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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存档资源键（ARK）是一种面向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资源永久标识符系统，由图书馆等公益保存

机构开发，申请与使用简单，并且可以免费使用，适合有长期保存需求的保存机构。ARK可以通过同一个标识

符的不同参数指向资源的三种信息，即资源本身、资源的元数据和提供者有关声明。ARK通过它的限定符系

统为资源提供方的多种服务提供了最大的支持，也为用户访问资源带来了方便。ARK已经在欧美的学术机构图

书馆中获得了较多的应用，值得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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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为了建立高质量的信息标识符命名体系，实现对

信息对象永久性的有效访问，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委

托加州数字图书馆（California Digital Library，CDL）
设计了存档资源键（Archival Resource Key，ARK），

并于2003年完成。ARK是一个开放的、注重实效的、

低费用的资源永久性标识解决方案，它建立在URL、
Handle System、DOI、OpenURL等成果之上，对各类

型资源提供了广泛支持。ARK所支持的资源对象既包

括数字文档、数据库、软件、网站以及物理对象如图

书、杂志等，也包括无形对象，如化学物质、疾病、词

汇、演出等[1]。

ARK是一种框架，也指遵循这种框架的唯一标识

符，可以实现对信息对象的高质量和持续性的标识。永久

持续性是ARK服务的关键的部分，ARK框架使用灵活，

以冗余的方式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资源的长期可访问性。

2 ARK的特点

2.1 ARK的优点

ARK不同于其他的唯一标识符系统，它是图书馆

行业为了保证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可用性而开发的框

架，具有以下优点： 
（1）适合图书馆提供面向长期保存的数字资源服务

ARK系统在图书馆环境中开发，可以满足图书馆中

数字存档工作人员的要求，并针对图书馆等保存机构的

资源长期保存需求，设计了冗余的资源访问方式，明确了

组织承诺（organisation commitment）对于永久标识符

框架的重要性。这些承诺可以帮助用户来判断资源的保

存情况变化，以保证用户有最大的可能获取到资源。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技术研究与实践”（编号：09FTQ005）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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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免费

ARK是图书馆开发的永久标识符系统，可以免费使

用，降低了保存机构提供所存档资源访问服务时的成本。

（3）简单

任何个人和机构都可以设立自己的ARK唯一标识

符解析服务，同时ARK唯一标识符系统对于硬件的要

求较低，而且对于数字资源的访问只需要网络服务器的

“redirect”和“get”方式就可以使用。

（4）良好的兼容性

ARK框架是一个基于标准的框架，独立于协议和

技术，具有很好的兼容性。ARK可以用于封闭的环境，

例如暗存档（dark archive），也可以用于开放的公众可

以访问的环境。

（5）功能多样

ARK系统中，通过ARK限定符的不同后缀，可以

实现对于数据对象、元数据和机构声明等内容的访问，

具有强大的功能。

（6）灵活性

在ARK框架中，如果一个机构同时作为命名映射授

权主机（NMAH，naming mapping authority hostport）
和命名分配授权机构（NA A，n a m i n g  a s s ig n i n g 
authority）进行工作，该机构可以对自己的标识符框架

拥有完整的控制权。而且，ARK部分是独立于HTTP协
议部分的，可以在不损失任何核心表示信息的情况下从

一个服务器移植到另一个服务器上。

（7）开放性

ARK标识符系统目前还在不断的发展当中，可以自

由使用，欢迎各类型机构的加入。

（8）透明性

ARK的后缀特点可以提供保存机构的更多信息，

为用户进行判断提供基础。

2.2 同其他主要标识符系统的区别

（1）同DOI的区别

ARK同知名的唯一标识符规范DOI相比，有着以

下的区别：

①ARK来自于公共文化机构，比如图书馆、档案馆

等等。DOI来自于出版商和电子商务团体，经常被用于

识别在线的文档和出版物。②DOI标识符的生成受制

于对于每个标识符的收费体系，而ARK是免费的，主要

由公共文化机构使用，其持续性指的是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③在ARK框架下，每个命名分配授权都有很大

的自主权，加州数字图书馆只负责维护这种规范和命名

分配授权注册，每个ARK的命名分配授权机构都可以

免费定义自己的策略和服务。DOI是商业化的，是一种

由出版商和在线数据提供商构成的非集中式的模型，

每个DOI机构在操作层面上都有着不同的技术选择和

服务提供方式。 
（2）同URL的区别

ARK和URL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对于资源的永久访

问上。URL是通过HTTP或者HTTPS协议对在线资源

提供访问的一串字符串。通过URL，用户可以快速地

对资源进行访问，但是在线资源经常会失效，因此URL
也无法保证数字资源访问的长期可用性。而在ARK框

架中，每个资源都会分配一个唯一的永久标识符。如果

一个网站或者主机发生变化，ARK中只有命名映射授

权主机部分会发生变化，唯一标识符还保留。一个使用

ARK的机构，在定义了策略之后，就需要承担维护资源

和标识符之间的联系的责任。如果一个资源已经被移

除，机构需要给出这个资源的简单描述，和被移除的原

因。ARK强制机构将资源的长期访问作为首要问题进

行考虑，这是ARK同URL最根本的区别。

3 ARK的详细内容

3.1 ARK的结构与功能

3.1.1 ARK的基本结构

ARK标识符是一个包含着“ark:”标记的字符串序

列，通用形式是http://NMAH/ark:/NAAN/Name。图1
是一个ARK标识资源的例子：

第一部分是命名映射授权主机（NMAH，Naming 
Mapping Authority Hostport），在本例中是“ark.cdlib.
org”。第二部分是ARK协议标识，即“ARK:”。第三

部分是命名分配授权号（NAAN，naming assigning 
authority number），这是一个用来标识命名分配授权机

构的通用唯一数字，在本例中是“13030”。第四部分是

由命名分配授权（NAA，naming assigning authority）
机构分配的名字，本例中是“f t4w10060w”。在ARK
中，NAAN之前的部分并不用来标识或者比较对象，它

表示的是一个主机名，用户可以通过这个主机访问该

资源，也可以通过别的主机访问该资源，主机名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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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保证资源可用。N M A H部分是临时的，可以任

意使用，也可以替换。当目前的命名映射授权主机失

效时，新的服务提供者会替代，重新生成NMAH。这

样，授权主机出现问题的时候，A R K的核心标识会

很容易恢复，将由ark:/开头的AR K部分独立出来即

可[2-3]。

http://example.org/ark:/12025/654xz321/s3/f8.05v.
tiff

在本例中，字符串“/s3/f 8”是组件路径，“05v.
tiff”是变量路径。

使用ARK限定符可以通过在ARK标识符后增加

“/”来揭示对象之间的层次关系。如以下ARK标识符：

ark:/12025/654/321
这是一个标识了一个对象的ARK标识符，事实上，

它同以下三个ARK是一致的。

ark:/12025/654/xz/321
ark:/12025/654/xz/
ark:/12025/654
在ARK规范中，在名字后出现的“/”，表示它左侧

的部分被包含在右侧的部分。在这个例子中，三个资源

访问的都是命名为654的资源，而654资源包含在xz资
源中，xz资源包含在321资源中。对于“/”本身来讲，它

的左右都必须是有效的、非结构标识的字符，在解释

ARK的时候，两个连续的“/”就会被化简成为一个。

标识资源变量的ARK。在限定符的使用中，可以

利用“.”来分割对象的各种变量。如果在ARK中包含了

“.”，那么它左侧的部分是一个基本命名，右侧的部分

一直到结尾，或者下一个“.”之间，都是一个前缀。一个

资源命名中可能包含多个前缀。例如：

ark:/12025/654.24
ark:/12025/sz4/654.24
ark:/12025/654.20v.78g.f55
在前缀命名中有两个主要的规则。第一，如果两

个A R K共享了同样的基本命名，但是有着不同的前

缀，相应的对象被认为互为变量。第二，一个带有前缀

的ARK就意味着一定有一个没有前缀的变量可以用

ARK来表示。

对于变量的揭示完全由命名分配者决定。变量完

全可以揭示对象的命名、多个变量的命名和相互之间

的关系等等。

3.1.3 ARK的元数据和维护记录获取

ARK是同协议无关的，在HTTP和DNS环境下都

可以很好地工作。很多机构都使用最常用的HTTP和
DNS网络方式来进行ARK标识符的解析。

当用户通过A R K标识符访问一个资源时，如果

ARK中的命名映射授权主机是有效的，用户可以被直接

图1 ARK实例

NAA是首次给该资源命名的机构。NAAN的注册方

式同URN的命名空间很相似，但是NAAN的命名只是5
位或者9位的数字。前100000（1-99999）注册的机构可以

分配到5位数字的号码，之后的机构号码就是9位的。这

种规则可以减少NAAN同临近的数字之间的混淆[4]。

3.1.2 ARK的限定符

A R K的限定符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可以通过限

定符识别组件或者资源的不同版本，是ARK区别于其

他永久标识符的一个明显特点。ARK的限定符是在由

NAA命名之后的部分，这是一个可选的限定符部分。它

将基础的ARK进行了扩展，可以指向对象内部，比如

提供对于对象层级组件或者子部分的访问，或者提供

对资源的各种变量，例如版本、语言、格式等信息的访

问。ARK限定符的使用首先体现在通过ARK对资源

的元数据和资源提供者的资源状态承诺进行访问的方

式，即在ARK标识符后加“?”和“??”[5]。

限定符可以由NAA或者任何NMA来进行设定。

ARK的命名映射授权机构对于自己的ARK访问方式可

以进行比较全面的定义，对于如何访问资源的一部分

也有着灵活的方法。

在形式上，限定符是由组件路径（ComponentPath）、
变量路径（VariantPath）以及变量路径后跟随组件路

径形成的。变量路径由字符“.”来隔开，变量路径由字

符“/”来隔开。见如下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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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到该有效的命名映射授权主机中。如果这个命名映

射授权主机已经失效了，或者临时不可用，用户可以通

过识别命名分配授权或使用加州数字图书馆维护的命

名映射授权主机注册表来寻找当前正在服务的命名映

射授权主机，从而定位最新的命名映射授权主机。

ARK框架同样还定义了一个简单的使用HTTP协
议来传递ARK的协议，即THUMP（微型HTTP URL
映射协议，Tiny HTTP URL Mapping Protocol）[6]。

这个协议允许用户在浏览器的地址栏直接输入AR K
请求。只要用户知道相关命名映射授权主机的Internet
主机的名称和端口号，用户就可以通过THUMP向这

个主机发送请求。THUMP请求是一个以“？”结尾的

字符串，其中包含了ARK请求。在THUMP的响应结果

中，ARK可以解析定向到对象或者对象元数据。结果

中还有一个承诺协议，包括了对象的永久性、变化（比

如对象变化的环境，比如格式迁移）以及变化历史等，

这些结果会以电子资源引用符（Elect ronic Reource 
Citation，ERC）的规范返回。ERC是一种对象描述规

范，使用了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它主要使用了其中的四

个核心元素来描述资源，即 who、what、when、where
在每一项中都记载了该对象相关的一些信息[7]。

以图2为例，在URL中输入http://digital.library.
unt.edu /ark%3A/67531/metadc28359/?，这是请求

NAAN为67531的机构中，名为metadc28359的资源的

元数据。其响应结果如下：

3.2 ARK的申请、使用与维护

3.2.1 ARK的申请与使用

以ARK作为唯一标识符的机构必须成为ARK框

架中的命名分配授权机构，或者被授权成为一个命名

分配授权机构的子授权。每个命名分配授权都通过一

个或者更多的命名映射授权主机相关联。命名映射授

权主机是提供服务的实体，负责提供对那些标识过的

数字对象的访问、转发等等。具体的过程如下[8]：

（1）定义ARK命名的结构。首先，使用机构需要

申请成为一个分配授权机构，获取一个分配授权号，并

明确自己的ARK命名策略，即明确使用ARK来标识资

源的类型，例如书目记录、物理文档、抽象的概念等。

如果需要使用ARK来对应多种类型的资源，那么应该

使用预定义的前缀来识别每种特殊的子集。

（2）使用软件来生成AR K标识符。机构可以使

用自己开发的工具，也可以使用开源软件NOID（Nice 
Opaque Identifier）[9]来进行这项工作。开源软件NOID由

加州数字图书馆设计开发，用来生成唯一标识符，在配

置正确的情况下可以生成ARK标识符[10]。另外，也可以

使用加州数字图书馆提供的一种新的服务——EZID[11]

来生成和维护ARK标识符。该服务通过在线接口访问，

也可以通过API访问，来自动化生成大量的标识符[12]。

（3）使用软件来解析ARK标识符，即需要使用一些

软件将带有ARK名称的Web地址同相应的资源联系起

来。该步骤中，首先要定义利用哪个主机来解析ARK标

识符，即解析服务器。然后需要定义一系列的参数来让

用户可以获取资源的整体或一部分，比如一页，或者针

对这个资源的一些服务，例如文档的某一个版本、书目

记录格式等等。例如，法国图书馆利用gallica.bnf.fr来识

别数字资源标识符，catalogue.bnf.fr来识别书目记录；在

ARK中使用了/fn来请求数字文档中的某一页，n就是页

码。简单说，这个步骤需要你选择一个NMAH，来解析

ARK，以及一个参数来获取特殊类型的服务[13]。

3.2.2 ARK的维护

ARK框架由当前的加州数字图书馆进行维护，该

机构的命名分配授权注册表单中列出了命名分配授权

号和对应的NMAH主机。这个注册表单同样由加州数

字图书馆维护，在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有一个镜像。

图2  THUMP元数据响应结果

如果输入的是ht t p: //d ig i t a l . l ib r a r y.u nt .edu /
ark%3A/67531/metadc28359/??，这是请求该资源的变

化情况。其响应结果如图3所示。

图3  THUMP文件历史响应结果

erc:

who: Phillips, Mark Edward

what: Using Archival Resource Keys (ARKs) for Persistent Identification

when: 2008

where: http://digital.library.unt.edu3A/67531/metadc28359/

erc:

who: Phillips, Mark Edward

what: Using Archival Resource Keys (ARKs) for Persistent Identification

when: 2008

where: http://digital.library.unt.edu3A/67531/metadc28359/

erc-support:

who: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Libraries

what: Permanent: Stable Content:

when: 20081203

where: http://digital.library.unt.edu/ark:/67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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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命名分配授权表单给出了一个ARK用户群体的标

识。加入该框架的成本很低，没有费用的要求。任何机

构都可以通过联系加州数字图书馆获取一个命名分配

授权号[14]。

4 ARK的应用情况

目前，已经有大约150多个组织使用ARK作为唯

一标识符系统[17]。其中，较为知名的应用机构是CDL。
CDL采用ARK作为它自己拥有以及它所控制数字对象

的标识，采用METS描述SIP、DIP包。CDL在ARK服务

方面作出如下声明：①保证CDL分配的ARK具有永久

唯一性，已经发布的ARK不再重新分配；②CDL分配

的ARK不包括广泛的可识别语义信息；③CDL分配的

ARK包括一个校验字符，以便及时发现传输中造成的

错误。CDL采用开放源码软件“NOID”（nice opaque 
ident if iers）来进行AR K分配管理，NOID除了生成

ARK标识符外，它还可以实现元数据信息与标识符的

绑定，并指定建立一个URL访问接口和名称解析器。目

前，CDL已经分配了80,000个ARK。在加州使用ARK
的用户包括加州大学的10个校区图书馆、加州州立大学

图书馆以及加州公共图书馆等[18]。

法国图书馆使用A R K用于所有的书目信息、所

有的数字化后的图书，以及这些书的图片、脚本和图

等。同时ARK还被用户指向法国图书馆长期保存系统

SPAR中的AIP信息包的标识，包括了其他的数字资源

类型，例如ARC文件、原生的音视频和软件资源、存

档记录等[19]。法国图书馆还计划用于在线展览。由于

在RDF中资源和属性必须使用URI来进行命名，法国

国家图书馆使用了AR K的UR I框架来识别它的数字

资源和元数据记录。它的开源性和非专有性的本质和

由公共机构来进行维护的特点让AR K成为了一个在

数字保存环境中使用的理想的框架。AR K用于识别

真实存在的对象很实用，因为它可以指向文档的一部

分或者指定特殊的视图。所以ARK是法国国家图书馆

命名真实的AIP或者其中的一部分并在RDF中进行描

述的方法[20]。

北德州大学图书馆使用了ARK作为所有数字对象

的识别框架。除了正常访问对象、元数据和承诺的方法

外，UNT图书馆还增加了一个功能，即在ARK后增加

/thumbnail/来查看预览。另外UNT图书馆使用一个工

具来处理带有固定前缀的序列式标识符的生成，名字

是number-server[21]。

宾州图书馆使用ARK inspired noids作为唯一标

识符，在这个scholarsphere仓储服务中，其中有亮点的

是基于Rubynoid库的微服务。这些标识符用于fedora
系统中，由ScholarSphere来解析[22]。

图4 N2T工作流程

在NMAH主机部分中，主机名一般可以持续几十

年。当命名映射授权主机失效的时候，就需要重新寻找

可以用的NMAH主机来访问资源。ARK规范中提供了

三种方式来寻找NMAH。

①当需要寻找一个新的N M A H时，客户端会在

A R K中抽取N A A N，然后在一个全球数据库中对

NAAN进行查询，寻找所有的为该NAAN提供ARK
服务的NMAH。目前这个服务器定位为N2t.info。这

是一个低成本高可靠性，由类似联盟形式进行维护的

NMAH，可以提供可用的基于HTTP的URL。如果希望

这个寻找的过程是自动的，则需要使用一个Name-to-
Thing（N2T）解释器[15]来进行自动化操作。

②在全球可访问的文件中查找NMAH，即在一个

命名授权表中寻找一个可用的NMAH。这个表保存在

加州数字图书馆，地址是http://www.cdlib.org/inside/
diglib/ark/natab。任何机构可以从Internet上复制这个

表。表中以评论行的方式（#开头的行）来解释资源的

格式、文件的修改时间、地址以及NAA注册的指导。

③通过DNS寻找NMAH。这是一种比较陈旧的方

法来解决寻找NMAH问题，需要基于URN解析器来进

行。该方法在RFC2915[16]中进行了描述。这种方法需要

查询DNS系统。首先一个请求需要发送到DNS，请求一

个可以匹配给定NAAN的解析器的列表。DNS会将这

个请求分发到特殊的DNS服务器中，来提供答案，如果

本地DNS缓存了这些信息，那就可以略过这个步骤。相

应信息会以命名授权指针（name authority pointer）记

录的形式返回，一般的结果就是一个或者多个候选的

NMAH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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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

资源存档键ARK在制定规范时首先将资源的长期

保存放在第一位考虑，对于以长期保存工作为第一任务

的保存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ARK兼容多种协议，可以

利用简单的Web和HTTP方式对资源进行访问，体现了

它的便利性；ARK的限定符提供了对同一资源的不同

部分进行访问的功能，使保存资源的管理和访问更加

容易；ARK还提供了XML方式的元数据等信息提供方

式，这样元数据对于人更加易读，促进数据在不同的信

息系统中的共享。ARK的这四个特点符合唯一标识符

规范的发展方向，即保证资源的永久性、规范的易用性

和资源的可读性。

我国对于唯一标识符系统的研究不多，主要集中

在针对DOI的研究，也缺少唯一标识符的具体应用。

ARK标识符充分考虑了作为非营利性公共服务的图书

馆使用DOI的不便，以及资源常长期保存的需求，在免

费的框架下提供了功能不弱于DOI的唯一标识系统。我

国众多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有强烈的数字资源长期保存

服务需求，但是目前我国仍然缺少一个国内通用的唯一

标识符规范。ARK体系为图书馆的资源标识与揭示提

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值得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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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数字化信息资源向着两极发展：一方面，各种类型的数字资源之间聚合

程度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数字资源越来越注重内容单元的分析与呈现。在新的环境下，知识组织如何实

施和发展，知识链接又该如何组织和服务？这需要不断地思考和探索。为此，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和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连续主办“全国知识组织与知识链接学术交

流会”，第五届会议于2014年12月5日在北京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召开，共有来自全国100余所机构的

300余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共安排13个主题报告，相关信息及报告PPT已共享，欢迎访问会议

网站（http://168.160.16.186/conference/）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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