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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数字环境下，科学家做研究和研究成果交流的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技术发展和观念更新给科技信息资源

共享同时带来机遇和挑战。在数字环境下。科技信息资源具有分布广泛、数量巨大、增长迅速、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等特征。与

此同时，网络环境下科研工作者却表现出了强烈的对更高层次信息的需求，例如对西文文献、原始科学数据、图片、视频、音

频的直接获取等。因此，如何在网络环境下解决这一矛盾已成为信息科学的重要任务。本文拟通过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DOI)在科技文献与科学数据网络获取的应用实例来探讨相关的科技信息资源共享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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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digital age，the way scientists do research and exchange research results has great

changes，and the sharing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resources is facing opportunities but also challenges by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and concepts’updates．In a digital environment，scientific information resources are

widely distributed，in huge number，in rapid growth and with rich content and diverse forms．Meanwhile，

scientific researchers have expressed strong demand of a higher level of information supply，for instance，direct

access to western languages literature，original scientific data，images，video and audio frequency．Therefore，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 in the network enviromnent has become a vital mission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workers．This paper tries to discuss relevant solution of sharing scientific information by demonstrating the ap-

plication case of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DOI)in the network access of scientific literature and scientific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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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7年第一次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上，

原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就颁发了《国家信

息化规划纲要》，确认了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在信息

化工作中的核心地位。近年来，我国针对科技信息

资源的开发利用已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一批重

大的科技信息资源共享项目，如科学数据共享工

程、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等工作陆续启动；因特

网上的中文科技信息资源逐渐丰富起来，增长速

度迅猛。虽然我国科技信息化建设工作取得了长

足的进展，但大多仍是以行业、部门为主，各自为

战，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开发标准。数据结构、信

息编码自成体系，各类信息管理软件的通用性、适

用性较差。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着“重硬件、轻软件”

以及“重视技术性实施建设、忽视信息标准化工

作”的倾向。由于信息统一规划工作相对滞后，导

致信息标准匮乏、信息处理工作不规范，从而难于

实现信息交换和信息共享，严重影响了信息资源

的充分利用和信息化建设的进程，成为社会经济、

政治、文化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

1 DOI的特点及其作用

在数字环境下，科技信息资源具有分布广

泛、数量巨大、增长迅速、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等

特征。与此同时，网络环境下科研工作者却表现

出了强烈的对更高层次信息的需求，例如对西文

文献、原始科学数据、图片、视频、音频的直接获

取等。因此，如何在网络环境下解决这一矛盾已

成为信息科学的重要任务。作为科技信息资源整

合与互链的重要标准之一，数字对象唯一标识

(Digital Object Indentifier，DOI)是一个专门用来

标识数字化对象的命名系统。它由International

DOI Foundation组织负责运作和管理，目标就是

方便网络上的作品识别和获取，目前，国外大型

数字文献生产商大多使用DOI对数字资源进行

标识，包括Elsevier、Blackwell、John Wiley、Springer

等众多厂商¨1。DOI已逐步发展成国际上最为通

用的科技文献标识与链接标准。DOI具有以下7

个特点【2叫。

(1)唯一性：DOI是逻辑标识符，独立于数字

对象的物理位置、复本、应用软件和存取协议。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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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标识符标识且仅标识一个数字对象。

(2)永久性：DOI是永久的，尽管数字对象可

以被更改或删除。

(3)通用性：DOI作为一个公共标识符，在国

际范围内或整个因特网上都有效。

(4)可操作性：通过DOI可以实现数字对象

与生成地址及其他应用的解析。

(5)互操作性：兼容现有的和将来可能产生

的相关标识符，以及其他网络协议和标准。

(6)可扩展性：可以标识不同粒度的信息。

(7)可读性：DOI能被人和机器识别，易于书

写和记忆。

DOI的发展为科技信息资源的搜索与利用在

信息共享底层实现了标准规范与链接协议。具体

表现如下。

(1)学术出版商可通过DOI系统实现引文到

全文的链接，实现一站式服务。

(2)图书馆通过在本地导人DOI并与

OpenURL结合，从而为科研工作者提供了访问更

多的图书馆未能收藏的全文文献的机会，并可以

更加有效地管理现有资源，开发更为高效的检索

和馆藏功能。

(3)二次文献数据库：实现二次文献数据库

与全文数据库的链接，如SCI、El、CSA、CABI等都

通过DOI建立了与全文的链接。

(4)搜索服务：在学术搜索中引入DOI可以

提高搜索质量。例如CrossRef与GooSe合作的

CrossRef Search。与一般的GooSe搜索不同，

CrossRef Search仅在成员所提供的学术内容中进

行搜索，因此不像一般的Web搜索那样产生很多

噪声结果，而且通过DOI搜索保证了检索结果到

全文链接的有效性和持久性。

(5)政府机构：相关政府机构通过DOI的推广

和应用可以更有效地管理学术信息资源，从标识

体系的建立和应用上实现包括科技文献和科学数

据在内的资源整合，从而有助于建立一个基于分

布环境下的一站式科技基础信息服务平台。

2 DOI在国外的应用

CmssRef起源于由美国出版者协会(A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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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数字对象标识符基金会(IDF)、美国国家研

究创新公司(CNRI)以及多家出版商共同参与研

究与开发的DOI—X实验项目。DOI—X项目的成

功运转最终促成这些世界主要科学、技术及医学

(STM)出版商于2000年初组成了一个新的非盈

利性组织，即国际出版商链接联合会(PILA)，在

International D01 Foundation的管理下，建立并

负责运作在该原型系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合

作参考链接服务即CrossRef。作为第一个合作式

参考链接服务，CrossRef于2001年6月开始正式

运作。CrossRef的任务是成为所有电子学术信息

参考链接的中枢(Backbone) 与基础

(Infrastructure)。就像一个数字化的交换机，

CrossRef不掌握全文信息，但它基于DOI的链接

形成一个高效的、可扩展的链接系统，通过这个

系统，研究者们可以方便地实现资源搜索与利

用。目前，西方大量的学术期刊出版成为了

CrossRef(西文DOI代理注册机构)的会员，截止

到2008年5月22日，CrossRef覆盖了全球20623

种西文期刊。每个月全球读者通过DOI进行文献

获取的次数达到了2000余万次，极大地降低了

科研工作者获取科技文献的难度，扩大了科技文

献的传播范围与传播速度[61。

同时，国外相关机构还在积极探索DOI在科

学数据获取上的应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71。

CrossRef开始在生物数据库中应用DOI技术，对

蛋白质结构进行标识，并且规定只有将数据进行

标识后方能传到蛋白质数据库，才能发表相关文

章。同时根据CrossRef参考文献的DOI元数据提

出了科学数据DOI元数据的参考框架，但暂时还

不能对数据DOI进行解析和查询。SDDB(ICDP

Scientific Drilling Database)在网上发布科学钻探

工程的数据，其标识对象是一次钻探实验形成的

钻孔数据的集合，同时提供数据标识规范，能对

标准引用数据进行下载，便于用户引用，其钻点

数据能在Google Earth中进行展示。

德国国家科学技术图书馆(TIB)是世界上首

个将DOI应用在科学数据中的机构，2005年正式

成为科学数据的DOI注册中心(RA for Scientific

Dataset)，截止到2007年10月，'FIB已经注册了

475276个数据集，12546个科学电影剪辑，6302

个医学案例，342个技术报告和112个学习对

象。未来科学内容将是TIB的主要工作，它的注

册对象包括各种不同的内容类型，如晶体结构、

地球模型和3一D模型等。

3 DOI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DOI在国外的成功，尤其是在科技文献领域

的成功，充分表明了全球科研工作者对资源互联

与共享的巨大需求。但是截止到2006年底，我国

只有大约100种英文学术期刊，例如《中国科

学》、《科学通报》英文版等通过国外注册机构为

科技论文标识了DOI，实现了少量国内优质英文

版文献与国外英文文献间的互链。据了解，高等

教育出版社的前沿学术出版系列刊物在标识DOI

后点击率明显提升，目前生物卷月点击率已经接

近1万次／月。通过DOI这种方便的获取方式，客

观上促进了我国科技文献在全球的学术影响力，

但是由于前几年高昂的注册费用和英文元数据

的格式要求，抑制了大量的中文科技文献对DOI

注册的需求，目前通过国外的代理机构注册DOI

的会员费最低标准为275美元／年，每注册一个

DOI标识符还需要支付1美元，假设一本学术期

刊年发表300篇论文，那么为此需要交纳的年费

用为575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4000元f8】。

可喜的是，建设中文DOI系统的重要意义已

经得到了国内科研机构的广泛关注。自2001年

起，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国家图书馆等机

构开始关注和研究DOI在中文信息资源方面的

应用，并承担了科技部“数字对象唯一标识”课题

研究，为中文DOI的推广和应用奠定了基础。

2007年，经与IDF深入沟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

研究所联合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开始提

供中文DOI注册服务，建立了类似CrossRef系统

的服务平台(www．chinadoi．cn)，并且制定了为广

大中文学术期刊杂志社所能接受的服务价格，目

前会员费为500元／年，每注册一个DOI标识符

仅收取l元人民币191，同样一个年发表300篇论

文的中文期刊所交纳的年费用仅为800元人民

币，基本上等同于一篇学术论文的版面费。截止

到2008年5月，中文DOI注册与资源互联服务

一57—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第40卷第4期2008年7月

中j心已经为科技部精品期刊项目组所收录的

300种精品期刊、中华医学会的l 15种医学期刊、

《浙江大学学报》(6个版)、《植物生态学报》、《数

学研究与评论》、《舰船科学技术》、《测绘科学》、

《长江蔬菜》等多个领域的学术期刊开展了DOI

注册与链接服务，目前总计注册学术论文80余

万篇，并成功注册了5000余条科学数据。另外，

中文DOI注册与资源互联服务中心与NSTL合

作，开展了数百万条的英文引文DOI匹配工作。

但是，笔者认为，DOI在中文科技信息领域的

应用还处在初级阶段，目前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

解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110 J。

首先，国内大量的学术期刊编辑部、杂志社

对DOI的概念和作用还不是十分理解，对DOI可

以用来揭示有关数字对象的信息，可以方便、持

久地获取科技文献，尤其是可以无技术障碍地实

现跨地域、跨语言、跨数据结构、跨文献种类的无

缝链接价值还没有充分认识，导致国内大量的拥

有科技资源的源头单位未能采用DOI标准与链

接服务协议。

其次，国内学术出版的源头——编辑部、杂

志社经营规模普遍较小，并且80％左右尚未建立

自己的网络发行平台，无法像国外一样快速地形

成聚合效益。

最后，国内学术出版单位和科技信息资源产

生单位对于有偿注册DOI和接受DOI链接服务

还存在观念转变障碍。

但是，笔者相信，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

一58．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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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们对数字资源需求的进一步加大，一个规范

化、标准化、可操作化、方便化的DOI系统必将在

我国获得蓬勃的发展，也必将推动我国与国际的

学术交流与资源共享。从而实现基于DOI为链条

的中西文学术论文、学位论文、科学数据、科技图

书间的无缝链接与获取，如图1所示。

4 通过DOI搜索

科技文献的方法

通过DOI查找科技文献的方法很简单，目前

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通过一些地

图2 通过I)OI获取文献的工作漉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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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074X CN：11．1784／N苴亟 当塑垦丞上=魍

基于衰面等^子愀曩效应的量示技术
曹振新，昱乐南

东南大学毫米波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210096

收藕日期2007—12．27●回日期同络版发布日期 馘日期2008．3．23
■要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构件中，调制层材科的实部与欠振波长存在单调函数关系，调制层材料的

虚部与共振强度存在单调函数关系．基于该两种现象可以设计出新型的显示器件．首先从理论上分

别提出了波长和强度可控的显示单元，而后提出了波长和强度可联台调控的显示单元，进一步研究

了具有8x8个显示单元的器件，并给出仿真结果．研究表明，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效应的显示器

件可以直接控制每个显示单元的颜色和亮度，而无需通过三基色台成，具有分辨率高，对比度高、

平面显示、高亮度、响应快等突出优点．然而，如果需要设计成实用的显示器件，尚需深入研究调制

层材料和工艺等．

关t词 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效应 显示 自然色彩 首先为文章标识DOI．供其他出版物

分类号 {中英文期刊、图书)，数据库(中

DOI：10．35730．0023—074X．2008．02．008 ■ 英文数据库、文摘数据库、全文数据

库)，图书培以及开放行取平台等标i其

对应的英文版文章： 本篇论文，并通过DOI鲢接到一个最

鹿便读者获取原文的网络存储地址。

曹振新caozx@se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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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DOI链接到西文，既简单叉方便。

同理也可从西文论文链接到中文参

考文献的全文。方便外国研究青获取

中文信息

圈3 通过DOI搜索与利用科技文献的实倒

址由DOI系统自动帮助查找。在http：／／dx．DOI．

org／的“Resolve a DOI”的提示框内输入已知DOI

标识符，点击“Go”按钮，DOI系统就会自动链接

到该文献的URL，并显示相应的文摘或全文页

面。另外，WWW．CrossRef．org网站和M佣r．Chi．

nadoi．en网站也提供了类似的解析链接功能。第

二种方式是只要将已知的DOI标识符前加上

http：／／dx．DOI．org／就可获得该文献在互联网上

的存储地址。例如，已知某文献的DOI标识符为：

10．1 103／PhygRevLett．95．253601，则在IE浏览器

中输入http：／／dx．DOI．org／10．1 103／PhysRevLett．

95．253601，就可获得该篇文献的文摘或全文。第

三种方式最为方便且已经为国际上的主流出版

商、文摘服务商、订阅服务商、集成服务平台、搜

索引擎和数字图书馆等采用，科研工作者只需轻

轻点击DOI按钮就可直接链接到相应的科技文

献中去，这是因为DOI系统中存储了每一篇已经

标识了DOI标识符的文献URL地址(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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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描述了一个具体的通过DOI来获取科

技文献的应用场景。在《科学通报》2008年第二

期发表的一篇题名为《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

效应的显示技术》论文，该篇文献的DOI标识符

为：10．3575／j．0023—074X2008．02．008，读者可

通过上述3种方式快速地定位到这篇文献的网

络存储地址，从而获得全文，进而读者还可以这

篇文献为基点，通过DOI获取相应的中西文参

考文献，而无须进行跨平台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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