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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学文献书目数据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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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学文献资源集成和共享是对馆藏地学文献资源有效利用和补充的一种方式，并逐渐成为当下各图书馆

所关注的重点。以现代网络信息技术为支撑手段，开展地学文献书目数据资源共享平台建设是全面、彻底地进行文献

书目数据资源共享的一个重要和最佳的途径。本文对地学文献书目数据资源共享平台服务体系的建设、建设原则及取

得的成果、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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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gration and sharing of documentation resource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use and supply of 

geoscientific documentation by library. Now, it plays more essential role in libraries than ever before. Using 

modern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support and establishing of geoscientific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 system are both significant and convenient ways for share of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 directly and comprehensively. We study on geoscientific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 

system to summary achievements and find uncover possibl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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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球科学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地学文献资

源的空前繁荣，各学科互相交叉，互为手段，其

学术成果和技术方法相互借鉴和利用，但由于文

献资源各自分散，尚未形成一个可利用的地学文

献资源平台。因而构建覆盖行业、辐射全国、服

务社会、高效快捷的地学文献信息保障体系平台

是中国地质图书馆“十二五”工作的首要目标。

2008年中国地质图书馆依托“地质资料文献共

享服务体系建设”项目正式启动了地学文献书目

数据资源共享平台系统的建设，该平台建设的目

标为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地学文献保障运行机

制。以中国地质图书馆为核心联合中国地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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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所属六大区所相关单位和其他专业院校图书馆

为分中心，按区域和专业特色进行文献资源的分

工合作，共建地学印本文献资源和网络信息资

源，构建起地学文献资源保障体系，为文献检

索、查询和信息发布提供良好的服务和交换平

台；为地学文献资源的深入挖掘、分析、整理和

资源共享提供软、硬件基础，更好地为地学发展

和地质找矿突破助力。2013该项工作被纳入“地

学文献资源集成整合”项目继续推进。

地学文献书目资源已具备共建共享的条件。

首先，地学文献书目数据共建共享具有良好的工

作基础。地学文献资源共享工程自启动以来，受

到了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高度重视。 截

至2013年底，地学文献资源共享工程已建成1个

书目中心，VPN用户6500个，与全国46家地勘

单位签定了合作共享协议。其次，随着网络技术

的普及应用，地学文献书目数据与资源跨地区共

建共享实现的难度大大降低。 一是地学文献资源

网络化信息大大扩充了地学文献资源的内容和数

量。 二是地学文献资源处理手段日益现代化， 地

学文献资源采集、加工、传播更加容易，缩短了

地学文献资源流程，降低了时间成本。最后， 地

勘行业科研人员获取地学文献资源的能力提高，

信息意识增强，通过文献传递与馆藏资源电子

化，不同地域的“资源鸿沟”现象得到了改善。

本文对地学文献书目数据资源共享平台服务

体系的建设、取得的成果和存在问题进行了梳理

和总结。

2 共享平台建设思路与原则

以现代网络信息技术为支撑手段，对地勘行

业各单位地学文献资源进行有效的集成整合，使

之成为建设地学文献书目数据共享平台的重要环

节。将分散于各种载体、不同地理位置的文献信

息资源以数字化方式存储、以网络化方式互相连

接、呈现及利用，方便快捷地实现了文献信息资

源的共建共享，使之形成统一规划、统一布局、

统一管理、统一标准规范的有机体制。

根据地学文献资源共享平台建设需要，规划

和建设地学文献书目共享平台网站，立足于地学

单位，以各单位书目数据为主体，其他各数据库

为辅助的共享服务平台，将海量的文献资源通过

集成化的共享平台组织和揭示，用户可以极其快

捷地查询到相关文献，实现了信息发布、数据加

工、信息导航、用户管理等功能，能够满足用户

个性化、多样性的服务需求。

几年来，本着“边建设，边使用，边完善”

的基本原则，通过先建中心馆，然后试用，最后

推广，形成地学文献书目数据共享服务体系 [1]，

逐步建成了现在的26家成员馆，约47万条的书

目数据库。可供各成员馆共享书目数据与文献资

源传递及查询服务。完善的书目数据资源共享平

台建设系统大大提高了图书馆的编目能力、远程

检索能力，为图书馆实现全方位、多功能文献资

源共享服务奠定了基础。充分发挥了图书馆在网

络环境下，把馆藏的海量文献资料通过集成化的

检索系统变成可能。形成以中国地质图书馆为中

心，成员馆共同提供的在线目录服务，读者可以

通过检索平台，查询到每个图书馆的馆藏目录，

为终端用户提供无缝连接服务。共享平台建设原

则有以下5项。

（1）协作共建原则：通过书目数据资源共享

平台建设，减少成员馆书目数据的重复建设 [2]；

保证一个图书馆对一本书编目后，其他图书馆可

分享书目信息的功能。

（2）资源共享原则：实现成员馆范围内共享

编目成果；通过文献传递等实现文献资源共享。

在对地勘行业图书馆的调研中，我们了解到，近

两年各院所图书馆在文献资源的投入上相对较

少，且在文献资源收藏上，出现了馆藏同质化的

现象，缺乏具有特色的资源或特色收藏服务于科

研活动 [3]。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重要目标之一是

克服馆藏资源的雷同、不系统和不完整的问题。

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仅能够节省人力、物力和财

力，同时也能够提高文献资源的利用率，避免各

单位重复建设所造成的“资源浪费”，也符合资

源共享原则。

（3）数据唯一性原则：数据库内同种文献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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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一条书目数据，以避免同种文献馆藏信息过

于分散。

（4）服务用户原则：以用户需求为中心，对

成员馆提供包括书目数据资源共享平台建设、业

务培训与咨询指导、文献传递等多种形式的服务。

（5）集中管理原则：为保证数据的安全、方

便数据库维护，书目数据库采用集中管理。中国

地质图书馆采编室负责对地学文献书目数据服务

平台进行统一管理，成员馆共同建设，共同使用。

3 共享平台建设目标

（1）通过地学文献书目数据资源共享平台的

建设，可有效拓展资源范围与为读者服务的宽

度 [4]。提高中国地质图书馆、局属单位图书馆、

地勘行业图书馆、地学专业院校图书馆馆藏资源

的使用率。

（2）通过对中国地质图书馆以及局属27家单

位馆藏资源的学科及类型分析辅助图书馆制定采

购计划，为合理使用采购资金提供重要依据。

（3）通过位置导航统一化，集中图书馆文献

资源的详细信息，以展现出联合特性的规范化组

织模式支撑成员馆共存、共赢、共发展，从而实

现在数字化时代由图书馆员、合作和技术三大基

本要素组成的图书馆文献资源共享联盟 [5]，为每

一个成员馆、科研工作人员带来更多益处。

（4）通过以地学文献书目数据服务平台建设

为抓手，积极推进元数据仓储和地学搜索平台的

开发。借鉴大数据理念，采用适用于一次写入多

次读取的数据处理模式，整合馆藏各类数据。实

现各类资源的统一检索，获得用户好评。

（5）通过对读者检索阅读倾向的收集分析，

实时展示读者的检索热点和读者推荐等，从多角

度揭示学科热点，为读者搭好科研平台。

（6）通过建设特色地学文献资源，保障地学

工作者需求。建设一批具有地学特色的数据库，

持续更新，并提供服务。特色数据库能充分显示

资源建设的特色，体现专业优势，如地质图幅的

数字化、馆藏珍贵文献的数字化等。

（7）通过建设地学文献资源书目共享平台，

为矿产资源的勘查和评价提供了文献资源保障，

有效缓解各局属图书馆的编目困境，缩短新书上

架时间；通过馆际互借、文献资源传递（纸质与

电子）等方式，有效满足了全国地勘行业特别是

野外一线科研人员对地学文献资源的需求，获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4 存在的问题

地学文献书目数据共建共享面临众多的困难

和障碍，需要尽快研究解决。

（1）一个完善的书目数据资源共享平台中

心，需要建立必要的规范控制系统，以便联机检

索和联机编目体系进行有效的规范控制。其目的

是为了进一步完善目录的汇集功能和查询功能，

保证目录体系中标目前后的一致性和唯一性，以

适应国际、国内书目资源共享的需求 [6]。目前，

地学文献书目数据服务平台缺少以检索控制为目

的的联机规范控制系统，因而很难保障文献的查

准率和查全率。由于目前各个图书馆对文献的分

类、著录、标引、检索和计算机网络规划等方

面，往往只考虑从本馆的需求出发，只满足于自

建自用的应用要求，缺乏统一的馆际互借、联机

编目、联合采购等功能，从而使网络交流受到限

制。

（2）现代技术应用的不同步发展。实现地学

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没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

去实施将是一句空话。图书馆网络化能够极大

地提高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知、共享的效率。

目前由于分散在各地的地勘行业图书馆发展水平

不均衡，在应用软件上也不尽相同，有的未采用

Z39.50协议，从而阻碍了地学文献信息资源共建

与共享发展。

（3）与国家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中国高

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CALIS）、中国科学院

国家科学图书馆书目数据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系

统、深圳地方版文献联合采编协作网、上海文献

保障联合编目中心等五大联合编目机构相比，无

论在成员馆的数量，还是在文献资源书目数据量



·专题研究：文献资源共享研究与实践·马翠凤等：地学文献书目数据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研究

─67─

上，都相距甚远。因而地学文献书目数据共享

平台的建设，应该围绕地球科学创新及发展在

“特”字上下功夫，凸显特色收藏，以特色收藏

来完成为公众服务的目的，体现行业优势，从而

构成国内一个相对比较广而全、专而精的地学文

献书目数据共享平台 [7]。

（4）资金不足。通过调研我们了解到，地勘

行业图书馆文献资源工作由于经费短缺与书刊价

格不断增长的矛盾，使文献的入藏量普遍下降，

品种逐渐减少，这必然会使文献收藏的系统性、

完整性和连续性受到影响，致使文献得不到保

证。另外，共建共享网络自身迫切地需要经费投

入，没有必要的经费保障， 地学文献书目数据资

源共享活动不可能长久地开展和扩大，所谓一站

式服务也将成为一句空话。

（5）基础设施滞后，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

计算机技术发展迅速， CPU不到2年就要更新，

应用程序占用空间不断扩大， 数量也呈几何级数

增长，数据库需要存放的空间大幅度增加， 所有

这些都对计算机硬件设施提出了新的要求。虽然

通过项目建设已经对设备进行了更新，但随着用

户的大量增加，网络检索速度还是不能满足日益

增加的用户需求，因而基础设施的滞后也成为制

约地学文献资源共享的瓶颈。

5 对策建议 

5.1 加强组织管理

从组织结构的视角观察，地学文献资源共建

共享参与主体众多， 因此需要一个专门机构对其

发展进行长远规划。有必要建立一个相应的共享

管理机构，对各院所图书馆、地勘单位图书馆进

行业务指导，统筹安排，协调各方利益，以实现

资源的最优配置。 

5.2 加强政策保障

地学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服务体系需要强有力

的政策保障。一是地学文献资源开放政策。在不

损害创造者利益的前提下，地学文献资源要尽可

能让社会成员共享。 同时要兼顾各方利益，让资

源最大限度发挥作用。二是经费筹措政策。地学

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服务体系的建设需要大量的经

费投入，只有制定共建共享经费筹措政策，明确

各方的责任和义务，才能确保共建共享有稳定的

经费来源。三是技术支持政策。现代信息处理技

术的发展为地学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持，为了充分发挥技术的促进作用，需要制

定相关的技术支持政策。

5.3 加强资源整合

地学文献资源共享体系的建设， 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就是一个地学文献资源整合的过程。建立

文献资源的整合机制，关键是要成立一个共建共

享协调管理机构，建立一个统一的文献数据资源

管理和发布平台，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参与积极

性，集中收集各方面的地学文献资源，进行统一

的存储和管理，并根据用户的需求和设施条件进

行优化配置， 充分发挥地学文献资源的社会效果。

5.4 加强协同服务

进入21世纪，图书馆事业在网络环境、信

息技术的重塑下发生了重大变革，对专业图书

馆而言，这种变化无疑是难得的机遇，但也是

严峻的挑战。随着信息载体形式的多元化和信

息传播网络化的发展，人们期望能实现5个W的

信息沟通愿望，即任何人（whoever）可以在任

何时间（whenever），任何地点（wherever），都

可以和任何一个其他人（whomever）或组织，通

过网络传递任何信息（whatever）。这就要求创

造一个开放、灵活、没有围墙、突破时空限制

的信息传播中心。这使当前图书馆所处的各种

环境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文献资源共享建设

与服务也发生着革新。第一，文献资源环境的

变化。数字出版已经和传统出版并驾齐驱，图

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正在发生着变革。第二，图

书馆的服务正在向数字服务环境转变，图书馆

将是泛在图书馆。第三，知识化服务正在被越

来越多的图书馆所重视。第四，文献资源的爆

炸式增长，为全球图书馆文献资源采集带来巨

大障碍，因此联合尽可能多的特色馆，进行协

同服务与资源共享将越来越被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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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完善和改进各平台网站影响力评价的

同时，各平台承担单位也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来增

加其平台网站影响力，如设立网络专员、开设有

针对性的社交网络账户或者社交平台、建立与搜

索引擎的合作等。

在数据时代，资源异常丰富，同时也增加了

筛选和查找的难度。这就要求资源拥有方扩大影

响力，更加方便、快捷地向用户提供优质资源。

网站这一信息传播通道将会变得更加重要。我们

相信，在资源不断建设和影响力不断加强的背景

下，我国科技事业必将得到更加健康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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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地学文献书目数据资源建设和运行，基本实

现了服务国土资源部和地质调查局、面向全国的

共享服务体系，不仅在中国地质调查局所属单位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随着文献资源工作的

不断推进，用户对地学文献资源需求的加大及文

献共享服务体系的发展，地勘行业、地学类高校

具有特色收藏单位的加入，将不断扩大地学文献

资源共享平台的服务范围。

地学文献是专业图书馆藏书体系中的独特

资源，具有鲜明的特点且数量稀少。共享平台的

建设应该是成员馆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共同发

展。在中国地质调查局属单位地学文献资源基础

上，联合更多的地勘行业图书馆、高校地学类图

书馆等文献资源单位，逐步构建起全国地学文献

资源保障体系。这个服务体系应该是：在线、机

读、动态、可不断扩充和完善、供科研人员及公

众共同使用的地学文献资源保障中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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