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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网络环境下，要重视网络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从传统的手工管理服务模式向计算机网络信息服务模式转变，优化图

书馆馆藏信息资源结构，提供创新便捷的信息资源。为需求方提供服务，为需求方提供丰富的信息，更好地发挥网络图书馆的现实

作用。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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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网络信息时代，图书馆仍然依靠传统的文献资源和传统的手

工劳动来完成社会信息服务，这将实现两倍的努力。因此，图书馆

必须运用先进的技术来建设和优化高质量的信息资源。数据库建设

在现代图书馆整体信息资源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 

一、网络化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内容及特征分析  
网络化图书馆主要由电子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组成，涵盖了极

其丰富的真实和虚拟馆藏信息资源。其中，图书馆馆藏的真实信息

资源主要是存在于图书馆真实环境中的文献、资料等信息资源；图

书馆馆藏的虚拟信息资源是存在于网络虚拟环境中的文字和音频

资源。多媒体、图像等文献信息。一般来说，真实采集信息资源与

虚拟采集信息资源是相互补充、不可分割的网络信息资源，其特点

体现在：（1）复杂性。这些收集信息资源涵盖了各种专业数据库、

实时动态信息、软件资源、网络出版物等，信息相对复杂多样。（2）

富集。网络图书馆资源的自由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网络图书馆信息资

源的发展，使网络图书馆信息资源极其丰富，成为不可忽视的最大

资源数据库。（3）障碍。网络图书馆信息资源由于其自由性和开放

性，缺乏统一的分类标准，存在着信息类别相对混乱的现象。另外，

图书馆员的专业技能和信息素养也有很大的差异，表现在信息资源

的管理和服务上，也使其信息资源呈现出一定的无序性。。  

2.现实馆藏和虚拟馆藏的特点 

对于网络环境下的图书馆而言，真实馆藏与虚拟馆藏是一个整

体，由两部分组成，密不可分，相互联系密切。真实采集与虚拟采

集具有互为特点。对于互联网上的图书馆来说，馆藏不仅是真正意

义上的馆藏，而且是其他图书馆的虚拟馆藏。图书馆有权更新、修

改、利用和支配真实馆藏，有权共享虚拟馆藏，而虚拟馆藏一般没

有更新、修改和支配的权利。从地理上讲，真正的集合是单元和本

地集合；虚拟集合是外部单元或外部集合。图书馆的读者或使用者

直接使用真实的馆藏；使用虚拟馆藏一般需要一些协议或申请程序

来借阅，因此具有间接性。 

3.信息化建设的软件系统 

一是信息资源统计分析系统。系统根据时间或类型统计各种数

据库的实际访问量，提供信息资源的统计分析功能。用户还可以检

查访问库中各种数据库的频率。二是综合咨询服务管理系统。各图

书馆可以利用共享网络中的所有资源，向本单位和外部单位的用户

提供查询、项目可行性分析、主题设置服务、馆际借阅等个性化服

务，以及参与图书馆之间的联合虚拟参考服务等联合服务。三是规

范业务管理制度。自动处理信息服务业务，包括参与图书馆之间资

源调拨资金的结算，建立会员图书馆之间规范平等的经济关系。第

四，文件传递系统。由于网络环境下信息检索的快速便捷，建立一

个快速、多层次的文档传递系统是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的关键。只有

开发馆际互借信息系统和物流系统，才能非常方便地处理馆际互借

的一切事务，使用户能够快速获得相关文件或电子文件的副本。第

五，联合编目子系统。为了实现资源共享，有必要进行信息交流，

互相了解对方的收藏。参与图书馆联合编制联合目录、机读目录和

联机书目数据库，为资源共享提供咨询和检索工具。六是协调采购

子系统。协同采购应根据参与图书馆的性质、任务、特点和发展要

求，由协调机构组织制定文件收集协调计划，协调图书馆的采购数

量，分配主题方向和范围。 

4.信息资源库的组织实施 

4.1 素材的收集和整理 

资料收集是指围绕信息资源数据库的主题和主题特征收集原

始信息。目前，数字图书馆的知识产权问题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因此，许多数字图书馆正在建设中。它们的资源基础是没有知识产

权问题的历史文献数据库。例如，由英国伯明翰等几所大学联合组

织的国际图书馆数字图书馆，主要收藏三种 18 世纪期刊和三种 19

世纪数字图书馆。编年史杂志。系统、完整地收集某一学科的历史

文献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如扫描期刊、书

籍、缩微胶片的加工，检查缺卷、丢失、损坏的时间，并做好记录。 

4.2 简单元数据的手工录入 

对于收集到的原始信息资源，在正式数字转换之前，应将数据

编号、作者、主题、日志名称、卷、期间、发布组织名称、原始信

息存储库名称等简单元数据键入 Excel 等工作表中。一种是标记要

输入的数据，另一种是为随后的数字资源索引编译做准备。 

4.3 信息资源的数字化 

对于模拟音视频信息，除了视频编码外，模拟信号通过编码卡

的驱动度和采集编辑软件的配合转换成数字信号。然后，在存储设

备上，数字化的视频内容仅仅是材料，需要进行适当的编辑和排列，

如剪切和拼接，以便将不同材料的视频片段组织在一起形成新的程

序。单位可以放入数字图书馆供用户使用。 

数字化文档需要索引人员或自动索引程序对其进行索引。一般

来说，它们由数字化资源前的简单索引和 OCR 软件字转换后的自动

索引组成。索引内容主要包括内容分析、主题分类、作者、来源等

项目。资源内容通过基于 sgml/html/xmlkf 的资源处理软件进行索引。 

4.4 网络化的信息资源存储：  

在网络图书馆投入使用的过程中，信息资源的收集、整理和开

放依赖于网络通道中的指令传输和计算机系统的操作。其中，图书

馆的组织管理和业务活动通常由内部局域网承担，而互联网的应用

主要是对外开放的服务。基于内外部网络系统，信息资源的存储具

有一定的即时性和有效性，极大地提高了图书馆资源更新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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