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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区域性文献传递巾心的思考 

杜志梅 

(长春广播电视大学，长春 130051) 

[摘 要) 从国内外文献传递服务发展状况入手，结合文献传递服务的功效，提出建立区域性文献传递中心的 

建议，探计了方案实施、完善措施、文献传递方式和结算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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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世纪，由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信息资源不断 

激增，而我国的网络环境也不断趋于完善。图书馆作为信 

息资源的主要提供者，将信息资源传送到每一位用户手中， 

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实现资源共享，通过馆际互借、文献传 

递、网上咨询、网上阅读等服务方式，来相互利用各馆文 

献信息资源的活动。其中，文献传递是基于数字化技术的 

文献提供，是网络环境下文献资源共享的崭新模式，它是 

网络环境下馆际互借服务的延伸和拓展。建立区域性的文 

献传递中心，使某一地区的各种类型图书馆，如公共图书 

馆、高校图书馆和科研图书馆等依靠推行跨行业文献传递 

服务，达到文献资源的共知、共建、共享的目的，是图书 

馆服务领域的一大发展趋势。 

l 背 景 

1．1 文献传递服务起源 

文献传递服务起源于西方国家的馆际互借服务，并且 

优于馆际互借服务。它是指把用户需求的文献从文献源中 

提取出来，通过一定的途径，如邮寄复印件、传递文本 

(图像、声音)、E—mail、网上下载、传真等方式传递给用 

户的一种服务，是网络环境图书情报机构和电子文献出版 

商为满足用户需求而采取的服务手段，也是资源共享的服 

务手段之一。 

1．2 建立地区性和全国性的信息资源保障体系 

目前，教育部 的 “中 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CALLS)、中科院的文献保障体系和文化部的 “中国图书馆 

信息网络”(CI_J_NET)都已初见成效。特别是国家科技图书 

文献中心成立，开拓了一种资源共享的全新模式。2000年 

l2月，中心网络服务系统正式开通。互联网用户可利用网 

络服务系统免费联机检索科技文献，系统还开通了美国 

《科学》杂志网络版的联机阅览服务，全国的用户可通过互 

联网随时免费查阅和下载 《科学》杂志发表的论文及其相 

关引文。它探索了虚拟资源共享运行机制和管理。中心成 

立后初步证明这一体制改革是有效的。区域性文献传递中 

心整合地区资源，并通过远程通讯网络将大量信息线索、 

文献全文以及多媒体图像传送到用户，极大提高了用户对 

所需信息的可获得性。 

1．3 地区图书馆网络发展迅速 

以广东省中山图书馆为龙头，成功开发出 “广东远程 

文献检索、传递系统”，这个系统具有远程登陆、文献检 

索、提交索取咨询单、用户管理等功能。该系统可以方便 

读者获取本地区文献，并结合网上参考咨询服务系统，可 

使基层中心用户24小时免费获取原文，大大拓展了网上信 

息服务，为资源共享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 

2 实际功效 

2．1 满足网络环境下用户信息需求 

在网络环境下，用户希望通过自动化、网络化，获取 

广泛的、即时的、多样性的信息服务，一馆甚至多馆信息。 

文献传递服务正是符合了网络环境下用户广泛需求，读者 

可通过互联网、局域网与图书馆的网站联系，在图书馆服 

务器全天候开放的情况下，为读苦提供24小时文献传递服 

务，最大限度满足读者的文献信息需求。 

2．2 可以提高用户的信息资源保障率 

区域性文献传递中心的建立，各馆通过网上联合目录， 

查询各馆信息，使成员馆共知、共享区域内信息。在信息 

资源采购等方面进行协调，特别是对于一些价格不菲的外 

文原版期刊、大型丛书、工具书等，可通过网络共享的数 

字化资源采购系统进行协调，实行共建、共享，避免资源 

的重复建设．使各馆有限的经费用在刀刃上。提高本地区 

信息资源保障率。发挥社会资源的整体优势，使用户的信 

息资源保障率达到比较满意程度。 

2．3 网络环境下个性化服务的重要体现 

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由传统图书馆向数字化图书馆、 

虚拟图书馆转变，图书馆的文献载体、服务方式也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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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读者对文献资源的特色化、专一化越来越高，读 

者希望从自动化、网络化、不同类型的、浩瀚的信息中获 

取自己所需文献资源。因此，文献传递服务是网络环境下 

文献资源共享的一种个性化服务方式，它能满足用户的个 

体信息需求，根据用户的明确需求，主动提供信息资源。 

这种服务突破了资源、时空限制，使读者个性化需求在服 

务的深度与广度上、数量上与质量上达到一个很大提高。 

同时，个性化信息服务也是从根本上改变信息服务的被动 

局面，推动信息服务业的强动力。 

3 方案实施 

3．1 区域性文献传递中心组成 

3．1．1 建立地方性、全国性文献传递协作网 

建立区域性 (省)文献传递中心，该中心将某一地区 

的各种类型图书馆，包括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科研 

图书馆、情报所、档案馆、信息公司等图书情报部门，形 

成一个联合体，建立跨行业、跨系统、统一的综合性信息 

中心，逐步形成地方性和国家性网络层次协作网。以 “统 
一 规化、统一开发，集中建库、集中检索，分工建设、共 

建共享”为原则，通过互联网向广大用户提供文献传递服 

务。区域性图书馆网络具有区域范围小、读者相对集中， 

通讯便利省时、省钱等特点，实施起来比较容易。 

3．1．2 具有大环境、大服务观念，增强资源共享意识，加 

大投资的倾斜力度 

文献传递服务中心，承担着为本地区用户提供优质信 

息服务的任务，它将赋予图书馆新的生机和活力。然而， 

支持这一体系需要一定的经费投入，因此，各级政府应该 

为开放、互联、便捷的图书馆资源共建和共享网络体系的 

发展给予充分的支持，加大投入。拔出专款，加快中心利 

用的程度，使文献传递服务广泛开展起来，加快为用户服 

务的进程。 

3．1．3 建立文献采购协作网 

在现有的采购系统下，对本地区资源建设进行宏观调 

控。根据本地区事业发展的需要，在充分协商的前提下， 

按学科分工合作，构建本地区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对于大 

型工具书、外文图书、期刊的订购，要严格遵守共建共享 

体系的规定，避免重复订购。对一些有共同需求的电子资 

源，一方面，采取集团购买的方式；另一方面，对一些用 

户群相当大的电子资源，通过充分协调，根据学科建设的 

分工，将不同的电子资源分散储存在不同图书馆，供各成 

员馆用户通过网络共享资源。这样可以降低各馆单独存储 

资源的设备、资金的投入，提高电子资源建设和利用的投 

入产出比。 

3 1．4 建立统一的文献检索系统，制定规范化、标准化的 

数据库，加强馆藏信息的准确性 

联合目录或数据库中馆藏信息不够准确，文献信息出 

处不准，给索取原文造成一定困难。要保证图书、期刊、 

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出处的准确性和真实性，确保文献信 

息的完整和准确。另外，各馆自建的数据库普遍存在一些 

问题，统一规划少，标准化程度不高，数据引用不准，这 

极大影响 了资源共享和网上交流。一定要在数据库建设方 

面加强馆际协作，制定统一的并与国家、国际标准接轨的 

数据库建设标准，提高自建数据库的通用性，使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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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如，数字化信息资源的元数据可 

采用Dublin core，印刷型文献数竽化可采用国际通用的PDF 

格式，书目数据库遵守7_39．50协议等。 

3．2 工作流程 

用户通过网络系统向地区中心申请电子文献传递服务； 

中心受理申请，确定信息源所在地，再向成员馆发出请求 

传递信息；成员馆根据用户申请单选择用户所需的文献答 

复方式，再进行发送文件，并办理结算；归档统计，将工 

作记录单及答复情况做好统计记录，建立文献数据库。地 

区中心无法答复，再向系统中心或全国中心申请，等待答 

复。如系统中心或全国中心无法答复，再向国外中心申请 

3．3 传递系统与方式 

用户可通过局域网、拔号方式以及电子邮件方式使用 

Ariel系统。该系统最新版肺eB．3提供了电子邮件、FrP和 

肌 P三种方式传递文献。该系统具有国际通用性，目前全 

球用户超7 000家，其中我国，有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 

学院图书馆等图书馆使用该软件，这为以后开展全国性文 

献传递打下基础。 

3．3．1 电子邮件传递 

具有价格低廉、速度快捷、比传真清晰，双方可以不 

是同时在线，只需要双方具备上网条件，无需相应的系统 

软件。 

3．3．2 F1P方式 

文件传输协议 FrP(Hle Transfer Protoco1)是Intemet传 

统的文件传送方式之一。它要求双方安装相应的FrP软件， 

同时在线，互相传送文件。 

3．3．3 共享空间方式 
一 是共享电子信箱，双方注册一个电子信箱，密码共 

知，文献提供方把电子文本发到这个信箱中，同时通知需 

求方下载这一邮件；二是共享网上硬盘，用户登记后，在 

电脑中生成一个虚拟硬盘，用户在这个硬盘中创建文件夹、 

保存文件、下载文件，要求二者共知密码。 

3．3．4 ARIEL软件方式 

这是由Research Libraries Group开发的文件传输商业软 

件，也是目前各国图书馆界最常用的文件传输软件。 

3．3．5 QICQ方式 

QICQ不仅有对话功能，而且有传送文件功能，它有众 

多的服务器，连接容易。如果没有 Apie1软件功能，用 

QICQ传送文件也是一个最佳选择。 

4 收费标准与结算方式 

费用问题 ，是开展此项服务的难点，由于此项服务是 
一 项技术密集型服务，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收费是一定的， 

争议的焦点是收费标准。从国内文献传递的收费现状来看， 

各大学利用 Aprlel开展文献传递，复旦、上海交大、JE大 

图书馆 ，国内收费每页 1元 ，目家图书馆每 1O页收费 3O 

元，国际文献每篇20美元。利用传真传递，上海交大、北 

大图书馆等多数每页 1元，最高收费上海图书馆达到每页 

6元，价格不等。邮寄费用大多数按邮局标准收费。 

对读者采取收费政策，会降低对文献传递工作的好评。 

但图书馆可以采取不同额度、不同层面的文献传递补贴。 

图书馆给补贴占大部分，读者自己占小部分。这样会减轻 

读者负担，使该项服务被广泛开展起来。 (下转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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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实现信息，用户在获得的数字图书馆管理系统的相关技 

术后实现信息服务绑定。从而实现统一检索，这样该用户 

就可以通过发 SOAP消息实现与该数字图书馆管理系统的 

动态链接。 

2．4 一种统一检索技术的实现方案 

为了尽可能克服传统图书馆检索带来不便，并且尽可 

能汲取各种技术的优点，这里设计了一种新的检索系统。 

具体思想如下： 

系统的元数据采用Dc格式，这是因为MARC元数据为 

专用格式，在图书馆数据资源整合进入网络流通时构成最大 

障碍；而DC编目简单，兼容性较强，且目前大部分电子资 

源采用它，故在系统的底层构建元数据采用DC格式。 

在分布式系统设计中，虽然 239．50具有诸多优点，但 

它开发难度很大，可以针对部分应用领域范围使用；而 

HIrIP协议为 WWW服务器采用的主要协议，由于实现简 

单，现在数字图书馆中提供的信息服务主要通过它来进行 

的；WEB服务由于是基于XML的应用，可以作系统与外部 

交流的接口，能够使新的系统和别的系统之间保持松散耦 

合的关系，保持较高的可扩展性。在设计中综合利用它们 

的优势。 

基于以上分析．采用的系统模型如图1。 

阅览器 

客户端 

WEB服务器 

彳 wEB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 

应州服务器层 

资源层 

数字化资源 

图1 统一检索实现原理模型 

如图 1所示，该模型在层次上分为四层：客户端， 

Web服务器．应用服务器和资源层。具体检索流程如下， 

用户在客户端设定好检索信息后，系统利用 HTrP协议发 

送检索请求，请求信息传输到应用服务器，应用服务器对 

检索请求进行分析，然后通过访问 ODBJ(开放数据库连 

接)或JDBC本地数据库，m 协议访问Web检索系统和 

(上接第24页) 

对于收费方面，清华、北大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这二所 

大学设立了文献传递专项经费，对博士生导师，每人每年 

给2o篇传递文献专项经费，对教授、副教授、博士后，每 

人每年给10篇补贴。 

为方便读者结算方式，满足用户快速、集中获取信息 

资源的要求。可用手机付费方式，这样可避免读者开通其 

他账号，只要用户登记后，确认需要的文献，输入合法手 

机号码．系统认证后，发送文献，所需费用，系统自动从 

手机费中扣除。 

总之，我们应积极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国外先进经验， 

努力开展我国文献传递服务。在宏观上有计划、有步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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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50访问远程资源，得到检索结果后加以整理，再通过 

Web服务器传到客户端。它的优点在于，该模型中符合统 
一 检索；用户只需要一次设置，一次检索，最后一次就可 

以得到在传统检索中多次检索才能得到的检索结果。检索 

效率相应大大提高。 

在系统开发过程中，为了减少对操作平台的依赖性， 

保证系统安全可靠和提高检索效率，选用JAvA语言进行 

开发；JAVA语言不仅简单易用、完全面向对象。而且与开 

发平台无关，安全可靠。同时它具有多线程特性，支持多 

个程序并发执行。提高系统的检索效率。这里面用到了 

JAvA的可重用组件技术JavaBcan，用它来执行复杂的计算 

任务以及负责与数据库的交互、数据提取等，利用 JSP实 

现简洁的动态界面，它负责把JavaBean得到的检索结果显 

示给用户；为了控制流程和传递数据，采用 Servlet技术； 

它对客户端传递过来的参数进行分析和判断，然后根据需 

求调用相应的JavaBeaIl来实现用户的检索逻辑。以上三种 

技术也可以实现大型的统一检索软件开发。 

3 结束语 

本文讨论了数字图书馆统一检索的关键技术，分析了 

解决分布式问题的常用技术，提出了一种实现统一检索的 

系统设计方案。由于数字式图书馆统一检索技术是对不同 

系统上的不同类型的数据进行应用层次的集成。这方面尚 

有许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只有深入研究各种技术特 

点，合理利用各种新技术，发挥它们的优势。才能开发出 

适合本馆的业务，更好的为广大读者服务。 

参 考 文 献 

【1 J Paepcke，A．，Chang，C．，Garcia-Molina，H．，Win0． 

， T．Interoperability for Digital Libraries Worldwide [J]． 

Communications ofthe ACM，1998，41，(4)：33—43． 

[2]A．Sheth，W．Klas．Multimed2d Data Management：Using 

Metadata to Integrate and Apply Digital Media， McGraw Hill， 

1998． 

[3]高文，刘峰，黄铁军等．数字图书馆原理与技术实现 

[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4]中飞驹．XML技术在数字图书馆 web中的实现 [J]． 

现代情报 ，2OO4．9：96—1o0． 

[5]王洁．网上图书馆的现状与发展策略 [J]．Researches 

in library science，2002，(6)：43 1． 

建设数字化资源体系，在更大范围、规模和更高层次上实 

现文献传递服务。 

参 考 文 献 

[1]陈益君，谢敏．图书馆文献传递服务工作的现状、问 

题与对策 [J]．大学图书馆学报，2O02，(6)． 

[2]卢振波，韩丽风．试论文献传递服务 [J]．图书情报 

工作，2001，(8)． 

[3]李雪慧．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电子文献的传递 [J]．现 

代情报，2003，(5)． 

[4]刘斌．浅论网络环境下图书馆文献传递服务工作 [J]． 

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报，2004，(2)． 

一 27 一 

理 
论 
探 
察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