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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元数据仓储构建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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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各种信息资源铺天盖地而来，信息资源结构以及对资源结构的需求也在发生着

变化，传统的文献信息服务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用户的需求。通过对现有的异构整合技术进行分析比对，提出基于元数

据仓储构建区域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结合平台的建设实践，探讨元数据仓储知识库的构建，并对平台的功能模块

设计、实现以及应用成效等进行详细说明，最后指出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未来的建设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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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ocument Sharing Service Platform 
Based on Metadata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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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various information resources are overwhelming. 

Information resources structure and the demand for resources structure are changing. The traditional information 

service has been unable to fully meet the demand of users.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existing integration 

technologies, the way of build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ocument sharing service platform based on metadata 

storage is proposed.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ocument sharing services platform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metadata storage is discussed.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tform 

are detailed described. Finally,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ocument sharing service 

platform is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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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文献资源是国家宝贵的战略资源，是创

新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推进科技资源共享作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提升

科技、经济社会发展“软实力”的重要支撑 [1-4]。

我国十分重视科技文献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早

在《2004-2010年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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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中明确提出要重点建设六大平台，以促进全

社会科技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利用。“科技文献

共享平台”就是其中之一。目前，在全国31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中（不包括港、澳、台），除

北京外其余均建立了省级科技文献共享平台 [1]，

西安、杭州、南宁、宝鸡、常州等地区也建立了

市级科技文献共享平台。现已初步建成了国家、

省、市三级科技文献共享平台。为科技创新、经

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源保障 [1]。

江苏省工程技术文献信息中心（简称“中

心”），通过集成、整合社会优质资源，以少量的

杠杆式引导资金，调动了江苏省科技、教育、文

化三大系统10家单位的存量文献信息资源，在

全国率先建成省一级跨部门、跨系统的共享共建

科技文献信息服务体系 [5]。但随着现代科技信息

服务业的深化和平台建设工作的推进，原有平台

的功能架构和服务体系已经无法满足用户日益增

长的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平台

服务用户数出现了级数增长，资源品种也在不断

变化，用户对平台的服务水平和服务层次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二是国内各文献资源平台在建设初

期大多采用基于页面分析的网页搜索代理模式，

虽然实现了跨库统一检索，但是存在着检索速度

慢、维护复杂、数据著录缺乏统一标准、难以扩

展等弊端，对于外网用户使用数据库的知识产权

问题也难以解决；三是在当前建设创新型国家的

大环境下，政府、科研院所以及企事业的科技人

员更加关注能否从海量级资源中高效、便捷的获

取最有价值的知识服务，以改变资源超载与知识

饥渴并存的现状。

因此，在上述需求的推动下，迫切需要对原

有平台进行升级改造。引入元数据整合技术，并

将知识服务的理念融入到文献资源整合中来，在

此基础上集成互联网采集、文本挖掘和热点发现

技术，开发基于元数据仓储的科技文献共享服务

平台，从而在实现资源统一检索的同时，进一步

扩大检索范围、提高查全率、提升检索效率，为

实现传统文献服务向知识服务转变提供强有力的

资源支撑，为实现知识深层次挖掘与分析提供依

据。本文将重点论述新构建的江苏科技文献共享

服务平台的结构、功能及其成效。

2 元数据仓储知识库

江苏省工程技术文献信息中心是由10家单

位共同建设以实现资源共享与服务的。由于各单

位订购资源之间缺乏关联再加上资源商的服务范

围限制，无法实现资源的充分共享与利用。为了

解决此问题，中心启动了二期改造工程，通过采

用元数据整合技术，将来自于不同系统的异构资

源通过元数据规范标准进行采集、整理与加工，

构建元数据仓储知识库。

2.1 元数据整合技术

传统的文献资源平台大多采用基于页面分析

的网页搜索代理模式，即通过对不同检索系统的

页面进行特征分析，提取检索结果的跨库检索方

式。元数据是关于数据的组织、数据域以及关系

的信息，也就是“关于数据的数据”[6-9]。元数据

整合技术通过制订统一的元数据规范，屏蔽系统

之间的差异，可以实现对分布在不同物理存储空

间的多种资源元数据的采集和集中管理，并通过

对抓取数据的转换、清洗、质量检查、数据抽取

和深度标引构建海量的仓储知识库 [9]。通过对上

述两种整合技术进行对比（表1）不难发现，基于

页面分析的整合技术虽然实现了跨库统一检索，

但是存在着检索速度慢、维护复杂、数据著录缺

乏统一标准、难以扩展弊端。而基于元数据的整

合技术相对页面分析技术来说，通过定义资源元

数据规范，将资源进行有序整合、集中式管理，

从而有效地解决了跨库检索系统检索速度慢、维

护复杂等问题，同时由于其具有数据集中存储、

检索效率高等优点，在用户统一身份认证、资源

的二次开发以及深层次文献服务等方面更具优

势，能够为用户提供更高层次的知识挖掘和分析

服务，将大大提升平台的资源利用率和服务效

果。

2.2 元数据仓储的架构

元数据仓储知识库是基于统一的元数据规范

构建不同资源的元数据库，通过对分散的、异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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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整合，屏蔽系统之间的差异，满足对元数

据的存储需求，实现元数据管理和共享。基于平

台资源的现状，根据元数据仓储整合原理，构建

了平台元数据仓储架构图，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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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元数据仓储架构图

构建元数据仓储知识库首先要做好资源分

析，对现有文献资源和外部网络资源进行梳理，

确定资源类型，并针对各种不同的类型明确资源

的采集方法、加工模型、加工方式、采集接口以

及开放协议等，建立统一的元数据规范与加工流

程标准。元数据的采集与加工是仓储知识库建设

的重要环节，本平台建设中采用关键词抽取、关

键词分析、信息重组分类等多项技术，成功开发

了数据加工采集系统工具。通过在元数据仓储知

识库中建立各个资源元数据加工规范模板，配置

相应的采集参数，由元数据仓储系统自动实现元

数据的采集与存储。采集过后的数据通过去重去

噪、自动标引等功能完成二次加工后再进入元数

据仓储知识库。

本平台以元数据仓储技术为核心，整合各

类资源，形成了满足江苏省需求的工程技术文

献信息资源体系，数据量达1.7亿条（截至2013
年12月），国内外重要工程技术文献中文满足率

达90%以上。基于元数据整合模式的跨库检索解

决了原数据库系统资源记录孤立、关联度不高、

用户使用时难以形成知识间联系网络等问题，同

时元数据的使用仅涉及文献的题录文摘等表征数

据，不侵犯知识产权，而原文则采用传递等国内

外常规方法解决，从而做到在不影响知识产权的

情况下将国内外优质数据库资源整合起来对用户

开放服务。

3 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元数据仓储知识库的构建为实现科技文献

共享服务平台提供了基础保障。在此基础上集成

WEB2.0、AJAX、WEBService、RSS、中文自动

分类等技术，应用门户系统把各种应用系统、数

据资源和互联网资源统一集成到通用门户之下，

根据每个用户使用特点和角色的不同，形成个

性化的应用界面。通过对事件和消息的处理传输

把用户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设计建立了“江苏省

工程技术文献信息中心科技文献共享服务平台”

（以下简称“平台”）门户网站，建成了支持跨平

台、分布式、异构数据库环境的综合性工程技术

表1  页面分析整合技术与元数据整合技术对比

技术指标 页面分析整合技术 元数据整合技术

检索效率
数据组织松散，结构不统一，受原检索系统约束，检

索效率低

数据集中管理，结构统一，标准规范，检索效率高，

速度达毫秒级

资源利用情况 由于数据分布式管理，检索结果重复率高 数据整理加工时清洗，去重去噪，查全率、查准率高

数据更新情况 与原有系统同步 依赖元数据加工频率

服务拓展 文献检索，原文获取
统一检索，用户统一认证，文献二次开发，深层次文

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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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系统和信息服务系统。其主要功能如

下。

3.1 文献统一检索

平台通过构建元数据仓储知识库，对存在于

不同检索系统的资源根据元数据规范进行数据处

理、关联整合，经过元数据分析，构建了期刊、

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专利、图书、科技成果等

11个元数据框架。通过抽取基本相近的元数据，

生成统一元数据框架，以满足用户对所有数据资

源统一检索功能，提高文献检索效率以及查准查

全率。在此基础上，开发了全文检索服务系统，

采用开源的全文检索引擎Lucene作为全文检索引

擎框架，实现了类似百度、Google的检索界面，

简单易用。通过对元数据进行分类处理，将同一

类别的元数据进行统一分类，实现了基于年代、

学科、资源类型等聚类分析及快速的资源导航功

能（图2）。 
3.2 用户统一登录

通过对资源元数据的整合，将各系统用户进

行统一管理，开发用户统一认证模块，以用户管

理为纽带，将平台中包括万方知识服务平台、维

普信息资源系统、中国知网（CNKI）、国研网在

内的文献检索系统集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实现了

平台用户集中管理与认证，用户相互认证，极大

方便了用户的使用（图3）。相对国内一般的文献

平台必须进入各自登录系统，实现了登录一个平

台就能快捷、高效使用不同网络环境、不同数据

结构的文献资源，解决了不同系统用户名、密码

不统一、难以记忆的问题。

3.3 特色专题库建设

元数据仓储系统的构建大大提高了特色专题

数据库建设的速度和准确率，改变了原先从不同

的检索系统中组织人工批量下载再进行数据清洗

与整理等一系列的繁杂过程，而且可以根据用户

的服务需求个性化定制特色专题服务系统，快速

形成各类特色专题数据库系统。以此为基础，根

据江苏省十大新兴产业特点，建设行业特色专业

网站，开发了特色专题数据库开发工具，实现行

业专题数据库的数据下载、加工、组织与发布的

功能，从而为用户提供了成熟的特色专题数据服

务。到目前为止已建成清洁生产、科技咨询、新

材料等特色专题数据库服务系统。

3.4 协同服务模块

通过元数据整合技术不仅将平台10家共建

单位的优质资源进行了有效整合，而且在服务上

也同时实现了整合应用。平台拥有一支由10家

共建单位服务馆员组成的优质服务队伍，应用

竞争性抢答与文献定向服务相结合的体系架构，

建立了快速响应的协同服务系统。平台上一旦有

文献请求出现，任何一家共建单位都可进行“抢

答”，来竞争该请求的服务权（图4）。“抢答”

机制大大提高了服务效率，传递速度具有明显优

图2  统一检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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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对一些特殊文献（如标准）系统指定服务单

位，有了该类文献请求之后，系统将会自动分配

给该单位的服务馆员，这不仅提高了平台的服务

效率，也大大保证了文献服务的质量。

3.5 NSTL接口模块

利用WebService技术与元数据整合技术，打

通了与国家科技文献中心（NSTL）的接口，在全

国率先实现了国家资源与地方资源两套系统的完

全融合，使得用户可以在平台中直接访问NSTL
资源，实现了用户的统一管理、原文直接索取以

及费用统一结算等功能（图5）。

4 应用成效

江苏省工程技术文献信息中心科技文献共

图3  统一登录实现界面

图4  协同服务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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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服务平台已于2012年12月3日通过了专家组

验收，总体运行平稳，各项服务指标呈现了突

破性增长，如表2所示。据最新统计，2013年度

平台新增元数据1600万条，实现原文传递量达

364696页，新增用户数8200户，访问量突破300
万次，服务用户总数达3万家，数据量和服务量

再创历史新高。

可见，通过采用元数据技术对科技文献资源

进行有序整合，加速了资源检索的效率，提高了

资源覆盖率和利用率，大大提升了科技文献平台

的整体服务能力。2012年11月，在中国科技信

息研究所组织开展的全国科技文献平台共享评估

中，平台综合排名位列省级文献平台第一 [10]。

2014年2月，在江苏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平

台荣获2013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三等奖。

5 结语

在现有文献资源的基础上，江苏省科技文献

图5  NSTL访问界面

表2  平台改造前后指标对比情况

技术指标 平台改造前（基于页面分析技术） 平台改造后（基于元数据技术）

检索速度 秒级 毫秒级

一次性可检索数据量 3000万 1.48亿条

共享数据库量 21个 35个

年人工原文传递量 14886页（2011年） 181718页（2012年1-10月）

统一账号登录 不支持 支持

支持在线并发用户数 20人 500人

平台承接深层次文献服务量 50 1800

检索频道数 6 12

分中心建站与同步服务 没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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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协作共用的和谐机制，只有坚持整体规划和

科学论证，致力于平台体制机制创新，才能真正

保证大型科学仪器共享平台的可持续发展。平台

的创新发展需要分级分步建立大型科学仪器共

享服务体系，逐步形成大型仪器资源平台制度体

系，创新服务模式支持经济发展。大型科学仪器

区域协作共享平台的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相信在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大型科学

仪器设备共享工作能越走越好，为学科发展、科

研实力的提升和企业科技创新创造更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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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平台整合科技政策、科技成果、科技专

家、大型仪器、地方科技信息、科技金融、产

业动态、项目申报指南等与企业创新各个环节

紧密相关的科技资源，以国内外知识管理、知

识发现、知识挖掘、知识分析、知识服务等理

论为指导，对整合的各类科技资源进行挖掘、

整理、重组，形成科技资源共享知识库并研发

出科技资源知识服务系统成为了平台未来的发

展方向。目前，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已经开始了知识服务平台的相关研究和建设

工作，在不久的将来，基于元数据仓储构建

的中心服务平台不仅能够为科技创新提供文

献保障的平台，而且能够为企业创新提供增

值性、智能化的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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