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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在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 

申飞驹，袁 红，董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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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 XML的特点和功能，并从有序地组织信息资源、高效地满足用户需求、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 、更好地共享 

信息资源四个方面分析 了XML在数字图书馆 中的应用，及在国内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现状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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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喇 ：111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 of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X )are introduced．Its apphca— 

tion in digital libraries is discussed from 4 aspects such as aI瑚  ng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 order，satisfying 

user needs efficiently，protec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 IR)effectively and sharing information re— 

SOLII~e．At the~ time，the current status and prospects of its application in China are outlined and forecast—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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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是一项重要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将高新技 

术运用到网络信息资源的生产、交换和使用 中是数字图书馆 

的一项基础工作。高新技术要解决的问题是面向 21世纪的 

因特网，有序地组织信息资源，高效地满足用户需求，有效地 

保护知识产权，更好地共享全球的知识资源，切实解决 目前 

在因特网上长时问寻找、太多的垃圾 、不易实现资源共享、难 

以保护知识产权等问题。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是 W3C(the w0rld wide 

Web Consortium) 作组制定的可扩展标记语言。作为未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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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的基础技术 ，XML在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 已不再是纯理论 

层次上的概念 ，而是不断深入和发展中的现实。本文分析 

XML的特点和功能以及在数字图书馆 中的应用 、现状和前 

景。 

1 XML的特点和功能 

标记语言(HTML，SGML，XML等)使用标签及其他标识来 

描述某个事物应该如何合理地显示在计算机屏幕上。得益 

于其简洁和通用的特性，HTML是目前使用最广的标记语言， 

但它仅描述信息表象而不说明信息本质 ，且它的标签集合是 

固定的，其致命弱点在于“仅为满足发布”。 

sG 通用标记语言)作为 HTML和 XML技术 的前身， 

是一种独立于各平台的语言 ，用于规定信息的语义结构。但 

由于 SGML过于复杂，web浏览器解释 SGML语法规则 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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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量过大 ，限制 r它在网络中的广泛运用。 

XML是 SGML的一个经过严格筛选的子集 ，它以 SGML 

20％的难易度实现了其 8o％的功能。同时 ，XML解决 r HT— 

ML的许多限制和不足 ，用户可以自行设立专用标签 ，如在医 

院的诊疗记录文件中设立 <诊疗记录 >，<病人 >，<诊疗 

日期 >，<治疗方案 >等标签描述 内容元素，并通过标签的 

层次结构进一步揭示各内容元素之间的关系。所以，XML被 

称为元语言(Meta Lartguage)的正式标记语言，它将处理的触 

角深入到了信息的内容层次。XML文件通常有两部分 ：一是 

XML标签及其内容 ，二 是定义标签及其相互关系的文件定义 

类型(Document Type Definition，DTD)。 

如何进行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共享 已成为全球性的 

热点问题，人们期待研究和开发基于信息内容的新理论、新 

方法和新技术来解决开发、利用、共享信息内容的现实问题。 

XML以其强大功能得到 了广泛的认同和应用。凡有信息利 

用的领域，就可应用 XMI 。而应用 XML的领域，如数字图书 

馆 ，电子商务等倍受青睐。 

2 XML在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 

早在 1995年，国家图书馆就开始跟踪发达 国家数乍图 

}5馆的研究 ，并先后在文化部和国家计委申报若干有关的科 

研项 目进行研究 、1999年又建立了数字图书馆的实验环境 ， 

进一步验证建设数字图书馆的关键技术 ，包括数据资源建设 

的技术支持，采用标记语言对资源进行标记；元数据查询系 

统；形态数字资源的对象数据存储和检索系统 ；高速馆域网 

的网络系统；多家合作建设资源库的试验及实践。作为 一项 

新的技术，XML提供了制订数字图书馆技术方案的新思路 

作为信息处理的新国际标准，XML在数字图书馆的信息存储 

和加工、流通与交换 、利用与再利用 、安全与保护、扩展 增 

值等方面的应用都是其他标准所无法比拟的。从宏观 }说 ， 

XML在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包括外部应用和内部应用 外 

部应用是指 XM1 提供了对 Web结构化信息管理的町能 ，使 

得数字图书馆参与网络信息资源组织与管理的环境更为有 

利；内部应用是指 XML优化 _r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的组织 、 

使用 、保护和共享。XML在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主要包括以 

F四个 方面。 

2．1 有序地组织信息资源 元数据是网络资源组织发展的 

热点，是描述和管理对象数据的数据。MARC和都柏林核心 

集都是元数据。对于 日益增长的网络信息资源来说 ，元数据 

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发现工具，它可提供有关资源本质和内 

容的信息 ；二是定位工具，它可提供网络资源的确定位置，极 

人地方便了网络资源的组织和资源发现。 

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内容是按照用户需求挑选出来的高 

价值的知识信息 ，经过分类 、编辑 、整理、加工，以受教育着易 

t 接受的形式提供。它是一种增值的海量信息资源库 为 

实现海量信息的有序组织，数字图书馆将信息资源分为元数 

据和对象数据。元数据是关于信息资源的形式(格式)、主要 

内容、存放位置等信息的集合和摘要，相 当于传统图书馆的 

目录。对象数据 是指数字化的文本 、图片、声音、影像等数 

据，相当于传统图书馆的藏书(内容)。充分利用元数据对信 

息的特征进行描述来构造某些信息的特征数据，利用“特征 

数据”高效有序地组织信息资源。 

元数据与 XML发展密不可分。元数据是为解决 网络信 

息资源有序组织的效率与质量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HTML 

在描述非结构化数据上缺乏足够的能力。考虑到数字图书 

馆信息资源增长的速度，任何手工和人力著录信息资源的做 

法都是不．Ii-i的。元数据格式也只是权宜之计，因为任何一 

种元数据格式都无法对所有信息资源进行著录。但如果使 

用有语义的标识标记数据或文档，就可以使数字图书馆信息 

著录和组织走 出困境 ，XM1 _F好适应 了这样 的需要。利用 

XML可以生成各种用于不同目的的元数据、 由 W3C提出的 

RDF(Resource Dc~,4ption Frmr~work，即资源描述框架)是一种 

基于 XM1 的元数据规范，是在 XM[一 更深层次的应用，采用 

XML句法表达语义。RDF使数字图书馆具有更佳的搜索引 

擎功能，在数字图书馆的网络导航中将发挥巨大作用。 

2．2 高效地满足用户需求 

2．2．1 丰富信息表现形式。HTML的语法格式过于简单，无 

法处理如音乐乐谱 、化学方程式 、数学公式以及_[程应用等 

数据 就显示 而言 ，不同的浏览器或不 同的 HTML规范版 

本 ，显示结果不尽相同，而 HTML本身又无法扩充来支持各 

种专门的格式，因而大大 限制 T HTML信 息表现 的领域 

XML定义新的标识语言应用到不同的专门领域，再通过标准 

的客户端处理程序，就如同现行的插件程 字一样，可 以达到 

相同显示的目的，让每位浏览者都能看到相同的信息 ，也可 

以将相同的信息 以各种不 同的样式呈现，如 HTML和 PDF 

等，或者动态地改变信息内容。XML给数亨图书馆带来 了丰 

富的信息表现形式 ，以满足用户多样化表现信息的需求。 

2．2．2 方便信息获取。XML应用在数字图书馆便于信息获 

取的机制在于查询系统直接针对元数据库。 目前因特网上 

提供的信息资源标 引深度多以文献条 目为主，大多数全文 

文献则是不经标引上网，搜索引擎按每种文献的前 50—2O0 

字进行关键词抽取 ，与查询请求匹配得 出结果 ，既难查全也 

难查准。数字图书馆中信息资源的标引则深入到文献内容， 

对其每一数据对象使用 XM1 进行标记，并抽取元数据组织 

元数据库 查询系统在元数据库 中寻找满足用户要求的信 

息。例如，当今世界上每年有 750万份史献，假定每份文献 

有 2O0页，每页有 4OO个汉字 ，需要的存储空间为 1 200G，如 

果在这 1 200(；的全文中检索关键词 ，所需的时间、检出信息 

的相关度等都是不可想象的一假如采用元数据方式，如果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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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每份文献需要 5o个字段，全部字段的长度平均为 1 500字 

节，那么元数据的存储空间为 10．25G，在这 10．25G的元数据 

库中查询文献的特征，使用的时间和检索出信息的准确率与 

简单的全文检索相 比将极大地提高。如果将全国的元数据 

在一个大的区域中共享检索，可以有效地解决全国资源利用 

的关键问题 ，即让用户知道谁有什 么对象数据。可见，在数 

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加工软件系统 中采用 XML技术，是实现 

数字图书馆高效信息获取的重要措施。 

2．2．3 方便信息利用。HTML只是将信息传达给读者，用 

m'ML制作的界面与各数据库打交道时，要经过复杂的转换， 

而数据在数据库之间交换时，更要大费周折 。而 XML数据 

是结构化的数据 ，可通过程序进行各种操作 ，且 XML平台上 

可使用多种软件，这就使得用它表示的数据具有良好的使用 

效率和可重用性。读者下载的 XML文件可利用不 同的程序 

自动加工 ，如正文某一部分的抽出和显示，存储或转存，在数 

据库之间的数据交换等。对于一篇文学作品来说，XML在信 

息利用方面的优势可能并不突出，但对于文件中成组、规律 

性的统计资料、数据库内容来说，XML能够将这些信息有效 

地利用。 

2．3 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的特点之一是“专有 

性”。而网络上的信息则多是公开、公用的，极难被权利人控 

制。数字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利用过程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 

它突出地表现为对已建立的数据库的法律保护 ，为其使用设 

立合理的法定许可范围。 

数字图书馆兼有公益服务和商业服务两方面的职能，不 

同的数据库或同一数据库的每一栏 目，都有不同的读者群， 

针对不同使用者应有不同的使用规定。例如针对学校、政 

府、商业机构的不同性质 ，收费与否和收费多少可以不一样 ， 

使用的权利范围也有所不同，数字图书馆有必要分门别类地 

作出有区别的授权使用规定。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应从技 

术上保证不会被无权限者利用以及有权限者无限制地传播， 

如自由下载 ，打印等。 

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是对象数据库的集合， 

利用 XML可划分知识产权保护的级别或权重，可注明 Web 

页的知识产权要素，如权利，出版者，创造者，贡献者等；建立 

以各地的特色馆藏为中心的对象数据系统 ，并能有效地根据 

调度系统与知识产权 、用户协议等因素将对象数据发向所需 

的用户。这些将对数字图书馆知识产权的保护起到积极作 

用 。 

2．4 更好地共享信息资源 XML具有优越的共享性。XML 

中的数据内容与具体应用无关，并提供不同类型信息资源之 

间的标准转换格式，从而可以方便地传送 自我描述的数据和 

获取他人不同结构的数据。这一点使得人们利用数字图书 

馆可 以更好地整合和共享不同的网络资源，在使用者和数字 

图书馆之问维持一种更密切、更有效的关系。 

3 XML在国内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现状及前景 

3．1 我国数字图书馆的研发情况 国际上数字图书馆及相 

关概念出现后，立即引起国内有关单位的重视 ，并开展 _r相 

应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包括数字式图书馆试验项 目，基于特 

征的多媒体信息检索系统的研究开发，SGML的图书馆应用； 

中国试验型数字 图书馆，知识 网络——数字 图书馆系统工 

程，辽宁省图书馆的数字化图书馆，教育部 的数字化图书馆 

攻关计划等。 

3．2 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项 目 国家图书馆于 1998年 7月 

提出该项 目。它采用与国际同类主流技术有接轨前景的技 

术方案，如标准通用标记语言 (SGML)，统一资源名称(LkIN) 

等。 

3．3 中国数字图书馆实验演示系统 为探讨建设中国数字 

图书馆的基本途径和方法 ，为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开展前期 

实验研究并得到实践经验，国家图书馆于 1998年底开发了 

试验环境及演示系统。该系统在多媒体数字资源的创意 、设 

计和加工，元数据抽取和元数据库的生成 ，对象数据库建设 ， 

调度系统的选用 ，以及实现跨库检索和用户界面等方面进行 

了探讨 ，取得了初步的实践经验。国家图书馆开发了数据加 

工 、标记 、管理方面的软件，开发了元数据和对象数据装入和 

管理方面的软件，开发了包括多媒体对象在内的动态页面生 

成软件 ，开发了支持 SGML和分布式数据库检索 、查询软件以 

及元数据和对象数据连接的接 口软件等。 

由此可见，XML在国内数字图书馆 中的应用还处于试验 

阶段，SGML仍是数字图书馆的基础技术。实际上，XML诞生 

之前用 SGML生产和加工数字 图书馆 内容和元数据在国内 

外十分普及。但是，随着 XML的优势的显现和相关工具软 

件的大量开发，用 XML来记述数字图书馆的内容和元数据， 

必将成为数字图书馆技术发展的主流。我们欣喜地看到，基 

于 XML为基础的 RDF描述体系也实现了开放 、标准、统一的 

内容管理，使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建设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得 

到保护，也为未来向新的体系与标准升级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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