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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数字图书馆建设模式探讨

口孟凡红
∗

符永驰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 北京 +�� ,�� !

摘 要
−
本文概述了国 内外数字图书馆发展现状与建设模式

,

探讨 了中医 药数字图 书馆的建设

内容
、

现有基础及发展 目标
,

提 出中医药数字图书馆应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对世界范 围内的 中医药

文献信息资源进行现代化管理
,

以网络形式向全世界发布
,

实现最大程度的资源共享
,

并为中医药科

技创新和持续发展提供文献信息资源保障
。

关键词
−
数字 图书馆 中医药信息 资源建设

�+ 世纪是信息 的时代
,

信息资源 的开发与利用

直接关系着学科发展
,

决定着科技能否迅速转化为

生产力
。

良好的信息环境将大大提 高信息资源 的生

产和利用
,

加速科研成果 的传递与转化
,

促进学科发

展
。

在 当今 的信息社会
,

中医药信息资源优势决定医

教研的发展优势
。

要想出一流的科研成果
,

培养一流

的人才
,

就必须 建设一流 的中医药信息资源和环境
。

数字图书馆是伴随互联 网发展而产生 的一个新生事

物
,

是采用现代高新技术支持的数字信息资源系统
,

是下一代因特网上信息资源的管理模式
。

中医药数

字图书馆应采用先进 的信息技术对世界范 围内的 中

医药文献信息资源进行现代化管理
,

并通过 网络 向

全世界发布
,

实现最大程度的资源共享
。

一
、

国内外数字图书馆发展现状与模式

数字图书馆的建设 已经成为 当前评价一个国家

信息基础水平 的重要标志
,

也是近年来发达国家十

分重视的基础性项 目
。

美国于 +. .+ 年率先开始研究

数字 图书馆
,

其后
,

英 国
、

法 国
、

日本
、

德国
、

意大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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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也相继 开始投入巨资开发本 国的数字图书馆
。

在

医学数字 图书馆建设方面
,

发达 国家也很重视
,

如德

国科学研究基金会 已投资启动 了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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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在 内的两年计划
,

他们 不但投人 资金

达 )��
,

�� � 欧元
,

还提供两名科学研究人员及 相关

软件〔, Β
。

为了适应 网络时代社会发展 的需要
,

我国也在

大规模地开展数字图书馆 的建设
。

早在 +../ 年
,

我

国国家图书馆就开始跟踪发达国家 的数字图书馆研

究
,

+. .∋ 年开始研究全面升温
,

迄今无论是在对数字

图书馆的认识
,

还是理论研究
、

关键技术准备方 面
,

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

近年来
,

数字图书馆建设也被

我国政府提上议事 日程
,

先后投资进行 了一系列的

相关科研项 目
,

如中国数字 图书馆工程 ( ΧΔ!
、

中国试

验型数字式图书馆
、

中国高等教育文 献保障系统

 Δ Ε %% Φ!
、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 中心  (Φ0Χ
,

其中将中国

医学科学院图书馆确定为生物 医学文献资源保障中

心!
、

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 ΔΦ< Χ! 等
。

所有这些项 目的

启动和成功运作
,

为今后我 国各级各类数字图书馆

建设提供了借鉴经验
。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 中心的徐引旎认为 Γ9%
,

我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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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  < Χ! 的建设有 Η 个基本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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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Ε? Φ

它的特色是与软件公司合作
,

建设 < Χ 平台和系

统
。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 障系统  ΔΕ? Φ! 是教育部
“

�+ + 工程
”

的重点项 目
,

其目标是通过共享信息资源

和共享环境平台的建设
,

将全国高校图书馆资源融

合成一个整体
,

形成包括多种资源类型
、

多种服务方

式 的学术资源保障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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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个虚拟式的科技信息资源机构
,

由中国

科学 院图书馆
、

工程技术图书馆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

研究所
、

机械工业信息研究 院
、

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

究院
、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
、

中国农业科学 院图书馆
、

中国医学科学 院图书馆组成
,

是中国 目前为各界用

户提供科技文献检索和全文传递服 务的一个新颖便

捷的大型网络服务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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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成立 了一个 中国数字 图书馆有 限责任公司来

进行项 目运行
。

该公司充分依托 国家 图书馆 丰富的

馆藏资源
,

借助遍布全 国的信息组织与服务网络
,

利

用公司技术专家和经营专家在信息 内容组织
、

数字

化加工
、

国家图书馆馆藏数据库服务
、

数字 图书馆整

体解决方案
、

数字 图书馆资源库建设与应用服务等

方面的丰富经验与专业素养
,

以品牌做基础
,

以服

务
、

管理与技术作支撑
,

成为全球最大中文多媒体数

字信息资源平 台  互联网 !运营商
。

同时努力建立起

图书馆系统 与出版系统
、

图书馆系统与读者之间的

桥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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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Φ< Χ

作为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试点工程基础设施建

设项 目
,

国家科学数字 图书馆  ΔΦ < Χ! Μ∃∃ % 一��� / 年

的 目标是为全院的研究人员建设一个综合的
、

数字

化的科学文献信息服务环境
。

它 由中国科学院的文

献情报系统
、

研究所
,

以及国内的大学 和公 司等共同

参加建设的
。

为此 中国科学院成立 了一个项 目管理

中心
,

负责项 目的计划
、

公开招标和项 目管理
。

此外

项 目管理中心还负责全院数字资源的集 团采 购
,

与

国内外数据供应商进行谈判
,

为中国科学 院的集团

采购争取优惠价格 和较好服务
。

项 目管理 中心 的成

员大部分 是 中国科学 院系统 的图书馆工 作人员
,

他

们直接 受项 目管理 中心主任的领导
,

客观
、

公正地进

行着项 目管理
。

二
、

中医药数字图书馆建设模式构想

建设中医药 数字图书馆
,

不仅是中医药科技创

新 的需求
,

而且是迫切的社会需要 和市场需求
,

更是

在 因特 网上弘扬我 国中医药传统文化的一个展示平

台
。

我们可 以借鉴 ΔΦ< Χ 的建设模式
,

建议由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出面牵头
,

中国中医科 学院具体负责实

施
,

联合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 所属 的研究 院
、

研究所
、

中医院
,

以及国 内的中医药大学 和公司等共同参加

建设
。

在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一个管理 中心
,

负责项

目的计划
、

公开招标和项 目管理等
。

管理中心在充分

调研的基础上
,

设计一套较为完整 的中医药数字 图

书馆规划 方案
,

按照科技创新及社会需求选题
,

然后

采取
“

统一规划
,

分步实施
,

先易后难
,

协 同开发
”

的

原则组织 中医药文献资源库 的建设
,

防止重复建设
,

为数字图书馆 的持续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
。

另外
,

我

们还应该加强 与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 的沟通 与协

作
,

以此保证从经费
、

人员
、

标准
、

技术等方 面得到有

力支持
。

目前
,

建设数字 图书馆 的各种技术 已非常完

善
,

最关键也是最迫切的应当是资金投人问题
。

建议

国家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进行论证
,

尽快立项
,

做好 中

长期规划
,

并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牵头组织落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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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 药数字图书馆建设内容

中医药数字 图书馆不是传统图书馆馆藏资源的

简单数字化
,

而是在 网络环境下
,

真正实现中医药文

献信息 资源 的联合采购
、

统 一编 目
、

分散建库
、

共建

共享的系统
。

中医药数字 图书馆有着传统 图书馆无

法 比拟 的优点 和特征
,

是中医药信息化
、

网络化 的一

个重要标志
。

建立中医药数字图书馆
,

就是要利用现代信息

和网络技术对高价值的各类中医药 学科学数 据
,

包

括 图文
、

语音
、

影像
、

软件等多媒体信息进行收集
,

规

范化加 工
,

高质量保存和管理
,

实施 知识增值
,

并 提

供在广 域网上高速横向跨库连接 的电子存取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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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数字图书馆的建设
,

将为中医药发展打开电

子时代的大门
。

中医药数字 图书馆是一项规模较为

宏大的基础工程
,

其建设内容多
,

涉及范 围广
,

其主

要任务有中医药数字资源建设
、

系统开发
、

符合中医

药文献特色 的技 术标准和操作规范和人才培养等
。

具体包括
−
中医药有关专题的全文数据库

、

多媒体数

据库
、

书目数据库
、

事实型数据库及虚拟图书馆 2 1 ≅

站点的建立
、

国际互联 网上 中医药文献信息资源 的

管理与利用
、

交互式中医药文献信息 网络服务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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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数字图书馆建设现有基拙及发展 目标

 %! 现有墓础
。

作为全国中医药行业 的中心馆
,

中国中医科学院

图书馆早在 �� 世纪 .� 年代就开展 了文献资源数据

库建设
,

近几年来又开展 了大量的文献信息资源数字

化研究及全文数据库的建设
,

建立了一批高质量 的书

目
、

全文及事实型数据库群
,

如馆藏中医药图书及期

刊标准书目数据库
、

全国中医图书联合 目录数据库
、

中医药期刊文献数据库
、

中医药古籍多媒体全文数据

库
、

我院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
、

中医药学主题词

表数据库
、

中药数据库等
,

并在互联网上提供了书刊

查询
、

文献检索
、

全文传递
、

读者咨询及部分中医药古

籍文献及现代书籍的在线阅读等服务
。

随着
“

中国数

字图书馆工程
”

项 目的提出
,

我们也开始了
“

中医药虚

拟数字图书馆
”

课题的研究
,

拟建立实验 型的中医药

数字图书馆
,

从而探索了中医药数字图书馆的模式
。

目前我馆 已经引进了北京金信桥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

 0 ΠΦ! 的
“

资源数字化加工平 台
”

及
“

数字图书馆管理

系统
” ,

这两个系统平台的引进将加快馆藏资源的数

字化及 中医药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步伐
。

 � !发展 目标
。

在原有数字化资源基础上
,

根据国家发展 中医

药科研及产业的需要
,

在互联 网上形成超大规模的
、

高质量 的中医药数字化资源库
,

并通过 国家骨干通

信网向国内外读者提供现代化的文献信息服务 Θ 实

现全国大部分地 区图书文献资源 的联机采编及馆际

互借 Θ 完成开发具有 中医药特色的数字图书馆应用

管理系统 Θ 培养一批高水平 的专业人才队伍
,

持续发

展中医药数字图书馆工程
。

其 目标是为中医药科研

人员建设一个综合的
、

数字化
、

网络化 的科技文献信

息服务环境
,

提供多种服务的一站式服务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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