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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图像互操作框架（International Image Interoperability Framework，IIIF）是一种新兴的开放数据

收割框架，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数字战略副总监Stuart的一个团队为解决图像共享互操作问题于2014年提出。本文旨

在基于对该技术产生的背景进行分析，结合具体实例，对其技术细节进行初步剖析以揭示其主要技术特点。然后

介绍该技术在世界各地的应用情况。最后，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将该技术在我国数字资源开放共享领域进行应用的

初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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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图像互操作框架及其应用分析

1  国际图像互操作框架产生背景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开放数据的共享日益成

为趋势。来自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及美术馆等资源

富集机构的开放共享（Open Access，OA）数字化资源

呈现爆炸式的增长态势。

为帮助人们更加有效地对这些数据进行管理，1999
年10月，在美国圣塔菲召开的Universal Preprint Service
会议上，Ginsparg等达成一项共识：学术性电子化预刊

本及相关的文献资料应该形成一套互操作标准化框架，

即在互联网条件下，不同平台或编程语言之间的数据

可以进行交换和共享。开放文献预研（Open Archives 
Initiative，OAI）计划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1]。

由于电子预刊本的互操作与其他类型数字图书馆

元数据的互操作问题具有共通性，OAI标准化框架很快

被应用到数字图书馆的其他资源领域。2001年1月，OAI
计划组织发布了开放文献预研-元数据收割协议（Open 
Archives Initiative-Protocol for Metadata Harvesting，
OAI-PMH），为不同机构知识库网络开放资源元数据的

收割互操作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该技术基于互

联网（Internet）和元数据（metadata）技术，在数据提

供者（data provider）和服务提供者（service provider）
之间建立起一个合作共享的技术框架。著名的论文电子

预印本网站arXiv[2]就使用了基于OAI-PMH的体系[3]。

为更有效地对互联网资源进行收割，OAI计划组

织还开发了开放文献预研-对象再利用和交换（Open 
Archives Initiative-Objects Reuse and Exchange，
OAI-ORE）标准框架，该框架对不同格式网络资源的

聚合体进行定义和交换。OAI-PMH解决了不同机构知

识库间的元数据互操作问题，而OAI-ORE的主要功能

是对不同机构知识库的数字对象本身进行互操作，其

最重要的概念是聚合（aggregation）[4]。

ResourceSync标准框架是OAI计划组织提供的

另一个开放数据收割工具[5]。这是一个与OAI-PMH和

OAI-ORE配套的资源同步框架体系。该标准于2014年
4月正式成为美国国家标准，标准号为Z39.99-2014。该
标准基于Sitemap协议，为第三方系统提供了与资源提

供服务器同步的解决方案[6]。

开放资源共享涉及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多种

资源类型。一般研究较多的是文本资源的开放共享问

题。包海峰等[7]提出了基于OAI协议进行档案信息资源

整合的思路；林平[8]专门探讨了基于OAI的校园网个人

用户资源共享平台设计问题；姚晓娜等[9]通过扩展OAI
自定义元数据互操作模式，主要解决了机构文本知识

库基于复杂元数据进行数据交换和共享的问题。 
然而，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和美术馆等机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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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了大量经过数字化加工的独家高清图像资源。这些

数字化图像资源与文本资源在载体类型和呈现形式上

存在许多不同之处，在开放共享过程中不能完全照搬

文本资源的共享模式。在互联网开放共享大潮的影响

下，这些机构亟需将自身资源提供到互联网进行共享

使用，于是就产生了开发针对图像资源互操作框架系统

的需要。在此背景下，美国斯坦福大学数字战略副总监

Stuart率领的一个团队[10]于2014年对OAI体系在图像开

放数据收割领域进行补充和发展，形成了IIIF开放数据

收割框架[11]。

2  国际图像互操作框架技术简介

IIIF基于HTTP技术，提供各类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以实现对

互联网图像资源的开放收割。其设定的主要应用对象

为具有数字文化遗产并愿意将其进行公开分享的图书

馆、博物馆、档案馆和美术馆，或者与上述机构业务类

似的企业。

IIIF的首个图像应用程序标准草稿发布于2014年5
月29日。这是一个基于HTTP以及HTTPs技术开发并用

于解决图像文件互操作问题的技术框架，它采用JSON-
LD（Java Script Object Notation for Linked Data）[12]

数据交换格式、关联数据（l inked data）结构，以及

包括网络标注（Web Annotation，WA）等在内的基于

W3C（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国际万维网联

盟）标准的多项协议，旨在令不同机构之间的图像共享

与传输质量更高、速度更快、成本更低。作为一个立足

于数据传输的标准，机构用户可以通过增加一个翻译

层的方式将IIIF体系连接到其自身已有的内部互操作

层，但并不会代替或整合机构自身的数字资产管理系统

（Digital Asset Management，DAM）。也就是说，IIIF
只对机构图像数字资产的外部共享进行优化，但并不

触及这些资源本身，不会对它们在储存内容、储存方式

或者储存地点上作任何的改变。

I I IF主要适用于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和美术

馆等需要保存数字图像典藏的文化遗产机构或与其

相关的企业，为这些机构与企业提供相关资源的互联

网共享服务。其主要任务是为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不同

机构中的不同图像数字资源提供统一的收割与处理

系统。I I IF为全开放体系，旗下有全球共享同盟I I IF 
Consortium（IIIF-C），机构可以加入IIIF-C的成员单

位来实现本机构资源的外部共享。它们只要下载安装

相关的API即可通过与Europeana等IIIF-C成员单位合

作，将其自身的资源在这些成员单位所提供的平台上

进行统一展示，实现本机构数字图像在互联网范围内

的共享与收割。IIIF是对上文所述OAI体系在图像开放

数据收割领域的补充和发展。

2.1  国际图像互操作框架程序编程接口简介

IIIF搭建于Java环境，功能主要由API来实现。API
是IIIF技术框架的核心构成部分，它们是资源提供机构

与资源使用者之间相互联系的桥梁，是实现整个IIIF共
享网络的基础。这些API包括IIIF Image API（以下简

称“图像API”）、IIIF Presentation API（以下简称“呈

现API”）、IIIF Search API（以下简称“检索API”）和

IIIF Authentication API（以下简称“认证API”）。这些

API完全开源和开放，可以在GitHub上的IIIF小组获取。

IIIF的官网提供了上述各API标准的详细解说文本。

API是I I IF所有应用的核心和基本载体，而图像

API和呈现API又是其中的核心API。图像API只与图像

本身有关，而呈现API用于将这些图像及其相关资源与

元数据呈现给用户。

（1）图像程序编程接口。图像API主要提供图像本

身有关的各类操作，包括放大与缩小、旋转以及图像的

部分切割等。该API可以对一个标准的HTTP或HTTPs请
求提供相应的图像信息。该请求一般以统一资源标识符

（Unified Resource Identifier，URI）的方式发出。

图像资源URI的参数主要包括范围（region）、

大小（size）、旋转（rotation）、质量（quality）和格式

（format）。
范围参数限定了选择图像画面范围的方式，包括选

择全部画面、选择原图中边长与该图像长宽中较短一项

相同的某一正方形部分、给定坐标及所选长度和宽度来

确定画面中的一部分、给定坐标及所选长宽占原始图片

百分比来确定画面中的一部分等。

大小参数规定实际显示画面与原图之间的比例关

系，包括原图所能达到的最大比例（full、max）、以所

给宽度表示的原图（w）、以所给高度表示的原图（h）、
以n%大小表示的原图（pct∶n%）、以设定的宽度和高

度表示的原图（w，h）和以服务器设定的最佳宽长比例

表示的原图（!w，h）。
旋转参数可控制图片围绕其中心进行旋转的角度，

国际图像互操作框架及其应用分析张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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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进行顺时针或逆时针的任意角度旋转。

质量参数控制图片的显示方式，包括以全彩色显示

原图（color），以黑色、白色和灰色图显示原图（gray），以
黑白双色显示原图（bitonal），以资源提供服务器的缺

省设置显示原图（default）4种。

格式参数即代表图像的格式。其可选值为jpg、
tiff、png、gif、jp2、pdf和webp等。

图像资源信息需要包括上述各主要参数并以JSON-
LD数据交换格式进行响应。

（2）呈现程序编程接口。图像API只用于提供展

示的图像元素，与图像有关的元数据信息需要通过呈

现API来展现。呈现API创建一个名为Manifest的JSON
格式清单文件来揭示图像的元数据。该文件的创建过

程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

呈现API主要提供与图像有关的元数据信息，其中

包括不同图像内容之间的关联、目录信息、图像内部元

素结构、图像权利信息及相关注释等。

其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是注释功能，该功能提供用户

在网络共享图像上添加自己的注释或者评语，该注释

和评语作为该共享图像内容的一部分也将得到网络共

享，但它并不改变储存于机构数字资产管理体系中的共

享图像本身。2017年2月的W3C提出了网络注释（Web 
Annotation，WA）的标准化数据模型，其中规定通过

URI表示的注释对象（target）和注释体（body）等信

息。WA采用JSON-LD数据交换格式建构，在这一点上

与IIIF框架吻合。

（3）内容检索程序编程接口。所谓的检索API并不

是用来检索资源本身，而是用来检索资源在互联网共享

中所添加的文本信息，也就是添加到资源上的注释和经

过OCR的文本等。此API为非核心的可选API。
（4）认证程序编程接口。认证API顾名思义就是提

供图像资源使用者登录认证支持的API，其目的是对使

用者设置一定的限制，机构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是否采

用该API。此API为非核心的可选API。

2.2  国际图像互操作框架系统的应用整合

以上简单介绍了IIIF的技术概要，尤其重点介绍了

IIIF API。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如何将IIIF系统整合到

用户系统。

首先需要介绍一下IIIF-C（IIIF共享同盟）。这是一

个由IIIF组织发起并建立的IIIF资源整合发布平台联

盟，其成员来自各大国际组织和高校，它们的主要任务

是整合发布来自各类机构资源典藏单位的数字图像资

源。IIIF-C于2015年6月在英国牛津成立，该联盟目前在

全世界已有40多个成员单位。IIIF-C向这些成员单位提

供专业的管理与技术支撑，而这些成员单位也都致力

于吸收具有特色图像馆藏资源的机构加入旗下以实现

其自身共享内容的不断扩充。需要注意的是，所有资源

均来自并保存于其提供机构，而上述这些IIIF-C的成员

单位只负责对它们进行统一的组织与发布，不对图像本

身进行任何改动。

前文已经提到，IIIF只对机构图像数字资产的外部

共享进行优化，但并不触及资源本身，不会对它们作任

何储存内容、储存方式或者储存地点的改变。这一点对

于IIIF的提供者和使用者来说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

除了进行相应的API和服务器部署以及发布到各大平台

（如IIIF-C的成员Europeana等网站），资源提供方无

须对其本身的数字资产管理系统做出更多的改变，数

据的整合工作由资源发布平台来负责；而对于资源使用

者来说似乎更简单，他们只需安装浏览器使用这些已经

完成的数字资源产品即可。

IIIF的资源共享体系可通过如图1来表示，其中的

箭头方向代表共享资源的流向：首先由拥有独立图像

资源的IIIF共享机构将资源通过API及其与IIIF-C成员

单位之间的共享网络发布到后者的公共平台；然后，由

IIIF-C成员单位进行整合后再发布给IIIF资源使用者共

享使用。IIIF资源使用者可以在所有IIIF-C成员单位所

组成的整个IIIF共享网络中取得自己所需要的开放共

享图像资源。

2.3  国际图像互操作框架的应用特点

IIIF基于传统的开源数据收割框架OAI-PMH，是

其在高清图像资源领域的拓展。相较于传统的以OAI-
PMH框架为基础的系统（如arXiv.org等），IIIF最突出

的特点就是图形化界面操作和对基于异地资源保存的

零改动、轻量化操作。这主要得益于IIIF文件有专用浏

览器，包括Mirador[13]、Universal Viewer[14]、Leaf let-
IIIF[15]等。其中，Leaflet-IIIF是IIIF自带的展示窗口，而

前两者是第三方开发的产品。在IIIF的官网上提供了更

多的浏览器选择。

关于IIIF的具体功能特点，以下通过Mirador浏览

器中“Advanced Features Demo”组件来作具体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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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以通过扩展槽的添加来实现图像的比较功

能。Mirador可以在其图形化操作界面提供多个图片浏

览窗口。它的缺省设置是同时展现两个图像界面视窗，

以方便对不同图像进行比对。该浏览器还同时支持在已

有图像视窗的上、下、左、右4个方向添加新的视窗插槽

以进行更多图像文件的呈现与比较。新视窗插槽的添加

理论上是无限的。这一功能令各图像文件自身的显示特

征一览无余，非常方便进行相互之间的比较研究。其主

要的应用场景包括不同版本古籍的印刷和文字比对研

究以及不同来源艺术图片的颜色和线条比对研究等。

（2）对国际图像互操作框架图像文件的注释功

能。IIIF提供对图像文件的注释功能。在Mirador中选

择一个IIIF图像文件，然后点开注释按钮即可选择文本

框形状以及注释方式等。笔者选择采用长方形文本框，

然后选择在图像的特定部位添加注释并拉出一个长方

形文本框。这个文本框实际是一个添加了部分WORD
插件的富文本编辑器。

在该注释窗口中，除文本外，还可以添加网页链接

以及音频和视频等多媒体内容。笔者经实践后发现，该

注释的内容可以保存，在第二次打开这本书并翻到这一

页的时候仍然能发现这个注释。这一注释功能基于WA
标准，为原本死板的图像资源添加了更多富有活力的内

容，也为图像的提供者、使用者及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崭

新的沟通桥梁。不过我们需要明白，这些注释并没有对

IIIF资源本身进行任何改动，而只是保存在使用者本地

的网页缓存以及IIIF服务器之中。

除上述两项独特的功能外，Mirador还提供了显示

图像元数据信息、进行各类视图切换、图像旋转及图像

全屏显示等较通用的图像操作功能。Mirador浏览器的

这些功能在IIIF的其他浏览器中也都有应用。

通过以上特点分析不难发现，与传统的OAI-PMH

体系相比，IIIF能够对图像资源进行更直接的获取和更

丰富的操作，同时还可以通过分布式的存储方式尽量

减少对参与机构数字资产管理系统的干预和改动。IIIF
是OAI技术体系的一种，但它无疑又是在高清图像共享

领域对OAI体系的一个创新和发展。

通过分析Mirador和OAI-PMH的代表网站arXiv.
org两个具体应用，就IIIF与传统OAI技术的特点进行简

单比较（见表1）。

图1  IIIF共享网络示意图

 
IIIF

IIIF

IIIF-C IIIF-C

IIIF IIIF IIIF IIIF IIIF IIIF

IIIF IIIF

表1  Mirador与arXiv.org的技术特点比较

主要针对领域

主要采用的技术

操作界面

资源保存方式

是否提供资源元数据

改动资源

资源发布方式

对资源作评注

对资源进行比较

是否提供图像操作

管理效率

arXiv.orgMirador

高清图像资源的互联网共享

OAI-PMH、JSON-LD、

WA等W3C协议

图形化操作界面

分布式

是

不可以

网站集中发布

可以

可以

提供

不高

所有互联网开

放共享资源

OAI-PMH、OAI-

ORE、JSON-LD

网页式操作界面

网站集中保存

是

可以

网站集中发布

不可以

不可以

不提供

较高

由表1可见，Mirador是针对高清图像资源在互联网

开放共享的专门化工具，它采用的技术除了通用的OAI-
PMH和JSON-LD外，还专门针对图像数字资源引进了

WA等新技术标准以进行网络化评注。Mirador采用的是

图形化操作界面，提供了 arXiv.org纯网页方式所未能

提供的各种可视化操作工具。此外，Mirador不在服务器

本地保存资源，而是在数字资源提供者的服务器上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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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保存，这大幅度降低了资源维护的成本。

IIIF是一个新兴的数字图像收割框架，目前仍在不

断完善和发展中，其存在的缺点也很明显。我们可以通

过表1发现，Mirador后台对IIIF资源的管理效率相对于

arXiv.org不是很高。根据Freire等[16]基于对欧洲数字人

文项目Europeana的研究，IIIF目前一个比较大的缺点

是未能提供对数字对象的时间戳（timestamp）管理工

具。这一缺点在所要管理的数字对象超过10万个之后

将会影响收割效率。但是，就目前Europeana所管理的

各子项目来看，其各自所拥有数字对象的体量尚未超过

10万级别，因此，目前来看效率问题并不十分明显，但

未来肯定还是需要解决的。 

3  国际图像互操作框架在世界各地的
应用现状

IIIF产生至今不到5年，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还不

算很多，但是发展十分迅速。根据IIIF官方网站的报

道，其发起成立的共享同盟IIIF-C的40个创始成员中，

包括欧盟Europeana项目，以及法国国家图书馆、大英

图书馆、苏格兰国家图书馆、威尔士国家图书馆、波兰

国家图书馆、以色列国家图书馆、梵蒂冈图书馆、哈佛

大学图书馆、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及耶鲁大学图书馆等。

亚洲地区的成员主要包括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日本

国立国会图书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图书馆、关西大

学，以及中国的香港大学图书馆等。

以下重点就IIIF在日本、欧盟Europeana项目和梵

蒂冈图书馆的应用情况进行简要介绍。

3.1  国际图像互操作框架在日本的应用

3.1.1  在人文学公开数据共同利用中心的应用

日本国立情报研究所和统计数理研究所联合，于

2016年4月1日在原数据科学研究联合支持中心（Joint 
Support-Center for Data Science Research）下设立人

文学公开数据共同利用中心（Center for Open Data in 
the Humanities，CODH）[17]。CODH主要致力于数据

资源公开共享相关技术的研究与应用，IIIF是该中心重

点关注和研发的一项技术。

该中心已经先期利用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所保

存的资源，同时采用IIIF技术，建立日本古籍数据集[18]、

日本古籍字形数据集[19]和江户料理配方数据集[20]等。

截至2017年12月，日本古籍数据集中的资料总数为1 767
种，总计329 702页；截至2017年6月，日本古籍字形数

据集中共有3 999种、总计403 242个“崩し字”（日本古

代将从中国引进的汉字演变为假名过程中所出现的其

他字形）文字数据；而在江户料理配方数据集中，仅江

户时期与鸡蛋有关的料理配方已经超过100种。

2018年9月19日，CODH依托IIIF技术，开通名为

“IIIF Curation Platform”的平台。该平台的主旨是将

世界各地所共享的各类数字图像资源重新进行提取、

排序，为这些数字资源创造出新的研究和利用价值。

平台开通后推出了一个名为“容貌收集”的应用[21]，该

应用可以对各类图像资源中的人脸部分进行提取和再

分析。目前CODH已经利用该应用对日本古籍中的人

脸画像进行了一些初步的分析研究。“IIIF Curation 
Pl a t fo r m”[ 2 2]拥有自己的浏览器“I I I F  C u r a t io n 
Viewer”[23]和检索发现系统“IIIF Curation Finder”。
此外，它还有专门对应JSON-LD的JSON文件保存应用

“JSONkeeper”以及画布索引器“Canvas Indexer”，
将上述两个应用合并利用即可建立起基于爬虫机器人

自动收割的资源更新系统。

3.1.2  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应用

2017年10月17日，IIIF Japan论坛在日本东京一桥大

学举行[24]。会上，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IIIF研发团队、梵

蒂冈图书馆、CODH及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等机构的代

表就IIIF的研发与应用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以此为契机，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加快了将IIIF应用于其数字馆藏的

步伐。它首先在其数字图书馆实验项目“国デコ Image 
Wall”[25]公布了一批支持IIIF的古籍数字化文件。截至

2019年4月，该网站已有2 002册（22 321件）数字文档。

2018年5月15日，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数字图书

馆正式宣布其部分馆藏支持IIIF[26]，虽然尚未公开支

持IIIF的数字文件的具体数目，但是通过实践测试其网

站发现，已有相当部分的数字化文档支持IIIF。

3.2  在Europeana项目和梵蒂冈图书馆的应用

除了日本，欧盟的Europeana项目和梵蒂冈图书馆

的实践也值得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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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国际图像互操作框架在Europeana的应用

Europeana是欧盟为保存和开发其数字文化遗产

而建立的一个项目。该项目的主要任务是对欧洲各文

化遗产机构中的数字资源进行整合，然后再提供给互

联网用户使用。其资源的主要用途为学术研究、创意产

业、文化教育，以及文化遗产的保存等。该机构下设许

多不同主题的任务组（task forces）和工作组（working 
groups），就平台上的各类技术和管理问题进行研究改

进，同时还积极开展各类相关的宣传推广活动。

前文中Freire等的文章详细介绍了Europeana对
各机构数字资源的元数据进行整合的情况。IIIF是其

中一项受到特别关注的数据整合技术。除了IIIF之外，

Europeana还采用了Sitemap、ResourceSync、Open 
Publication Dist r ibution System（公开出版发布系

统）、关联数据平台，以及Webmention等应用来实现其

元数据资源整合的宗旨。

需要分享自身资源的机构用户可以在线提交申请[27]，

待Europeana审核通过后即可正式加入其分享平台。目

前该申请只向欧洲范围内的机构开放。对于一般的资

源使用者，Europeana也提供了多种API，以帮助用户更

加高效地利用其数字资源[28]。其中包括一整套的IIIF 
API[29]。任何人只要通过邮箱注册就能获取Europeana
提供的API密码（API key）和私人密码（private key），
用户只需出示这些密码即可下载和使用Europeana的
所有API资源。根据Europeana的官方报道[28]，其API
用户可以使用来自欧洲的超过3 500家文化遗产机构

的5 000多万件图像资源文件，这些文件的来源包括书

籍、绘画、三维实物甚至音视频等。

3.2.2  国际图像互操作框架在梵蒂冈图书馆的应用

梵蒂冈图书馆是较早采用I I I F技术的图书馆。

该馆从2010年开始启动馆藏文献的数字化计划——

DigiVatLib[30]。该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对馆藏从中世纪直

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大约8万件手稿本进行数字化。由于

所涉手稿年代久远，载体比较脆弱，而且数量十分巨大

（约有4 000万张图像），所以此项数字化计划预计要

花费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DigiVatLib由日本NTT DATA提供技术支持，面

向全世界互联网用户免费提供馆藏手稿高清图像及其

他资源的在线检索、全本浏览及画廊展示等服务。它于

2016年5月17日正式宣布采用IIIF技术。其实早在2014年
12月，该馆就已经开始采用IIIF技术对其馆藏手稿进行

实验性的IIIF对应处理。截至2016年5月，该馆已有总计

15 352种资料，合计约600万张图像采用了IIIF技术。

4  国际图像互操作框架在我国的应用
前景

IIIF是一种主要针对图像数字文化遗产开发的开

放数据收割技术框架，它本质上是OAI开放收割技术

体系的延伸和扩展。该技术基于HTTP和HTTPs技术，

主要通过下载安装统一的API进行使用，不涉及机构自

身数字资源管理系统的改变，非常便于操作。根据IIIF
官方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全球已有大约4亿张符

合IIIF标准的图像参与共享，而截至2019年4月，这一

数量已接近10亿张，可见IIIF在全球发展态势之迅猛。

总的来说，使用IIIF进行图像数字资源整合技术门槛不

高，适合于国内各级各类拥有古籍或民国文献数字资

源的中小型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和美术馆。

目前在我国内地尚无有关 I I I F研究和应用的公

开报道，但是，这项技术在台湾地区已经有了成功应

用的实例。如2018年10月27日正式上线的台湾“‘中

央研究院’数位人文研究平台”[31]，这是一个综合了

关联数据和IIIF技术框架的中文古籍分析研究平台，

采用关联开放数据（Linked Open Data）、命名实体

识别（Named Entity Recognit ion）、光学字符识别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以及本文所提到的

IIIF技术，主要提供研究者上传共享及文本比对等研究

工具。此外，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也名列IIIF-C的
创始成员单位之列。

此外，从日本CODH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实践

来看，IIIF所能实现的功能除了古籍类高清图像开放数

据的收割之外，还能进一步针对这些数据展开研究分

析。也就是说，IIIF除了对文化遗产机构的收藏具有意

义，还对相关研究机构展开专业化的研究颇有助益。这

一点也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台

湾“‘中央研究院’数位人文研究平台”所走的道路与

CODH的“容貌收集”项目颇为相似。

梵蒂冈图书馆是世界上最早将IIIF技术应用于其

馆藏建设实践的图书馆之一。该馆将IIIF技术运用于珍

本古籍和手稿的开放共享并且取得成功，其中的经验或

许也可以应用到我国，在古籍资源、名人手稿乃至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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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等主要以图像形式保存的数字资源的公开共享中

发挥作用。

当然，IIIF并非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药”。正如前

文所指出的，它本身也具有不能针对超大容量数据处

理这一缺点。Europeana项目的实践告诉我们，必须将

IIIF与其他各类元数据整合技术相结合，才能获得对来

自不同机构的数字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的比较满意的结

果。除了技术上的整合，我们还需要在国家层面建立类

似Europeana的领导机构，对各级各类文化遗产机构所

提供的IIIF资源进行汇总、整理与统一发布，这样才能

真正实现理想中的开放数据共建共享。

IIIF技术是一项新生事物，它仍然在不断进步之

中；世界各国对IIIF的应用也才刚刚起步。它的产生和

发展是对已有的OAI体系在图像开放数据收割领域的

补充和发展。希望我国图书馆界能够对这项技术引起

足够的重视与研究，同时期盼这项技术能够在我国图

书馆乃至其他文化遗产收藏与研究机构的开放数据收

割实践中得到实际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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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分词、主题标引、语义关联、学科分类、知识导航和数据挖掘，是文本信息处理及检索系统开发人员不可或缺

的工具。

《汉语主题词表（工程技术卷）》已于2014年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分为13个分册，总定价3  880元。

《汉语主题词表（自然科学卷）》已于2018年5月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分为5个分册，总定价1 247元。两卷

均可分册购买。

《汉语主题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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