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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国家科技图书馆
科学内容ＤＯＩ注册中心研究进展

ＪａｎＢｒａｓｅ
（德国国家科技图书馆牞德国汉诺威）

摘 要：本文介绍了科学数据注册的背景及“原始科学数据出版与引用”项目概况，研究了科学数据唯一标识符定义和

结构，分析了德国科技图书馆中科学数据的注册过程及所需要的基础设施，论述了科学数据的可引用性，并给出了 ３种其他

科学内容注册的实例，总结了该中心科学数据ＤＯＩ注册的现状和下一步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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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２００５年开始，德国国家科技图书馆 牗ＴＩＢ）
成为正式 ＤＯＩ注册机构。公益性研究产生的科学
内容，大部分是原始科学数据集，由德国国家科

技图书馆赋予其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可以在全

球网络浏览器中进行访问。

１ 科学数据的注册

科学文献传播的知识是原始科学数据经过

一系列加工处理后的结果。这些数据经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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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和解释，最终成为科技文献发表。只有很少

一部分的原始数据会在一般性的科学期刊上发

表。尽管目前已经制定了一些有关数据归档的政

策，但是在实际中，数据仍主要存储在不公开的

档案中，并没有存储在安全的机构库中。无法充

分获取科学数据已经成了开展学科间国际化研

究的一大障碍，从而可能导致不必要的重复研

究，且查证结果也非常困难 （Ｄｉｔｔｅｒｔ牞Ｄｉｅｐｅｎｂｒｏｅｋ
＆ Ｇｒｏｂｅ牞２００１年）。虽然每年都花费了大量的研
究资金，但是现有数据仍无法得到充分利用

（Ａｒｚｂｅｒｇｅｒ牞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牞Ｂｅａｕｌｉｅｕ牞Ｂｏｗｋｅｒ牞Ｃａｓｅｙ牞
Ｌａａｋｓｏｎ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４年）。为进一步促进数据引
用，鼓励好的科学实践及对科学研究的认可，德

国研究基金会（ＤＦＧ）发起了“原始科学数据的出
版和引用”项目（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ｉｅｎ
ｔｉｆｉｃＰｒｉｍａｒｙＤａｔａ）。

德国国家科技图书馆是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

识基金会（ＩＤＦ）的成员，业已被确定为科学原始数
据数字对象唯一标识（ＤＯＩ）的注册机构。该馆将从
地球科学领域着手，开展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的注

册工作。有关地球科学、气候和环境研究的原始数

据都本地化存储在负责数据评估和维护的机构

中。除提供本地数据外，德国国家科技图书馆还保

存了可获取这些数据的网址，包括所有书目的元

数据。在数据注册后，德国国家科技图书馆将为数

据提供一个数字对象唯一标识，作为数字环境中

内容对象的一个唯一标识。Ｌａｕｔｅｎｓｃｈｌａｇｅｒ等对科
学基础设施的内容做了详细的阐述犤１犦。

２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

２００５年 ５月，德国国家科技图书馆正式成为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的注册机构。他们为所有数据

都赋予了数字对象唯一标识。数字对象唯一标识

就是为数字网络中使用的所有实体数据指定名

称。它们可以用来提供当前的信息，包括它们（或

有关它们的信息）在互联网上的位置。数字对象

的信息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包括

查找的位置，但是它的数字对象唯一标识是永恒

不变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由两部分组成：前缀和后

缀。例如科学数据的数字对象唯一标识：１０．
１５９４／ＷＤＣＣ／ＩＰＣＣ＿ＥＨ４＿ＯＰＹＣ＿ＳＲＥＳ＿Ｂ２＿ＭＭ。 其
中，１０．１５９４是前缀，确定这个数字对象唯一标识
属于在德国国家科技图书馆注册的某个科学数据

集；ＷＤＣＣ代表其研究机构（本例为世界气候数据
中心）；紧随其后的是世界气候数据中心内部的数

据记录名称。数字对象唯一标识使用了美国国家

研究推进机构 （ＣＮＲＩ）的句柄系统 （ＨａｎｄｌｅＳｙｓ
ｔｅｍ），可在全球所有的网络浏览器中解析。国际数
字对象唯一标识基金会的网页上就嵌入了句柄服

务。例如，网址ｈｔｔｐ牶∥ｄｘ．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５９４／ＷＤ
ＣＣ／ＩＰＣＣ＿ＥＨ４＿ＯＰＹＣ＿ＳＲＥＳ＿Ｂ２＿ＭＭ就可以解析这
个数字对象唯一标识。另外，还可以在互联网浏览

器上安装免费插件实现解析，从而方便地在浏览

器地址栏中输入数字对象唯一标识。

３ 图书馆目录中的科学数据

所有数据集在德国国家科技图书馆注册后，

元数据就被储存起来。内容元数据是以定义明确

的科学数据应用规范为基础的。应用规范包括按

照针对电子媒体引用的 ＩＳＯ６９０－２标准以及都
柏林核心标准元数据属性确定的所有元数据。

Ｂｒａｓｅ对所使用的元数据做了详细分析犤２犦。

所有注册的数据集都可以通过相关数据中

心的目录获取。一些出版物附带的辅助数据集，

也被收录到德国国家科技图书馆在线图书馆目

录里（图 １）。

４ 基础设施

设立专门的基础设施，可以灵活地为数据集

注册数字对象唯一标识，并把元信息移植到相关

的图书馆目录中。其关键要素就是网络服务。这

也是德国国家科技图书馆提供自动和人工上载

注册信息的中间件的一部分。网络协议和数据格

式均基于 ＸＭＬ，便于开发商理解。网络服务在传
输层上使用了 ＨＴＴＰ／ＨＴＴＰＳ，可以通过多种常见
的防火墙进行安全防护，而无需更改防火墙的过

滤规则。

由于德国国家科技图书馆的网络服务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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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ＳＯＡＰ（简单对象访问协议），因此，数据提供者
可以把 ＷＳＤＬ（网络服务描述语言）文件输入到应
用服务器中，进而把客户端代码嵌入中间件。

Ｈｉｎｚｍａｎｎ对该基础设施进行了描述犤３犦。

５ 可引用性

由于所有数据都采用了数字对象唯一标识，

致使原始科学数据不仅是科学出版物的一部分，

而且还有了自己的身份。数字对象唯一标识就是

这个原始数据自己的唯一身份。科学家在研究中

可以通过数字对象唯一标识引用数据。如果一位

科学家看到了使用被注册数据的文章，那么他可

以对该数据进行多方面的分析，并在自己发表的

文章中通过该数据的数字对象唯一标识来引用

这个数据。

由于学术研究能否得到认可通常是通过统

计科学家的研究论文被引用次数进行考量的，因

此收集数据也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来完成的。一些文章的作者已经开始在参考

书目中通过数字对象唯一标识引用数据。例如，

Ｌｏｒｅｎｚ等在文章使用和引用的数据就包括：Ｓｔｅｎ
ｄｅｌ牞Ｍ．Ｔ．Ｓｍｉｔｈ牞Ｅ．Ｒｏｅｃｋｎｅｒ牞Ｕ．Ｃｕｂａｓｃｈ
牗２００４牘牶ＯＥＣＨＡＭ４＼＿ＯＰＹＣ＼＿ＳＲＥＳ＼＿Ａ２牶１１０
ｙｅａｒｓｃｏｕｐｌｅｄＡ２ｒｕｎ６Ｈ ｖａｌｕｅｓ牞ＷＤＣＣ牞ｄｏｉ牶

１０．１５９４／ＷＤＣＣ／ＥＨ４＼＿ＯＰＹＣ＼＿ＳＲＥＳ＼＿Ａ２。上面
所提到的是使用数字对象唯一标识来引用数据

集的典型例子犤４犦。

６ 其他类型的内容

２００６年，德国国家科技图书馆把注册的范围
延伸至其他学科领域，比如包括医学、化学以及

其他像晶体结构和灰色文献等类型的内容。例

如：

（１）病例研究。与欧洲变态反应与临床免疫学
会 （ＥＡＡＣＩ）合作，例如：Ｍ．Ｂｌａｎｋｅｎ牞Ｌ．Ｂｏｎｔ
（２００７）。一名呼吸短促和困难的８个月大的女婴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为ｄｏｉ牶１０．１５９４／ｅａａｃｉｎｅｔ２００７／
ＣＲ／６－２１０９０７。

（２）灰色文献。与欧洲计算机图形学会
（Ｅｕ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合作，例如：Ｋ．Ｄｅｂａｔｔｉｓｔａ牞Ｌ．Ｐａｕｌｏ
Ｓａｎｔｏｓ，Ａ．Ｃｈａｌｍｅｒｓ，并联组件渲染加快发光缓
冲，欧洲计算机图形学会并行图形和可视化研讨

会（２００６年）第 ２７－３４页的数字对象唯一标识为
ｄｏｉ牶１０．２３１２／ＥＧＰＧＶ／ＥＧＰＧＶ０６／０２７－０３４。

（３）晶体结构。与英国图书馆联网办公室
（ＵＫＯＬＮ）合作：６牞７牞９牞１０牞１２牞１３牞１５牞１６－Ｏｃｔａｈｙ
ｄｒｏ－ｂｅｎｚｏ－１牞４牞７牞１０牞１３－ｐｅｎｔａｏｘａｃｙｃｌｏｐｅｎ

图 １ 在线图书馆目录中的数据集搜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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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ｄｅｃｉｎ（一种分子式结构 Ｃ１４Ｈ２０Ｏ５）的数字对象唯
一标识为 ｄｏｉ牶１０．１５９４／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ｃｈｅｍ．ｓｏｔｏｎ．ａｃ．
ｕｋ／１４５。

７ 现 状

截止到 ２００７年 １０月，德国国家科技图书馆
已经注册了 ４７５万个数据集、１２５万个科幻电
影片段、６３０２个病例研究、３４２份技术报告以及
１１２个学习对象。今后，对社团资助的研究所产生
的科学内容进行登记将是德国国家科技图书馆

的一项主要任务。这将包括对各种不同类型内容

的注册，像晶体结构、地球取样以及 ３Ｄ模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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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之间实现互相链接；实现现有大型科学仪器中

心在网站层次上的互联互通。

（３）从深度和广度上加强大型仪器信息资源
建设。大仪中心信息资源建设是大仪中心信息共

享平台的基础，在深度建设方面，主要是完善内

容，对仪器性能、原理、使用等进行完善而有深度

的介绍；在广度方面，增加科普、论坛、机时预约、

科研成果和相关文献介绍等内容。

（４）推广离子探针中心的服务模式。在提供
传统仪器信息服务的同时，开展远程共享和仪器

使用情况监控等服务，不仅利用国内的仪器资

源，还通过远程共享技术利用国外仪器资源为国

际服务，从而提升大仪中心信息共享平台的服务

功能；该模式具有极强的推广价值，并有力地提

高了国内仪器服务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５）在现有基础上建立国家大型仪器中心英
文网站，提供仪器资源的英文信息，使大型仪器

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资源共享。该平台不仅能

聚合现有的信息资源，而且能整合国内外与大型

科学仪器相关的信息资源。国家投入巨资建设的

大仪中心，其服务范围应该不仅仅是在中国，还

应该走向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大仪中心代表

了我国科学仪器使用的最高水平。

（６）加强大仪中心信息共享机制的研究，通
过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共享网络，发布仪器信息和

相关合作研究信息，形成一个信息交流和同行合

作的窗口，并通过合理的信息共享机制来吸引更

多科学家、研究人员来大型科学仪器中心进行科

研工作，产生高水平的科研成果犤５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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