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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全面梳理国内外网络信息资源自动化处理与长期保存现状和高校文献信息资源保障现状的基

础上，指出高校网络信息资源自动化处理与长期保存的必要性，并对高校网络信息资源自动化处理与长期保存最

佳实践案例密歇根大学本特利历史图书馆网页归档项目进行深入分析，据此以完善高校文献信息资源体系为导向，

从资源、技术和管理三个维度，制定我国高校网络信息资源自动化处理与长期保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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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信息资源作为一种社会智力资源，是人类活动

与知识的载体。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网页已经逐

渐成为人们日常获取、记录信息的重要平台，网页所载

文字、图片、音像等成为记录和反映当代社会人类活动

与知识的重要信息资源。从文献信息资源保障的视角

看，以一定采集策略筛选获得的网络信息资源是当代

社会新兴的一类文献信息资源。与传统文献信息资源相

比，网络信息资源的内容与形式更加丰富、体量庞大。

然而，网络信息资源的易变性、不稳定性、流动性、不

可再生性以及对软硬件环境的强依赖性，也为网络信息

资源的长期保存与开发利用带来较大挑战[1]。如何确保

网络信息资源的可靠使用和永续利用是互联网时代文

献信息资源保障工作亟需解决的问题。

我国网页归档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对网络信息

资源的自动化处理与长期保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

十分有限，当前仅有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较系统

地开展了相关实践。本文面向拥有大量活跃互联网用

户和丰富内容与形式的高校网络信息资源，通过分析国

外高校网络信息资源自动化处理与长期保存的优秀案

例，总结其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策略，为我国网络信息资

源建档、归档工作提供方法与路径。

1  相关研究

本文回顾已有研究成果，发现当前高校网络信息

资源自动化处理与长期保存策略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网

络信息资源自动化处理与长期保存现状和高校文献资

源保障两方面展开。

1.1  网络信息资源自动化处理与长期保存
现状

国际互联网保存联盟（IIPC）将网页归档定义为

采集万维网的一部分内容并且以档案形式保存，并支

持档案的后续访问和使用[2]。其中，网络信息资源的自

动化处理与长期保存的技术与策略是网页档案建设的

主要内容，经过自动化处理并进行长期保存的网络信

息资源集合称为网页档案资源。在实践方面，美国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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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档案馆于1996年率先开展网页归档相关实践。同年，

澳大利亚、瑞典、法国也相继于20世纪末展开网页归

档实践[3]。目前，欧美国家的网络信息资源归档主题已

不断细分，涵盖国家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突发事件、政

府信息等。随着项目的推广和深入，国外学者在利用网页

档案的过程中产生了多学科、多主题的研究成果，同时不

断提出网络信息资源的新需求与相应的保障策略[4-7]。我

国的网页归档实践开始于21世纪初，2001年北京大学

计算机系网络与分布式系统实验室发起了“中国Web
信息博物馆”项目，该项目能够采集我国绝大多数的静

态网页并提供网页搜索和数据分享功能[8]。中国国家

图书馆于2003年发起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网络信息

资源保存试验项目”（Web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Preservation，WICP）对中国境内的网络资源进行采集

与保存实验，并于2019年启动“互联网信息战略保存项

目”，建设覆盖全国的分级分布式中文互联网信息资源

采集与保存体系[9]。然而国家图书馆的互联网资源尚处

于建设阶段，还未开展相关服务。在网页归档的理论研

究方面，我国网页归档的有限实践导致我国网络信息资

源保障工作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理论研究，学者对网

络信息资源的采集、保存相关的技术与策略进行研究，

而利用网页档案开展的研究成果较少，我国历史网络信

息资源尚未得到有效地开发与利用。我国网页归档实践

尚处于起步阶段，且现行网页归档项目较少且尚未面向

社会进行网页档案资源保障工作。

1.2  我国高校文献信息资源保障现状

肖希明[10]提出，文献信息资源保障工作的总目标是

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对文献信息最广泛的需求。刘敏

等[11]提出高校图书馆应为高校教学、科研提供“纸质

文献信息—电子文献信息—共享文献信息”的全方位服

务。蒋岩波等[12]以江西省昌北高校图书馆联盟为例，认

为图书馆联盟中各高校应当注重资源采购计划的针对

性，凸显本校学科特色；完善重点学科三级文献资源保

障体系建设。现有研究多以保障高校内部用户的文献信

息需求为目标展开，忽略了高校图书馆在我国文献信息

资源保障工作开展中承担的使命与责任，导致高校文献

信息资源建设模式相对封闭，主要侧重通过常规采集

方式获得的各种文献信息资源，满足高校用户教学、科

研的文献信息需求，忽略了记录以及反映高校知识和历

史的网络信息资源的采集保存工作，从而严重制约了此

类重要资源的开发利用。

综上所述，网络信息资源已成为互联网时代记录

和反映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文献资源之一，然而我国

的网络信息资源的自动化处理和长期保存工作尚处于

起步阶段。一方面，我国开展网页归档实践的组织与机

构较少，且尚未正式对公众开展网页档案资源服务；另

一方面，作为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工作的重要基础

性机构的高校图书馆对于网络信息资源的长期保存意

识较为淡薄，忽略了网络信息资源的文献价值。基于以

上问题，本文借鉴国外优秀高校网络信息资源归档项

目——美国密歇根大学本特利历史图书馆（以下简称

“本特利历史图书馆”）的网页归档实践，深度剖析该

项目的实践情况，在总结其归档资源特征、自动化处理

和长期保存具体工作流程的基础上，研究适合我国高

校网络信息资源自动化处理与长期保存的策略。

2  文献信息资源保障视角下高校网页归
档的必要性分析

互联网记录和传输信息的便捷性，使得人类越来

越多地将信息记录和分享在各类网站以及互联网平台

上。从文献信息资源保障的角度看，高校网络信息资源

已然成为能够广泛、多形式记录和反映高校知识成果

和历史发展的重要文献信息资源之一，然而，网络信息

资源易丢失、难保存的特点又为其可靠使用和永续利

用带来严峻挑战[8]。此外，高校作为我国文献信息资源

保障工作开展所依托的重要机构，其网页归档实践对

我国网页归档事业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因此，高校

网页归档实践是当前文献信息资源保障工作所面临的

重大挑战，又是互联网时代文献信息资源保障的必要

工作。

2.1  高校网络信息资源是反映高校发展历史
相关信息与知识的文献信息资源

互联网时代，网络信息资源是记录人类活动和知

识的重要文献信息资源之一，实现对网络信息资源的长

期保存是文献信息资源保障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8]。高

校网络信息资源的内容和形式丰富多样，是记录和反映

高校发展历程、管理制度、科研成果、学术活动、学生

生活、校园文化等多方面历史信息的第一手资料，是互

联网时代记录高校管理制度和发展历史的重要原始文

高校网络信息资源自动化处理与长期保存策略研究夏立新，杨元，郭致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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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因此，探索网页信息的自动化处理与长期保存策略

对保留高校历史资料和知识产出具有重要意义[12]。

2.2  网络信息资源的自动化处理与长期保
存能够丰富文献信息资源保障类型

文献信息资源保障工作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满足

用户的文献信息需求。网络信息资源作为互联网时代新

兴的文献信息资源类型，既是人类数字记忆的重要组

成部分，又是教育学家、历史学家等研究者的重要参考

文献[12]。一方面，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网络信息资

源相比传统文献信息资源以文档、图片、视频等多种形

式，更加全面翔实地记载了人类的知识与活动，弥补了

传统文献信息资源的记录空白；另一方面，网络信息资

源高度依赖于其所在的软硬件环境，易丢失且难恢复。

因此，网络信息资源作为一种新时代我国文献信息资源

采访与自建工作的重要对象，只有通过有效的自动化处

理与长期保存工作及时识别重要、具有长期保存价值

的网络信息资源并对其进行分类、归档和存储，才能保

障网络信息资源的可靠使用和永续利用，促进立体化、

多样态文献信息资源体系的形成。

2.3  高校网页信息归档实践能够为我国网络
信息资源保障事业发展提供参考

高校网络信息资源归档实践较易开展且能够获得

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一方面，高校是一个管理体制较完

善且拥有本校网络信息资源知识产权的组织，其网络

信息资源归档实践面临的外界阻碍较小；另一方面，高

校网络信息资源内容与形式丰富，拥有其不同部门及附

属单位，甚至由教职工和学生创建、管理，服务于学校

各项业务或高校成员业余生活的各类网站，其网络信

息资源归档实践能够为不同主题、不同信息资源类型、

不同更新频率、不同运营机构特征的网络信息资源的

自动化处理与长期保存工作提供经验和参考。因此，研

究和开展高校网络信息资源归档工作能够推进我国网

络信息资源保障事业发展。

3  国外高校网页归档最佳实践——以
密歇根大学本特利历史图书馆为例

美国国家数字化管理联盟（National Digital Stewardship 

Alliance，NDSA）2016年和2017年的网页归档项目调

查报告显示，近年来美国高校开展网页归档项目的机构

数量明显增长，美国高校图书档案机构成为网页归档

的重要实践单位[13]。本文以高校网页归档最佳实践案

例本特利历史图书馆的网页归档项目为例，进行深入分

析其网页归档实践中自动化处理与长期保存策略。

3.1  网页归档实践概况

密歇根大学所属本特利历史图书馆成立于1935
年，其主要职能是收集并管理密歇根大学相关历史的

第一手证据和数据并促进对它们的历史研究，以确保

运营的连续性和有效的管理，履行法律、监管和财政

责任，并优化其对空间和时间的利用。自2010年以来，

本特利历史图书馆一直在通过网页归档实践来识别、

评估和选择能够反映大学运营管理和具有档案收藏价

值的网站并定期进行对这些网站进行自动化处理与保

存。截至2021年6月1日，本特利历史图书馆已建立了9
个网页档案，共归档2 803个网站[12]。这些网页档案向

公众开放，用户可通过Archive-It官网、U-M Library
（密歇根大学图书馆的在线公共访问目录库）或BHL 
Finding Aid 3个网站对其网页档案信息进行访问。同

时，本特利历史图书馆还积极地与其他档案机构合作

分享它的检索工具，以便公众和远程研究人员能够了解

本特利的馆藏并加以利用[14]。

3.2  网页归档资源及资源特点

本特利历史图书馆于2019年修订的《档案政策与程

序手册》中明确了其筛选归档网站所必须满足的5项条

件：①网站由大学所有且用于开展大学相关业务；②网

站反映与大学相关的基本功能或活动；③网站是对现有

档案和手稿收藏的补充；④网站填补了收藏中的空白；

⑤网站包含定期更新的独特且有意义的内容[12]。

目前，本特利历史图书馆已建立档案的内容包括

密歇根州的历史收藏以及密歇根大学管理、校友和粉

丝、体育、卫生系统、新闻与活动、附属单位（学校、学

院、研究、中心和研究所、学生组织）、mBLog（移动博

客）。从数量上看，密歇根大学附属单位的网络档案所

包含的网站数量最多（1 283个），而密歇根大学校友和

粉丝网络档案所包含网站数目最少（19个）。从内容上

看，本特利历史图书馆进行归档的网页包含八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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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大学与图书馆、社会与文化、艺术与人文、博客

和社交媒体、科学与健康、自发事件、计算机与技术和

政府－美国各州。此外，本特利历史图书馆所收藏网

站既包含密歇根大学附属的学院、研究机构和学生组

织，也包含学校的教职工和学生合作或独立创建的网

站[15]。通过对归档网站的筛选原则和密歇根大学已归

档网络信息资源的调研分析，本文发现密歇根大学的

网页归档资源具有以下特点。

（1）网站为密歇根大学所有。本特利历史图书馆

所归档网站均由密歇根大学附属单位、教职员工或学生

创建、拥有或使用。此类网站所记录的信息资源，不仅

在内容上与密歇根大学密切相关，具有一定保存价值，

而且其知识产权归密歇根大学所有，合理规避了潜在

知识产权纠纷。

（2）网站服务于该校的各项工作与活动且能够反

映其开展情况。本特利历史图书馆要求网站用于大学

且能够反映有关的业务、功能或活动。此类网站能够从

不同视角广泛、形象地记录和反映密歇根大学的管理

事务、校园活动和发展历程，是密歇根大学的重要历史

遗产，可以帮助解释事件发生的方式或原因，为历史学

家、教育学家、新闻工作者等提供优质信息源。

（3）网站中网页信息具有永久且持续记录价值的

内容。本特利历史图书馆要求所归档网页信息能够填补

已有收藏的空白并会定期进行更新。考虑到长期保存

的成本问题，本特利历史图书馆馆员在进行网页归档前

会对网站的信息资源内容进行评估，删除明显重复和历

史价值不足的网站。

3.3  网页归档的工作流程

网页归档涉及网络信息资源的采集、归档、编目、

存储4个关键步骤。本特利历史图书馆负责确认采集对

象、规范网站建设、提供访问接口和管理知识产权等问

题，同时通过Internet Archive推出的Archive-It程序，

进行网络信息资源的收集、归档和保存工作。

本特利历史图书馆网页归档的具体工作流程如图1
所示，依托Archive-It程序并制定辅助Archive-It顺利

开展网站识别、网络信息资源爬取和编目工作的相关

制度与规范，实现网络信息资源的自动化处理与长期

保存。

本特利历史图书馆网页归档过程中的工作分为三个

阶段：一是在采集网络信息资源前，制定便于Archive-It
程序进行自动化处理的网站建设规范，并提供便于网站

预归档名单、网站信息资源采集方案，如对各网站信息

资源采集的时间和频率；二是在采集网络信息资源过程

中，选用Archive-It程序对网络信息资源定期进行自动化

图1  本特利历史图书馆网页归档工作流程

Archive-It

WARC

高校网络信息资源自动化处理与长期保存策略研究夏立新，杨元，郭致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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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和采集，与Archive-It相关负责人员及时沟通，根据

实际情况调整网页归档计划；三是在完成网络信息资源

采集工作之后，继续利用Archive-It程序对网络信息资

源进行编目、归档和存储。

Archive-It在密歇根大学网页归档实践中主要负责

在特定的时间点获取所需归档网站的快照并创建网站

的存档副本，将副本文件规范化存储于Internet Archive
的互联网数据库和密歇根大学的机构资料库Deep Blue
中，实现多服务器网络信息资源存储与服务。具体而

言，Archive-It的工作分为网络信息资源采集和网络信

息资源编目与存储两个阶段：在网络信息资源采集过程

中，Archive-It在不干扰网站访问的情况下通过爬虫软

件进行网络信息资源的爬取。大多数网络信息资源的爬

取工作每年仅运行几次并持续几天，在网络信息资源采

集工作完成后，爬虫软件将停止与服务器进行交互。此

外，Archive-It会对密歇根大学预归档名单中的网站进

行持续性跟踪和监测，提供网站最佳采集时间的建议，

当网站发生重大变更时，提醒档案管理员增加临时采集

计划。在完成网络信息资源采集工作后，Archive-It采
用柏林核心元数据和网络资源存档国际标准WARC格

式对网络信息资源进行规范化著录和保存。

3.4  网页归档过程中的自动化处理与长期保
存策略

通过对密歇根大学网络归档工作流程的梳理，可

以总结出本特利历史图书馆网页归档工作各环节采取

的关键策略如下。

（1）选择性网络信息资源采集。本特利历史图书

馆根据网页归档资源的筛选原则，预先确定需要采集

的网站，忽略保存价值低的网络信息资源。对于高校网

页归档工作而言，受到成本、法律等多方面外界因素限

制，采取选择性采集策略有以下优势：一是通过人工的

预先筛选能够保证所采集网络信息资源的内容质量；

二是大大缩小网络信息资源采集的范围，能够降低网

络信息资源采集的技术、设备成本，也有利于网络信息

资源的知识产权合规管理，有效规避高校网页档案资

源开放的法律风险。

（2）规范化的网站建设。为提升本校网站的可访

问性，方便网络信息资源的自动化识别和归档，本特利

历史图书馆发布了《网站可访问性指南》对密歇根大学

的各网站创建出规范化要求，具体包括：①所有大学网

站和印刷材料上均应包含版权行；②要确保网页有效且

符合HTML规范；③在网站站点的robots.txt文件开头

添加规定代码，明确允许Archive-It对站点进行归档；

④要求网站在HTML标头中使用描述性元数据元素来

提供有关网站的文档。

（3）定期捕获和及时捕获相结合的网络信息资源

采集。本特利历史图书馆在利用Archive-It程序进行网

页归档的自动化处理过程中，本特利历史图书馆根据需

要归档网站内容的一般变化情况，确定各网站的采集时

间和频率，将网站地址及其捕获频率提供给Archive-
It。Archive-It按照本特利历史图书馆设定好的捕获频

率，定期对本特利选定的网站进行数据爬取，创建网

页存档副本并进行存储。此外，当密歇根大学对其网

站进行临时性重大更改时，本特利历史图书馆可以在

Archive-It人工添加新的捕获计划。

（4）国际标准化的网络信息资源编目与存储。

本特利历史图书馆网页归档资源的编目和存储也在

Archive-It程序的辅助下进行，在网络信息资源的存

储上，采用WARC格式（网络资源存档国际标准ISO 
28500：2009）进行网页数据的存储。在对所采集网络

信息资源的描述上，采用国际上广泛使用的柏林核心

元数据集对网络信息资源的文件类型、标题、内容、

URL、主题及发布者等进行描述与著录。此外，Internet 
Archive还开发了一种能够从WARC文件中抽取结构化

数据的方法WAT（Web Archive Transformation），便
于对大规模数据集进行数据分析。采用国际通用的数

据描述标准和存储范式，有助于所收集网络信息资源

的整合共享、高效使用、二次开发和永续保存。

（5）多副本多服务器的网络信息资源存储。本特利

历史图书馆的网页档案不仅保存在Internet Archive的
互联网数据库中，还备份存储在密歇根大学的机构资料

库Deep Blue中，支持通过Archive-It官网或密歇根大学

的数字图书馆扩展服务访问其网页档案。这种保存策略

不仅能够增强网络信息资源存储的安全性，而且能够支

持该校网页档案的多途径访问和利用，更好地满足校内

和社会用户的相关文献信息需求。

3.5  网页归档所提供服务与应用现状

本特利历史图书馆提供多渠道网页档案资源检索

服务、网页档案资源索引与指南服务。一方面，用户利

用Archive-It的时光机项目（Wayback Machine）、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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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利历史图书馆检索工具BHL Finding Aid和密歇根

大学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扩展服务进行网页档案的检

索和访问，便利本校用户和公众对本特利历史图书馆

网页档案的访问和利用。另一方面，本特利历史图书馆

的档案管理员整理并提供了网页档案的描述性指南与

索引，列出了网页存档信息资源和网页档案的名称、主

题、摘要、创建者、采集日期等内容，方便用户确认自己

所需的网络信息资源或按某一分类标准进行获取具有

特定特征的网页存档信息资源和网页档案。

本特利历史图书馆的网页归档实践已初具规模，

然而，其自动化处理和长期保存工作中依旧面临网站

存档版本不完整的问题。具体而言，本特利历史图书

馆的网页归档策略是针对html格式的静态网页，在对

其他类型的网络信息资源进行采集和存储时，难以保

留其完整形式、功能和内容，主要包括：①存储在不同

域或子域上的链接内容；②动态脚本或应用程序，如

JavaScript或Adobe Flash；③具有视频或音频内容的

流媒体播放器；④受密码保护的材料；⑤需要与网站进

行交互的表单或数据库驱动的内容[12]。

4  本特利历史图书馆网页归档实践对我
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工作的启示

网络信息资源是互联网时代记录和反映人类生产

生活的重要文献信息资源，是新时代我国文献信息资源

保障体系建设中关键的组成部分。然而，我国网页归档

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网络信息资

源自动化处理和长期保存机制，学界、业界对历史网络

信息资源潜在价值的二次开发与利用十分有限。由此，

以习近平总书记“融合发展思想、开放发展理念”为指

导，将网络信息资源纳入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

建设便于社会各界获取与利用的网页档案尤为必要。鉴

于我国在网页归档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优先

进行高校网页归档实践，及时保留高校网站所记录和

反映的高校知识与历史的网络信息资源，为我国网页归

档事业提供经验和参考方案。

4.1  探索我国高校网络信息资源归档与保障
模式

在借鉴国外最佳实践的基础上，要实现我国高校

网络信息资源的自动化处理与长期保存，完善高校文献

信息资源体系，确保高校重要网络信息资源的可靠使用

和永续利用，就要建立适合我国高校发展特点的网络

信息资源归档与保障模式。本文从文献信息资源保障

工作的核心内容文献信息资源的建设和服务两方面出

发，结合本特利历史图书馆的最佳实践经验，构建我国

高校网络信息资源归档与保障模式，如图2所示。

（1）网络资源层。该层是服务于高校成员办公和

日常活动的各类知识产权归本校所有的网站中所承载

各类数据及资源的集合。高校官方网站、高校网页论坛

和高校成员用于高校各类活动自建的网站所承载的高

图2  高校网络信息资源归档与保障模式

WARC

高校网络信息资源自动化处理与长期保存策略研究夏立新，杨元，郭致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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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办公、图像、音频、视频的文件及高校数据库、相关

新闻报道、高校地图等数字资源共同构成高校的数字

记忆[16]。网络资源层的涵盖范围广泛，资源内容丰富，

资源类型复杂且资源质量不一，需要高校图书馆员对网

络资源层的海量资源进行筛选，保留具有长期保存价

值的网络信息资源。

（2）建设开发层。该层主要包含高校网络信息资

源的采集、组织、保存三方面的工作。本文从高校图书

馆在建设开发中所需要采取的管理模式和网页归档所

需的相关技术两方面出发，梳理高校网络信息资源建

设开发过程各阶段的组织和技术保障需求。在网络信

息资源的采集方面，需要图书馆为本校网站建设制定

统一标准，便于网络信息资源的爬取和著录。同时，在

此阶段，需要高校图书馆根据所需归档的网络信息资

源特点，选取成本合适、能够可靠爬取网络信息资源

的爬虫软件。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过程中，需要根据网

络信息资源的内容特征进行归档，自动化处理软件应

该按照统一标准进行编目。在网页档案资源保存阶段，

图书馆需要确保网页档案资源保存的安全性，采取多

副本分布式存储策略，网页档案资源的存储格式应与

WARC相一致。

（3）应用服务层。该层主要包含实现高校网页档

案资源有效可靠保障的各类服务。通过多服务器存储

拓宽高校网页档案资源的服务对象范围，便于高校用户

和社会用户对高校网页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一方面，

提供全文搜索和浏览列表等多种检索方式，将托管的

网页档案集合直接链接到机构本地的搜索页面。同时，

推出便于网页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相关知识服务，提

供数据驱动研究方法，如网络分析、文本与数据挖掘、

纵向内容分析等扩展用户访问和分析归档网页资源的

方式[13]，确保高校网页档案资源的保障效果。

4.2  构建我国高校网络信息资源自动化处理
与长期保存策略框架

我国高校网络信息资源的自动化处理与长期保存

工作，不仅要探索适应我国高校当前发展水平和特点

的网络信息资源归档与保障模式，更要构建能够长期

有效指导的我国高校网络信息资源自动化处理与长期

保存的策略框架，从而保证高校网络信息资源建设与

服务能够适应时代发展，不断提升高校文献信息资源

的保障水平。本文从文献信息资源保障的视角出发，通

过分析本特利历史图书馆在高校网络信息资源的自动

化处理与长期保存中运用的技术和管理策略，发现网

页归档中的策略制定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分别是网

页归档的对象网络信息资源，网页归档所用的自动化处

理与长期保存相关技术，以及网页归档所需要的组织

管理。因此，本文从资源、技术和管理三个维度构建我

国高校网页档案资源的自动化处理与长期保存策略框

架（见图3）。

图3  高校网络档案信息自动化处理与长期保存策略框架

（1）基于开放联合的高校网络信息资源规划与采

集。当前高校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边界仍需拓展，不仅

要建设传统文献信息资源和数字出版物，还要关注网

络信息资源的文献价值，将高校有关网站及各互联网平

台上与高校相关的文献信息资源纳入高校文献信息资

源建设的整体规划，进行网络信息资源采集与建设的

探索和实践。具体而言，高校应主动承担起本校重要网

网络信息资源的归档工作，对外主动联合先进的网络

信息资源管理机构，吸收先进的网页归档自动化处理

技术与方案；对内规范网站建设，筛选出具有长期保存

价值的网站，主导各类网络信息资源的采集、网页档案

自建工作，丰富高校文献信息资源保障类型，形成立体

化、多样态高校文献信息资源体系。

（2）基于多元协同的高校网页档案资源组织与长

期保存。在开放环境下，高校应积极开展高校间及社会

各文献资源保障机构间的合作交流，促进各主体网页

档案资源的共建共享，探索多主体协同合作的文献信息

资源长期保存模式。具体而言，高校在进行网页归档实

践时应该充分吸收社会各界的技术、经验，吸收先进的

网络信息资源自动化处理和长期保存技术，确定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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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页档案资源编目标准和存储格式，一方面方便网络

信息资源的整合、更新和共享；另一方面，便于网页档

案资源的多副本分布式存储，增强网页档案资源的容灾

性和安全性[17]，保证网页档案资源的可靠使用和永续

利用。

（3）基于跨界融合的高校网页档案资源开放与共

享。高校作为知识、发现和教育的中心以及公共资助的

机构，应该积极承担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服务与创新性

实践的使命与职责。在我国网页归档事业的发展进程

中，率先开展实践，探索高校网络信息资源的自动化处

理与长期保存方案，对内完善网站建设规范，采集、组

织和保存有历史价值的网络信息资源，形成更加立体

化、多样态的高校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对外提供开

放接口，向社会研究人员与机构提供优质的信息源，促

进高校网络信息资源的社会化开发。

5  结语

网络信息资源是互联网时代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网页归档实践不仅完善了高校

文献信息资源体系，为挖掘高校历史和开展相关研究提

供了优质文献信息源；同时，还能够为我国网页归档事

业提供参考。本文通过本特利历史图书馆的网页归档

实践，总结其对网络信息资源自动化处理和长期保存的

策略，从网络信息资源的规划采集、组织保存、开放共

享三方面构建了我国高校网络信息资源自动化处理与

长期保存策略的系统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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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status of automatic processing and long-term preservation of network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the literature information resource guarante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e necessity of universities’ 
automatic processing and long-term preservation of network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best practice cases of automatic processing 
and long-term preservation of university network information resources, based on the Bentley History Library web archiving project, based on this, to 
improve the university literature information resource system as the guidance,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resources,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develop 
strategies for automated processing and long-term preservation of network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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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主题词表》自1980年问世以后，经1991年进行自然科学版修订，在我国图书情报界发挥了应有作用，曾

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为适应网络环境下知识组织与数据处理的需要，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主

持，并联合全国图书情报界相关机构，自2009年开始进行重新编制工作，拟分为工程技术卷、自然科学卷、生命科

学卷、社会科学卷四大部分逐步完成。目前工程技术卷和自然科学卷已出版。

《汉语主题词表（工程技术卷）》共收录优选词19.6万条，非优选词16.4万条，等同率0.84，在体系结构、词汇

术语、词间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改进创新。《汉语主题词表（自然科学卷）》共收录专业术语12.4万条，包含数学、物

理学、化学、天文学、测绘学、地球物理学、大气科学、地质学、海洋学、自然地理学等学科领域，收词系统、完整，

语义关系丰富、严谨，每条词汇都有相应的学科分类号表现其专业属性，并与同义英文术语对应。同时，建立《汉

语主题词表》网络服务系统，提供术语查询、文本主题分析、知识树辅助构建等服务。《汉语主题词表》可用于汉语

文本分词、主题标引、语义关联、学科分类、知识导航和数据挖掘，是文本信息处理及检索系统开发人员不可或缺

的工具。

《汉语主题词表（工程技术卷）》已于2014年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分为13个分册，总定价3  880元。

《汉语主题词表（自然科学卷）》已于2018年5月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分为5个分册，总定价1 247元。两卷

均可分册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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