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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发现服务的图书馆元数据集成管理

系统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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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数据集成管理系统是图书馆发现系统的重要组成之一。为构建该系统，本文对面向发现的元数据集

成管理研究现状进行调研与总结。针对发现服务面临的主要数据问题，提出在元数据集成管理过程中，采用基于

异构数据同构化、元数据统一规范、查重归并与语义冲突处理方法的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对系统构建需求进

行分析并给出系统信息架构、集成管理流程、系统功能的设计。基于相关设计，提出一种基于领域驱动设计的系统

实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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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现有信息环

境，来源广泛的纸本资源、电子资源等各类文献资源对

图书馆的资源建设产生深远影响，形成新的挑战。随着

文献原生数字资源、回溯数字资源、开放数字资源等的

大量引进，图书馆文献数字资源来源更加广泛，呈现出

数量庞大、种类繁多、载体多样、分布广泛、交叉重叠、

结构多样等特征与形态，给用户使用图书馆信息资源带

来困扰，也给图书馆的相关工作带来不便，利用图书馆

系统实现各类文献资源的整合，进而对文献资源进行

深度揭示和有效利用是图书馆研究中不断探索的热点

问题之一。

传统的图书馆系统在向读者提供图书馆文献服务

过程中，多采用联邦数据库系统，基于中间件的数据集

成系统等资源整合技术对分散的、异构的、高度自治的

数据源进行集成[1]，采用此类方法构建的本地图书馆系

统所需编写的数据访问接口程序数量取决于所集成的

数据源数量，系统较庞大、操作较复杂、易用性较差，

且受网络环境、远程数据管理系统性能等因素影响，系

统性能不够稳定，用户体验不佳。随着谷歌、百度等搜

索网站的服务模式日益深入人心，其新颖、亲民、方便、

快捷的服务特性深受广大用户喜爱。反观图书馆系统，

受传统理念影响，系统亲和度、易用性等难以有大的提

升，急需创新。面对这些挑战，为适应新环境，图书馆

系统设计的理念也在变化，越来越多图书馆系统开始

探索以用户为中心，借鉴搜索网站的服务模式，引入发

现服务机制，基于资源发现系统（简称发现系统）向读

者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文献服务。目前，发现系统已在

图书馆界开始盛行[2-3]。

1  面向发现服务的元数据集成管理研
究现状

发现服务主要通过发现系统实现，其工作原理是按

照统一的标准规范将多来源渠道、类型众多、结构各异

的元数据汇聚在一起，通过映射转换、整理规范、分析

查重、聚合归并、重新组织、集中保存等手段，将多源异

构元数据聚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在此基础上提供

类似谷歌、百度的统一搜索服务。实现资源发现服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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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源异构元数据进行集成管理是不可或缺的部分，面

向发现服务的元数据集成管理是对多源异构元数据进

行整合集成，进而实施集中管理的过程。元数据整合

集成[4]是将分布在不同结构数据源中的不同格式、不同

性质特征的数据，逻辑地或物理地集成到统一数据集

合中的过程，使用户能够以透明或直接的方式访问这

些数据源。元数据集成管理主要借助计算机软硬件技

术、数据库技术等，以集中方式对数据全生命周期进

行管理的过程，管理内容主要包括数据收集、处理、组

织、定位、存储、使用与维护等，管理对象主要包括机

构、人员、流程、文件、代码、规则、规范、脚本、模型、

指标、日志等实体与数据对象，以及描述其属性与关系

的元数据。

元数据整合集成可分为逻辑集成、物理集成和综

合集成3种方法[5]。早期的元数据整合集成主要采用逻

辑集成方法，又称模式集成、虚拟数据库整合、系统平

台整合、数据聚合或数据互操作方法，较典型的是基于

联邦数据库的整合集成系统[6]和基于中间件的整合集

成系统[7]，如整合馆藏OPAC书目数据大多基于联邦数

据库方法，而目前图书馆较通用的逻辑集成方法常基于

中间件方法。逻辑集成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在构建整合集

成系统时采用模式识别方法将分散的、异构的不同数据

源的数据视图集成为全局模式，使用户能够按照全局模

式透明地访问这些数据源。全局模式描述了数据源共享

数据的结构、语义及操作等，用户直接在全局模式的基

础上提交请求，由整合集成系统处理这些请求，转换成

各数据源在本地数据视图基础上能够执行的请求。

面向发现服务的元数据集成主要采用物理集成方

法或综合集成方法。物理集成方法又称数据复制、统

一物理集成方法，是一种基于数据仓储的整合集成方

法，将分散的、异构的非本地数据源的数据复制到与

其相关的本地数据源上，并对本地数据源的数据规范

性与一致性进行维护，从而提高其共享利用效率，数据

复制可以是整体复制，也可以是仅对变化数据的复制。

物理集成方法可以使用户直接访问本地数据源上的数

据，减少甚至避免对非本地数据源上数据的访问，从而

提高数据访问效率。综合集成方法是将逻辑集成和物

理集成方法混合在一起使用的方法。逻辑集成和物理

集成各有一定的局限性。逻辑集成适用于被集成的数

据源规模较大、数据更新较频繁、数据实效性要求较

高、数据不允许复制、用户查询模式多变且难以预测等

场合；物理集成适用于数据分布较广、数据更新频次要

求相对不高、查询获取响应时间要求相对较高、用户查

询模式较稳定等场合，采用综合集成的目的是突破这

两种方法的局限。

图书馆收录的文献资源类型多种多样，包括图书、

专著、期刊、会议、报告、专利、学位论文、影音图片等。

相关文献元数据源自图书馆、大学、出版机构、科研机

构、数据库商等，呈现出数量庞大、类型众多、来源广

泛、格式多样、结构各异、交叉重叠、质量良莠不一的

特征，对其进行整合集成有时甚至会遇到数据格式不

能转换或数据转换格式后信息丢失等问题，严重阻碍

资源共享。针对此类问题，面向发现服务构建图书馆元

数据集成管理系统，对多源异构元数据进行整合集成

与集中管理，已成为增强图书馆服务品质的必然选择。

针对多源异构元数据的整合集成与集中管理，许多学

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索。针对档案元数据，金更

达等[8]给出基于统一的元数据标准构建元数据注册系

统、元数据仓储系统，通过相关系统集中管理档案元

数据；针对多来源开放期刊元数据，李颖等[9]提出基于

XML元数据交换、数字权益管理等技术构建资源整合

平台，通过该平台整合集成开放期刊元数据；针对多来

源文献书目元数据，傅红梅等[10]提出基于Web2.0信息

资源组织、开放互联等构建文献资源知识库系统，通过

该系统管理书目元数据；针对类型众多的图书馆数字

资源元数据，任慧玲等[11]提出对多类型数字资源元数

据进行集成管理的设想；为应对快速增长的海量数字

资源给图书馆带来的压力与挑战，姜爱蓉[12]提出基于

元数据集成、组织与揭示的集成管理思路。相关研究

多未涉及面向发现服务的元数据集成管理，而此方面

研究正处在起步阶段，相关文献报道尚不多见。结合工

作实际，本文给出一种面向发现服务的图书馆元数据

集成管理系统构建方案。

2  面向发现服务的元数据关键问题研究

元数据是发现服务的基础与保障，发现服务对元

数据问题极为敏感，在元数据整合集成过程中，相关问

题如果得不到较好的解决，将对发现服务产生不利的影

响，因而受到业内持续关注[13-14]。通过对比分析与归纳

汇总，现有的发现服务主要存在三方面的元数据问题：

第一是元数据标准不统一，相关元数据在结构上存在差

异，因而难以集成，难以实现一站式搜索服务，给用户的

查询浏览带来不便；第二是元数据著录加工规则、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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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方法、规范控制方法等不一致，相关元数据在一致

性、规范性、正确性、有效性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而

难以集成和管理，搜索服务的准确性难以保证，给用户

准确查找文献造成不便；第三是元数据查重与聚合归并

过分依赖计算机，机器是按预先订制的规则进行自动匹

配与自动处理，但面对多变的数据，相关规则不能全面

适用，会出现遗漏，造成聚合归并不彻底，因而无法实现

唯一揭示，搜索结果经常出现重复记录，给用户准确定

位、快速获取资源造成不便。解决这些相关问题，需要在

元数据集成管理过程中采取对应的措施。

2.1  异构数据同构化

对于多源异构元数据，来源不同则描述方案不

同，类型不同描述方案亦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基本

框架、元素数量、描述、定义等存在一定差异，因而

无法直接对其进行集成合并。解决相关问题需要制

定统一的元数据描述方案，并据此对异构异类元数

据进行同构化处理。在图1所示的统一描述概念模型

及对应描述方案中，将实体进行抽象与归并，明确实

体间相互关系，统一元素的描述与定义，参考美国国

家信息标准组织发布的提高发现服务透明度的推荐

做法——开放发现倡议（Open Discovery Initiative: 
Promoting Transparency In Discovery，ODI）[15]。方

案元素集包含或可以衍生ODI推荐的两类构建发现

服务集中索引所需元素集，分别是核心元素集（Core 
Metadata Elements）和扩展元素集（Enriched Content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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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元数据统一描述方案概念模型

对多源异构元数据进行同构化处理，需要针对每

一来源的元数据，建立相关元数据描述方案与统一描

述方案的映射转换关系并形成对应规则，在此基础

上，通过映射转换等方法实现相关数据的同构化。随

着来源不断增多、类型不断丰富，映射转换规则也相应

增多。这种情况下，需要构建规则库，对多源异构元数

据进行同构化处理。规则库（Rule Base）是将规则组织

在一起并在计算机中进行保存的知识库，规则的主要

作用是对标目进行约束与限制，以保证标目表达的唯一

性。为便于随时调用，相关规则需完整保存，构建规则

库，保存所有映射转换规则，基于规则库对多源异构元

数据进行同构化处理可以较好满足这一需求。规则库

建设初期可以将已经形成的规则写入数据库，后期以

动态维护方式不断补充与优化完善。

面向发现服务的图书馆元数据集成管理系统构建研究赵捷  董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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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元数据统一规范

图书馆元数据既有自加工数据也有其他来源的数

据，由于各自的著录加工规则不一致，内容表达各异，

数据不一致问题随处可见。一旦发现重复记录，需要对

其进行聚合归并，由于重复记录的一些内容表达不一

致，导致在格式、语义等层面出现冲突，因而难以进行

处理。解决此类问题，需要按照统一的规范控制方法对

多来源元数据进行规范化处理。对多源异构数据进行统

一规范较为复杂烦琐，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认识与总结，

找到规律和对应的处理方法[16]。构建规则库和规范档

（Authority File）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17-18]，多

源异构元数据的统一规范可采用基于规则库和规范库

的解决方案。

规则库主要用于统一国别/地区、语种、时间、卷

期等表达方式，包括著录规则、检测规则及与之对应

的转换规则等，著录规则与元数据著录规范相对应且

可被计算机识别，如代码范围、正则表达式、数据字

典、时间日期表达式等，检测规则和转换规则是对不

符合著录规则的数据进行检测进而特殊处理的规则，

是在统一规范过程中逐步积累形成的规则。

规范库主要用于对期刊、会议、责任者等名称进行

规范控制，由规范档组成。规范档是由规范记录组成

的计算机文档，其作用是对标目进行规范化控制，以保

证标目的前后一致性和唯一性。图书馆多源异构元数

据主要涉及品种（如期刊、会议）、机构（如文献责任

机构、作者所在机构、出版发行机构）等实体。规范库

主要包括母体、会议、机构等规范档，主要用于描述相

关实体的属性与关系：实体属性包括唯一标识、规范名

称、名称变体等元素；实体关系主要包括属分关系、等

同关系、同义关系、相关关系、沿革关系等。规范档不

但要将相关实体的属性信息保存在规范记录中，还要

能够记录相关实体的关系信息，在规范档中为每一个

实体分配唯一标识，唯一标识不但用来唯一识别单个

实体，还能建立与其他相关实体的联系。以机构规范档

为例，机构规范表描述了规范机构名称、起止年代等

规范属性，机构规范表与其他表通过规范机构ID实现

关联。机构表与机构规范表的关联可以表达相关机构

间的同义关系，机构规范表与隶属机构表、从属机构表

的关联可以表达机构间的属分关系，机构规范表与同

级机构表的关联可以表达机构间的等同关系，机构规

范表与相关机构表间的关联可以表达机构间的相关关

系。机构规范档实体关系概念模型如图2所示。规范库

建设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丰富与完善。

  2.3  查重归并与语义冲突处理

发现服务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对多来源文献资源进

行唯一揭示。为此，应保证关于同一文献的多条重复元

数据记录能够聚合归并为一条记录，使来源出处归并

在一起。文献元数据涉及多个层面，既有关于母体层面

的元数据，也有关于卷期、篇级等层面的元数据，因此

需要分别针对不同层面的元数据进行查重。查重的实

质是检索，因此构建有效的检索策略必不可少。针对不

同类型文献、不同层面的元数据，查重策略不尽相同，

查重策略数量多且在不断调整优化，系统运用相关规

则进行查重势必导致软件系统的频繁调整。针对这一问

题，采用基于查重规则库的解决方案，将检索策略以规

则形式存入规则库，基于规则库以模糊检索方式进行

自动查重。查重结果按相似度排序，当相似度均小于预

先设定的阈值时，以人工方式对查重规则补充完善或优

化调整，目的是不断提高查重匹配精度，进而最大限度

降低人工干预。查重规则库包括母体、卷期、篇级三个

层面的规则（见表1），每一层面的规则根据文献类型由

一组规则构成。

针对重复记录，通常采用优选方法选出质量好、内

容较丰富的数据[19]，此种方式处理重复数据，不能达

图2  机构规范档E-R图

IDPK

ID
ID

IDPK

ID PK IDn:1

PK ID

ID
ID

IDPK

ID
ID

IDPK

ID
ID

IDPK

ID
ID

1:n

1:n

1:n

1:n 1:n



2018年第7期（总第170期） 15

到逐渐增加数据厚度、提高数据品质的目的，因此，本

研究采用图3所示的多来源重复记录处理机制对相关

重复数据进行聚合归并。

对于重复的记录，其内容、格式、著录方式等存在

较大差异，会出现数据冲突，特别是语义冲突。利用计

算机遍历重复记录各字段内容可以发现数据冲突，聚

合重复记录，采用拆分归并、叠加归并、替换归并等方

法可以解决数据冲突。元数据聚合归并需忠实于原文，

处理时需打开重复记录所指向的原文文件，通过内容

比较进行合理操作。元数据聚合归并具有重复性且呈

现一定规律性，将这种规律转换为归并规则并保存到

规则库中，由计算机按照规则库中的相应规则自动完

成相关操作可以大幅提高相关重复数据处理的自动化

水平。聚合归并规则库的构建是一个积累重复数据处

理知识的过程，需要不断认识、积累和完善。

3  系统设计

3.1  需求分析

发现系统主要基于集中索引机制（Central Index）
或集中索引检索引擎（Cent r a l ly  I ndexed Sea rch 
Engine），集中索引机制以集成仓储为基础，采用格式、

索引和排名一致的算法，将相关数据与服务索引整合并

进行封装保存。发现系统信息体系结构如图4所示，元

表1  查重规则库中主要规则

文献类型 层  级

期刊

会议

文集汇编

图书专著

研究报告

学位论文

对应规则

由ISSN、刊名、馆藏号等构成

由上一层级规则与母体（卷期）

中的年、卷、期等共同构成

由上一层级规则与篇级唯一标识、

题名、作者、单位等共同构成

由会议名称、主办单位、届次等构成

由上一层级规则与母体（文集）

题名、馆藏号等共同构成

由上一层级规则与篇级唯一标识、

题名、作者、单位等共同构成

由母体（文集）题名、馆藏号等构成

   由上一层级规则与篇级标识、

题名、作者、单位等共同构成

由题名、作者、出版者、版次等构成

由题名、作者、单位等构成

由题名、作者、学位、授予单位等构成

母体

卷期

篇级

母体

卷期

篇级

母体

篇级

母体

篇级

篇级

 1  2  3

1- 3

图3  多来源重复记录处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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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7期（总第170期）16

数据集成管理系统在对海量多源异构元数据汇聚的基

础上，通过高度集成与统一管理，形成结构统一、内容

规范、内外关联的元数据集成仓储，从而为发现服务提

供必要的数据支撑与保障。

面向发现服务对海量多源异构元数据进行集成

管理，工作量大、过程烦琐复杂，出于成本等因素的考

虑，在大多环节上采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自动处理，缺乏

人机交互。由于计算机是按照人的指令处理相关数据，

而相关指令主要基于处理相关数据问题的知识，没有人

工参与，一些问题无法及时发现，因而导致系统性的数

据问题时常出现。针对此类问题，现阶段的元数据集成

管理还需人工介入，目的是及时发现新的数据问题，及

时总结提炼，形成相应的处理知识并及时加以运用，进

而在保证数据质量的前提下不断提高集成管理自动化

水平。人工介入是全流程的参与，在组织内部需要形成

专门的工作团队，以流程化、知识化、自动化的工作方

式协同开展图书馆多源异构元数据的集成管理。

面向发现服务的元数据集成管理是一项技术性、

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离不开平台的支撑，搭建元数据集

成管理系统就是为满足这一需求。具体来说，首先，系

统的构建围绕发现系统的构建展开，形成完善的信息

体系架构，提供充分的数据访问接口，满足发现系统调

取全文数据及相关配套数据的需要；其次，围绕元数据

集成仓储建设，提供采集备份、转换校验、清理规范、

整合集成、集中保存、检索查询、统计分析、监测预警

等管理功能，以满足发现系统集中索引服务的需要；最

后，围绕相关工作实际，固化业务流程、建立完善的知

识积累与运用机制，提供强大的自动化处理能力和海

量数据分析处理能力，确保系统易用好用、快捷高效、

安全可靠、开放扩展，以满足相关工作团队开展元数据

i

i

i m

m

mi

m

1 2 n

……

……

……

……

图4  发现系统信息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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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管理等业务工作的需要。

3.2  系统信息架构设计

元数据集成管理系统在发现系统信息体系中起枢

纽作用。一方面将不同来源的元数据汇聚在一起，另一

方面为其他相关系统提供数据支撑与保障。元数据集

成管理系统的来源数据主要有馆际联合目录（OPAC）
数据、自加工数据及其他方数据，集成后产生的、含有

多来源指向的母体、卷期、篇级等元数据，可以为索引

服务系统构建集中索引提供基础元数据，为统一命名

与调度系统管理数字对象提供相关来源链接数据，为

统一检索与服务接口系统进行信息组织与构建、资源导

航体系构造等提供相关规范数据。具体设计的元数据

OPAC

Restful

WebService

OAI

 

图5  元数据集成管理系统信息架构

集成管理系统信息架构如图5所示。

3.3  集成管理流程设计

流程再造是以满足用户需求为宗旨，借助先进信

息技术和管理手段，对传统业务模式、流程、组织形态

等进行全面梳理与根本性改造，以期使相关业务在效

率、效益、质量等方面发生显著性转变。为进一步提升

服务水平，许多图书馆基于流程再造理论重塑业务流

程[20-22]，并据此对相关业务进行管理。元数据集成管理

工作是图书馆重要工作内容之一，面对大量涌入的描述

定义各异、文献类型多样、质量良莠不一、相互交叉重

叠的多源异构元数据，梳理、整合集成相关数据以满足

发现系统服务要求，对进度、质量、时效等要求越来越

高，如果不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流程化管理手段，相

关需求难以满足。为实现多源异构元数据的流程化管

理，基于流程再造理论，结合工作需要，采用图6所示的

基于协同的工作流模型，建模方法采用基于事件驱动过

程链（Event-Driven Process Chains，EPC）的方法[23]，

该方法使各环节通过事件状态相互衔接，一个环节的

事件状态发生改变将导致相邻环节的事件状态随之发

生变化，这种变化将传至全流程各个环节。

图6所示的流程涉及采集管理、任务管理、加工管

理和质量管理4个基本环节，各环节职责划分明确，避

免因职责界限不清、接口不明造成相互推诿、不负责任

等问题，其主要职责分别为：①采集管理，按批次接收

面向发现服务的图书馆元数据集成管理系统构建研究赵捷  董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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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并对其进行转换解析与校验，接收完成后系统将

所接收的数据包置于“待分配”状态；②任务管理，根

据数据加工人员的工作状态，将“待分配”数据包分配

给数据加工人员，分配完成后系统将“待分配”数据包

置于“待加工”状态；③加工管理，对“待加工”数据包

进行整合集成，整合集成后系统将“待加工”数据包置

于“待质检”状态；④质量管理，针对“待质检”数据

包进行质量检验与集中保存，质检完成后系统将“待质

检”数据包置于“已加工”状态。

3.4  系统功能设计

系统的使用人员包括组织内部承担不同工作职责、

具备不同角色的工作人员。为满足组织内部各类人员的

使用要求，系统功能构成及资源配置需完整全面，但根

据实际业务需要，并非所有人员都有权使用完整的功能

与资源。为便于使用，更为保证系统安全和数据安全，

需依据使用人员的职能与角色赋予相应的系统功能操

控权限和相关数据调用权限，为满足这种安全访问控

制需要，采用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机制（Role-Based 
Access Control，RBAC）[24]。RBAC属于强制访问控制

技术，基本原理是以角色为中间媒介建立用户与权限

的联系，克服直接向用户授权的不足。借助角色这一实

体控制用户对系统资源的访问，有效提升系统安全性，

改善易用性，降低管理复杂度，以及减少授权工作复杂

性。元数据集成管理系统对多源异构元数据进行集成

管理，作为相关业务的工作平台，为保证集成管理工作

正常开展，元数据集成管理系统需提供访问控制、采集

管理、任务管理、加工管理、质量管理、数据管理和系

统管理方面的功能，整体功能架构如图7所示。

4  系统实现方法

4.1  系统开发思想

支持相关业务人员以流程化、知识化、自动化方式

集中管理多源异构元数据，业务环节较多，相关环节的

人员角色与权限有所不同，所涉及的管理方法差异较

大，数据对象多样繁杂且愈加复杂，这些因素导致整个

业务逻辑需要不断增多，功能需要不断扩展与强化，性

能需要不断提升。为适应这种变化的需求，采用基于领

域驱动设计（Domain-Driven Design，DDD）[25]的方法

构建系统，目的是让业务人员参与到系统构建中，通过与

软件开发人员的协同配合，降低开发复杂度，缩短开发

周期，确保所开发系统的性能与功能能够更好地满足业

务需求，从而保证系统的可用性、可维护性和可扩展性。

DDD是一种用来指导面向复杂领域的软件开发项目的思

维方式，该方法采用分层方式构建系统，核心是让参与

开发的业务人员构建领域模型（Domain Model）。领域

是系统的核心业务，领域模型是领域概念的抽象，是通

用语言，由实体、值对象、领域服务、聚合或聚合根、仓

储、工厂等模型元素构成。按照DDD设计思想，系统架

构可以分为接口层（Interface）、应用层（Application）、
领域层（Domain）和基础设施层（Infrastructure）。

接口层包含服务于客户端的所有表现逻辑及与其

他系统进行交互的接口与通信设施，依赖于应用层与

领域层。

应用层包含各类应用服务，依赖于领域层和基础

设施层。应用服务只负责协调并委派业务逻辑，不负责

业务逻辑的实现，业务逻辑大多由领域层对象承载和

处理。

图6  元数据集成管理工作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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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层是整个系统的核心层，维护使用面向对象

技术实现的领域模型，几乎全部的业务逻辑会在该层

实现。在该层中采用模型元素对业务逻辑进行封装，这

种与其他层的松耦合，能够以最小代价实现其他层的

调整或替换。

基础设施层为接口层、应用层和领域层提供支撑。

所有与具体平台、框架相关的实现会在基础设施层中

提供，避免其他层掺杂进这些实现，从而“污染”领域

模型。该层最常见的设施是对象持久化的具体实现。

4.2  技术方法

对DDD思想的核心支持与技术实现是DDDLib库，

是一整套支持DDD思想的类库，可以使开发者轻松创

建符合DDD思想的项目，更适合业务复杂、规则灵活多

变、分析抽象要求高的项目。多源异构元数据集成管理

系统的开发基于DDDLib开发框架，在现有的相关开源

软件中，选用基于Java EE企业级应用的开源开发平台

Koala[26]。借助Koala平台提供的DDDLib、Hibernate、
JPA等基础类库及开发工具，以流水线的生产方式加快

系统开发进程。采用DDDLib框架开发的系统在体系结

构上采用B/S结构和图8所示的多层体系架构，能够较

好地支撑工作团队对多源异构元数据进行集成管理。

系统开发完成并投入使用，运行实践表明，系统构建方

案切实可行，系统性能与功能的不断扩展与强化，满足

多源异构元数据的集成管理需要。

图7  元数据集成管理系统功能架构

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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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系统的构建采用迭代式的开发路线。建设初期，侧

重系统基础框架与基本功能的实现、业务流程的打通

和规则规范的摸索，在证实方案可行性、系统基本成型

的基础上，经过持续的功能扩展、性能优化和加工知识

的积累，系统管理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不断提升。在系统

的有效支撑下，组织内部数据加工管理工作团队能够

基于本地网络以流程化、知识化、自动化的工作方式对

馆藏期刊、会议、科技报告等文献的多源异构元数据进

行集成管理，组织内部其他人员还可以利用系统中的

海量多来源数据，借助系统提供的比较分析、报表编制

等功能开展相关业务工作，工作效率得到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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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Metadata Integration Management System of Discovering-Oriented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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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tadata integration management system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library discovery system. To construct the system, this article has 
investigated and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status about metadata integration management of discovering-oriented service. To solve the main data problem during 
discovery service, this paper has proposed specific solutions about constructing isomorphic data, unifying isomerous data, duplicate checking and semantic 
conflict processing. And on this basis, system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 are analyzed. This article has put forward system information framework, integration 
management workflow, system function, and so on. Based on relevant design, this paper has proposed a system implementation method based on domain-drive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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