值进行重新评估，

依据不同评价的权重，重新计算评估信息质量的星级

指标。

此外，门户还设有“问题反馈”栏目，用户可通过该

渠道随时反馈对门户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3.5 定制个性化信息服务

门户根据当前研究热点，精选包括用户信息行为研

究、文本挖掘与机器学习、科研数据管理与服务、信息

资源开放获取、图书馆与“一带一路”等30余个热点专

题，方便用户精准查找、订阅和使用所需资讯。对热点

专题的重要信息进行编译、加工和报道，加快用户使用

信息的效率，提高用户信息服务水平。

门户应用STKOS知识组织体系项目的有关知识服

务成果[12]，基于门户监测到的海量信息和用户关注的研

究方向，对数据（如主题、对象等）进行关联分析和趋

势预测，实现机构、人物、项目等信息的关联分析和可

视化图谱展示，有效帮助用户快速发现新的知识线索，

辅助了解相关机构或领域的学术发展趋势。

门户提供开放共享的RSS或OAI接口，支持信息系统

的集成。门户所监测的网络信息、最新报告、专题推荐、

编译报道等情报信息和产品，可直接无缝嵌入用户所在

机构的本地服务系统，极大方便了用户的查找和使用。

4 思考与展望

图书情报领域信息门户是NSTL建立的领域信息门

户之一，旨在为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管理政策的制定、研

究，教学工作的开展、相关岗位人员专业素质和创新能

力的提升等提供全面的信息支撑，促进我国图书馆与

情报事业的发展。经过一年的实践，门户已初具规模，

具备面向全国用户正式提供服务的能力，希望得到广

大用户的监督检验和支持，以便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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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系统的服务功能与服务效果。

今后门户的建设工作将主要围绕以下方面加以改

进和提高。

（1）进一步完善服务功能，拓展监测资源对象，强

化信息加工能力，改进用户交互界面，加强宣传推广，

努力提升用户认知度和门户利用率。

（2）门户目前的服务形式仅限于PC端，随着移动

阅读的日益普及，门户将结合APP等应用拓展移动服务

功能，让用户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移动终端使用门户提

供的各项服务。

（3）目前门户还仅限于对中文和英文语种信息资

源的监测，下一步将进一步完善系统功能，增强对其他

语种图书情报信息的监测能力，实现对非中、英文语种

信息的监测、加工与服务。

（4）用户数量及用户利用门户过程中的体验和感

受好坏，是门户发展的生命线。门户建设离不开用户的支

持，因此门户建设工作中要更加注重发现用户、研究用

户、开发用户、引导用户，与用户建立和谐、持久的互动关

系。尝试建立用户参与门户建设的激励机制，鼓励用户参

与门户的语料库建设、新信息推荐和对报道内容的编译

等工作，使门户逐步发展成为我国图书情报工作者乐于

利用、积极参与、分享知识、共建共享的信息服务门户。

未来门户建设将紧密跟踪国内外图书情报领域的

发展，不断改进系统功能，改善用户体验，提高信息采

集、编译加工与服务能力，提升报道信息的可靠性、及时

性和权威性，使更多图书情报工作者了解门户、利用门

户，不断学习知识，积累经验，拓展视野，依托门户共同

促进图书情报工作的理论创新和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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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ction and Prospect of NSTL Information Portal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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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 big data environment, librarians face the massive and separate information. How to quickly find and acess to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 this field 
is the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It is necessary to set up a special information portal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t is an important for librarians to acquire 
information, discover information, broaden horizons, enhance research abilities from the portal. Based on NSTL key domain information portal service system, LIS 
information portalare collected the important glob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of journals, conferencces, associations, instituions, projects et al. Subjects and objects are 
organized, classified, automatic monitoring and discovered through LIS information portal which is a comprehensive, professional, personalized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for the librar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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