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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法调研并剖析国内外典型机构知识库，探讨海南省高校机构知识库联盟平台

建设路径及技术路线。确定联盟平台采取集中采集式（集中建设、集中发布）建设模式，并基于上述模式自行

开发软件系统。该机构知识库平台的成功上线运行为我国机构知识库建设提供新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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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高校机构知识库联盟平台研究与实践*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及我国港台地

区的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机构知识库联盟项目建

设，并已取得显著成果。机构知识库联盟指多所高校、

研究机构通过合作的方式，整合各成员机构的知识资

源，统一提供数字化服务的机构知识库群。机构知识

库联盟本质是具有共享性质的机构知识库群，其构建

能够避免部分技术及设施的重复使用，提高各成员机

构知识资源的共享度和利用率，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联

盟成员合作更有效地实现[1]。从某特定区域或系统整体

推进和规模效益的角度看，联盟模式更有优势。进入21
世纪，中国科学院率先以联盟形式推进机构知识库建

设[2]，形成国内规模最大且使用效益最好的机构知识库

联盟系统。同类项目还有CALIS系统机构知识库联盟

平台[3]、台湾大学机构知识库联盟TAIR[4]以及中国农

业科学院机构知识库[5]。海南省高校有许多独特的知

识成果需要借助机构知识库优势，以提高高校学术影

响力及社会影响力，实现更大范围的知识成果共享。因

此，海南省教育科研数字图书馆及全省高校图书馆参

考已有机构知识库建设经验，建立海南省高校机构知

识库联盟平台。本文拟就海南省高校机构知识库建设

实践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

1 海南省高校机构知识库联盟平台建设
思路

1.1 建设模式选择

迄今为止，国内外机构知识库联盟建设有两种模

式：集中采集式和分布采集式。集中采集式指由中心机

构统一建库和采集数据，并统一发布知识成果及提供

服务。成员单位二级库（子库）数据均集中在中心机构

服务器。分布采集式指联盟成员先分别建立各自机构

知识库，由机构知识库联盟系统统一收割成员机构知

识库元数据，再开展统一检索及文献提供服务。上述两

种模式各有利弊：集中采集式集成度高，因避免大量

重复建设，可将社会总成本控制在最低程度，更易于体

现规模效益及高性价比，适合规模较小的机构协作共

建；分布采集式由各成员单位机构知识库独立运行，需

要各机构有较大的初期投入（开源软件的二次开发、硬

件设施、前期数据采集）和长期持续性运维成本。在考

察国内同行建设实践基础上，基于对海南省高校体量

小、学术成果总量少、项目投入经费少、独立建库运行

维护困难的考量，故选择以“集中采集式”开展机构知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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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库联盟项目建设。

1.2 软件系统选择

国外很多机构知识库平台软件系统均为自主开发产

品[6-8]。OpenDOAR统计数据存储量前十位的机构知识

库平台中，有一半以上均选择独自开发软件系统[9]。对国

内外机构知识库联盟及其成员使用软件调研表明开源

软件所占比例较大，其中以DSpace居多[10]。中国科学院

机构知识库联盟平台是其所属各研究所基于二次开发

的DSpace系统独自建库的前提下，开发建设了统一展示

与服务等功能的集成网络服务系统。经过反复比较论

证，海南省高校机构知识库选择自主开发软件系统，以

满足建设模式及平台功能需求。

2 海南省高校机构知识库联盟平台架构

海南省高校机构知识库联盟平台由联盟总库与二

级库（各高校机构知识库）构成机构知识库，采取一体

化集中采集式模式建库来实现集中建设、统一发布和对

外服务。该机构知识库联盟平台建立了一个统一、集中

的机构知识库中心系统，各高校机构知识库（二级库）

数据均在知识库中心系统中。各成员机构将本机构各类

知识成果数据上传到知识库中心系统中的本校机构知

识库，并由知识库中心系统集中管理、维护，同时通过

联盟总库平台提供统一检索与文献索取服务。建库初

期，各高校的图书、论文、科研成果、专利等知识成果数

据委托合作商集中回溯与更新；后续高校自建资源（教

学资源、科研报告、实验报告等）由各机构成员上传到

知识库中心系统中的本校机构知识库。该机构知识库联

盟平台架构由基础层、整合层、用户层构成（见图1）。

2.1 联盟总库平台功能

联盟总库通过收割或导入各高校机构知识库成果

元数据，经过加工整理形成集成数据，实现知识成果

的集中展示和利用。联盟总库平台主要功能包括对二

级库知识成果进行汇总，实现对知识成果的分类浏览

及统计分析；统一收割联盟下各二级库数据，实现联盟

总库平台数据定期更新；实现成果统一检索/查询并链

接到全文下载；通过最新提交、浏览排行、下载排行等

多项数据统计展示机构知识库联盟资源的利用情况。

用户层

用户
交流与共享

统一检索
与文献获取

联盟总库平台

高校机构知识库1 高校机构知识库2 高校机构知识库n

通过开放存取协议提取OA资源元数据，
并进行加工处理，形成集成数据

整合层

基础层

用户

数据统计分析

⋯

图 1 海南省高校机构知识库联盟平台架构

2.2 二级库（子库）系统功能

海南省高校机构知识库联盟二级库功能设定与中

国科学院机构知识库网格成员单位机构知识库基本功

能类似。各二级库可独立运行，其核心功能是实现数据

收割与定期更新，包括支持多种资源导入模式；存储、

展示多种类型知识成果（如图书、论文、专利、标准、科

技成果、图片、视频、研究及实验报告等）；实现知识成

果一站式检索及获取；实现成果分类浏览、统计分析，

成果排行，及对本校机构知识库利用趋势的可视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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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提供成果类型、重要期刊收录情况、各院系研究方

向等信息；对科研趋势、学者发展趋势、研究方向等多

种维度的可视化分析；为学者和管理人员提供管理后

台，实现基于角色的各类管理和权限控制机制。

3 软件平台开发

 自主开发软件系统是机构知识库联盟平台能否实

现预期建设目标的关键要素。该联盟平台软件开发的基

本要义如下文所示。

3.1 系统技术设计

根据上述功能描述，海南省高校机构知识库联盟

平台的软件系统总体技术框架如图2所示。

图 2 软件系统框架

管理员添加

算法库

分词方法

手动批量导入

手动单篇上传

访问服务

转发、订阅

信息检索

个人空间

应用系统
json、web、Service

接口

数据来源
接口

数据导入平台
批量添加

预处理

待处理信息

建索引 过滤

本地数据库

索引库 个人数据库

3.2 系统关键技术应用

本研究基于J2EE平台、Ajax、Lucene以及SpringMVC
框架设计完成机构知识库系统开发工作。

（1）采用多层架构的B/S结构和组件开发技术。基

于J2EE分布式计算技术进行系统架构设计和开发，从

而使多种应用程序间能交互，实现跨平台Web服务的

互操作。

（2）采用基于JavaScript和Xml技术的异步动态

更新网页技术。通过Ajax核心JavaScript对象XmlHttp- 
Request，使用户可向服务器提出请求并处理响应，而不

阻塞用户。

（3）系统利用Lucene技术对平台自动更新和手动

添加的成果进行检索。检索快捷、准确，且结果更清晰。

（4）系统使用自主开发的中文分词，准确率超过

90%。

3.3 二级库（子库）功能模块设计

各高校机构知识库作为二级库的功能设计是决定

该机构知识库联盟平台运行及服务效能的最重要环

节。海南省高校机构知识库联盟二级库主要功能模块

如图3所示。

（1）系统管理。用户管理，系统主要用户为学者和

管理员；参数设置，系统管理员可以对个人、院系、学术

团体、机构的参数进行设置。

（2）数据管理。数据回溯，系统根据各高校相关信

息自动回溯历史数据；自动更新，系统定期根据设置的参

数，自动更新数据；数据维护，管理员或学者可以在后台

对已有数据进行删除、修改、上传附件等操作，并能通过

检索添加、批量上传、单篇上传的方式新增数据。

（3）检索模块。系统提供简单检索与高级检索，

检索结果可通过语种、年代、院系、学者、数据类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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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数据收录情况等进行聚类筛选；同时，也可对检索结

果进行题录导出，且导出格式多样。

（4）浏览模块。可对最新成果、最新提交、院系、

学者、成果类型、统计分析、热门文献等进行浏览。

（5）统计模块。对文献的成果、学者、院系、学术

团体、重要数据库收录情况、利用趋势等进行可视化

统计分析。

（6）重点功能的相关说明。统计分析，主要有分类

统计和利用趋势两个模块，通过对成果、年代、语种、点

击量、访问量等不同维度的可视化分析可直观展示系统

运行情况；个人后台，各高校机构知识库提供个人空间

以实现个人成果维护，允许通过检索添加、批量上传、单

篇上传来添加新数据，并提供个人收藏入口，收藏的数

据不会在前台显示；权限控制，系统管理员作为各高校

机构知识库的最高权限管理员可以对平台所有数据、学

者、院系等信息进行维护。咨询馆员可根据系统管理员

设置的不同权限，协助管理后台。用户可浏览、下载机构

知识库知识成果，并对个人知识成果进行维护。

4 结论

海南高校机构知识库联盟于2016年年底完成集中

回溯建库工作。该机构知识库联盟包括12所高校，近8
万条数据[11]。经过一段时间试运行，与国内现有机构知

识库平台相比，该机构知识库联盟虽有自身优势，但也

存在待改进之处。

（1）鉴于海南省高校自身状况，海南高校机构知

识库联盟平台采取集中采集式（集中建设、集中发布）

的运行模式。各成员机构将本机构知识成果数据上传

到联盟平台知识库中心系统。由该系统负责管理、维护

并提供服务，达到共享联盟应提供的技术服务要求，

完成平台日常维护与管理。

（2）与国内业界同类项目相比，海南省高校机构

知识库自主开发的软件系统功能实现了预期目标。除具

备集中式建库的特点与优势外，该平台还支持文献计

量可视化分析和统计数据多维化分析，特别是基于研究

方向、科研趋势和关系图谱揭示的院系、学科团队、学

者等维度的深入分析，显示其在助力高校学科建设方

面的功能优势。

（3）海南省高校机构知识库联盟软件平台尚需完

善。如各高校机构知识库模块未能根据学校特色进行

区分性设计，为作者提供个人成果管理空间的功能尚需

改善，深层次知识情报服务和战略情报分析服务尚有

很大提升空间，科研管理系统深度集成、系统化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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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9期（总第160期）68

作者简介

王小会，女，1964年生，博士，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图书馆联盟及数字资源建设，E-mail：820997012@qq.com。

张英，女，1968年生，硕士，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数字图书馆，E-mail：525421247@qq.com。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Alliance Constructions in Hainan Universities

WANG XiaoHui, ZHANG Ying
(Hainan University Library, Haikou 570228,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case study method,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ypical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research addresses platform building 
and technology roadmap of Hainan Universities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Union. The union platform is based on the centralized mode (centralized construction, 
unified release). Based on the above model, the software system has been developed. Practice verifies that the launching operation of Hainan Universities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Union has provided a total new example for China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union building.

Keywords: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Platform Union; Centralized Mode; Software System; Self-Development
（收稿日期：2017-08-14）

建设绩效分析与评估、学者与机构知识库的互动功能

等板块均有待进一步开发。

（4）从国内机构知识库发展态势看，已涉足本机

构特色文献资源（本机构教学资源、科研项目、技术报

告、实验报告、机构历史文档等）的机构知识库甚少。目

前中国矿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机构知识库开

始涉足机构特色文献资源系统建设；中国科学院系统

机构知识库尚未发现同类案例。海南省高校机构知识

库联盟现已启动该项工作，并取得初步成效。

基于集中采集式海南省高校机构知识库联盟软件

平台在国内尚属首例。其成功上线运行为我国机构知

识库联盟建设提供了新范例，实现了一站式区域机构知

识库资源集成与共享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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