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ALIS Cloud Library  
Next Generation Library Service Platform 

JALIS 云服务平台建设实践与展望

邵波、沈奎林

江苏省高校数字图书馆建设管理中心（JALIS）

南京大学图书馆

2014.5



目录

JALIS

背 景1

数字图书馆创新实践经验与反思2

JALIS 云服务平台建设构建3

展望4



一、背景——当前全球图书馆面临的挑战

JALIS

• 资源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10亿电子资源 Vs 100万纸本资源

• 用户需求和使用行为的改变

--在线服务远超现场服务

• 商业或非商业机构的竞争

--用户不再依赖图书馆

• 图书馆人自身的不适应

--管理者转变为服务商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数据爆炸”的时代，由于
数据的长期积累和存储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数据量
变得非常庞大，目前数百万乃至上千万条记录的数据
库已不罕见。随着Internet的迅速普及，使得人们
可以轻易获取大量的数据，但是要从数据中获取真正
能够转化为生产力的知识却仍非易事。

人们面对的问题不再是缺少数据，而是知识被数
据淹没了，即所谓“人们被数据淹没了，却饥饿于知
识”。面对这样的状况，仅靠传统的统计分析工具和
检索工具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一个新的研
究领域——知识发现（Knowledge Discovery）
应运而生。

背景— 知识发现及在国内的大规模应用



“智慧图书馆”一词第一次出现在文献中可以
追溯到2003年，来自芬兰奥卢大学图书馆的艾托
拉就在人机交互移动设备国际研讨会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with Mobile 
Devices）上发表了题为《智慧图书馆：基于位置
感知的移动图书馆服务》论文成果，指出“智慧图
书馆”（Smart Library）是一个不受空间限制
且可被感知的移动图书馆。

背景———智慧图书馆理论及其应用发展



智慧地球》智慧城市》智慧校园》智慧图书
馆》„

2008年11月IBM提出“智慧地球”概念，2009年1月，美
国奥巴马总统公开肯定了IBM“智慧地球”思路，2009年8月，
IBM又发布了《智慧地球赢在中国》计划书，正式揭开 IBM“智
慧地球”中国战略的序幕。近两年世界各国的科技发展布局，
IBM“智慧地球”战略已经得到了各国的普遍认可。数字化、网
络化和智能化，被公认为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而与“智慧
地球”密切相关的物联网、云计算等，更成为科技发达国家制定
本国发展战略的重点。自2009年以来，美国、欧盟、日本和韩
国等纷纷推出本国的物联网、云计算相关发展战略。

IBM提出“智慧地球”理念以后，智慧图书馆的相关理论研究
才真正开展起来。



智慧城市-生活服务

餐饮 医疗 居住 娱乐 购物交通 教育

以城市居民生活体验为核心，通过城市各服务功能体间系统的深度整合，实现信
息充分享有；并通过信息的挖掘分析，实现服务高度智能；最后提供丰富便捷的获
取体验，实现快意的城市生活。

智
慧
生
活
核
心

获取快捷

服务智能

信息尽享

——引自IBM智慧城市规划报告



智慧城市-智能分析

在海量数据上进行智能分析，提供给服务对象智能服务信息，并可使服务提供者迅速获
取市场数据，技术捕捉数据背后的潜在商机。同时为城市管理和运营提供清晰决策依据。

•数据关联
•数据分析
•数据挖掘
•预测

刷卡信息 健康信息 喜好信息

位置信息购买记录

个人信息
关联信息

订购记录

智能分析平台

居民及公众
•定制服务
•智能推荐

商户
•精准营销
•统计分析

运营及管理者
•过程清晰
•决策支持



智慧城市-智能分析举例：城市推荐与定制服务

围绕用户的信息进行数据分析挖掘，提供围绕人的智能化的推荐服务。
同时，定制功能可依据需求，实现信息的分析定位后提供主劢服务。

需
求

推
荐

•数据关联
•数据分析
•数据挖掘
•预测

定
制

主
劢
推
送



编 目
采 访

连续出版物

流 通

统 计

系统管理

OPAC

应用服务

传统
ILS

典 藏

背景———传统ILS：难以满足发展的需要



国外图书馆界的应对

JALIS

• 使用符合当前用户需求的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

OCLC  WorldShare 2011年发布通用版。2012年底163家采用。

Innovative Interface Sierra 2011年上市，约有330家用户。

Exlibris ALMA 2012年发布，约有150家用户。

Serial Solutions Intota 知识库策略为基础，2013推出部分模块

VTLS Open Skies 2013推出功能性模块

Kuali  OLE 2013年发布，开放存取

Polaris和3M Library Systems合作将3M Cloud Library整合至PowerPAC目录

SirsiDynix BLUE Cloud Suite。2013年1月上市eResource Central。为图书

馆提供一个电子书与电子资源管理及用户存取平台。



二、数字图书馆创新实践经验与反思

 2012年5月20日

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

图书馆“智慧图书馆”

服务系统揭幕



读者服务系统 服务类型 图书馆创新实践

资源发现 搜索，资源整合 Find+

移动图书馆 APP，手机应用 Mobi+

电子资源借阅终端 触摸互动 Pad+

下一代OPAC服务 书目检索 Book+

学科服务 专业学科服务 Subject+

数字图书馆之创新实践（2012年）



案例1：南京大学对于资源发现的思考 ——Find+

直接购买国外的知识发现平台，
能否满足读者实际需求？

我们能嵌入哪些本地化服务？

我们能为资源发现服务在国内的
普及应用做些什么？



PAD+：

•我们做了很多创新服务，用户知晓多少？

•投入巨大的数字资源建设，如何吸引更多
用户使用？

•能否将数图服务项目部署到学院？

案例2：国内第一款基于安卓平台的互动服务终端 PAD+



支持与手机互动的服务终端

配合MOBI+移动图书馆使用，
通过手机与Pad+互动可以实现电子书刊的下载借阅：

手机摇一摇，即可下载借阅，类似微信

手机拍下二维码，也可下载借阅



手机与PAD+的互动



Mobi+移动图书馆依托成熟的无线移
动网络、互联网以及多媒体技术，使读
者不受时间、地点和空间的限制，通过
各种便携移动设备（手机、PDA、手持
阅读器、平板电脑、MP4等）方便灵活
的进行图书馆的信息查询、浏览；一站
式查找并获取图书馆纸本图书及电子资
源，并可以帮助读者通过该软件享受图
书馆提供的一系列个性化服务。

Mobi+移动图书馆能从各个方面帮
助读者实现信息化时代对信息和资源随
时随地获取和使用的需求。

案例3： Mobi+移动图书馆



解决方案——以用户需求为主

APP&

WAP
Reader+ Pad+ Mobi+

图书馆网络服务
的手机版

充分发挥手机
的即时通讯服务：

微信

走进院系的
图书馆移动
服务终端



案例4： Subject+学科服务平台
提供多个权威来源的历叱数据



提供可定制的数据分析服务



学科馆员后台管理



OPAC的服务思考：

用户喜欢现在的OPAC体验么？

用户想要哪些增值服务呢？

互联网图书服务商做了什么？

案例5： Book+下一代OPAC服务



Book+ ，用户调研得出亓大类需求

1. 经常记丌住OPAC帐号，我想用QQ帐号来登录。

2. 书本身的信息太少，我至少想看到：书封、目录、简介等等。

3. 有趣的信息太少，我想看到更多：网友书评、网络书店导购。

4. 我想参不做的更多：加标签、建个书架、打分、发表评论、
告诉大家我读过、分享到微博。

5. 我想订阅期刊：别光给我RSS地址，丌会用。



Book+, 升级现有的OPAC服务，支持各种国内外
自动化管理系统



Book+：自动身仹判别、主动推送。。。。

。



服务项目 服务类型 借鉴服务 创新实践

本校文库 机构成果库 百度文库 Paper+

数字资源一体化
生产发布系统

资源电子化 CSSCI

管理发布系统 Digital+

科学数据云 云服务 亚马逊云服务 DataCloud+

2013年创新服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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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图书馆服务系统架构

Portal+       Mobi+            Find＋

我的书架 Book+           OPAC＋
期刊订阅 期刊导航 Subject+

参考咨询 互动问答 问卷调查
科技查新 E-Research    Pad+              。。。

ERM电子资源管理 知识库管理 文献传递
分析和报表 。。。

数字资源加工 数字资源校对 数字资源发布 生产管理系统 本
校专家库 机构知识库
关联数据加工 特色资源库 。。。

门户层

用户
应用层

馆员
应用层

数字
资源
服务层

大数据：各类数据资源
基础数据
层



反思

JALIS

• 数字图书馆实践创新的可持续性

• 关于创新服务系统中馆员的角色

• 面对系统与资源的融合，我们更希望做什么？

•多年后回首，我们的付出有何价值？



1、数字图书馆实践创新能持续吗？

走产学研合作之路，不断推出创新服务

2013启动的创新实践能如约而至吗？

Smart@lib   合作：

南京大学图书馆

南京乐致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汇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2、关于创新服务系统中馆员的角色

国外图书馆的岗位需求：

数据研究

用户体验管理人员

人文科学资源收集人员

教学技术丏家

公共关系管理人员（网站、微博等）

知识产权管理人员





2、关于创新服务系统中馆员的角色

几点思考：

系统前期调查比较？买手？

（以发现系统为例）

我们有一个系统、资源管理的团队吗？

把系统、资源的完善，希望于商家现实吗？

越来越多的图书馆服务系统，图书馆员能管理吗？



3、面对系统与资源的融合，我们更希望做什么？

服务系统是一个人机系统，不仅仅是商业系
统与读者的系统，更是馆员的系统。

创新实践是热点概念的炒作吗？

我们是单兵作戓，还是团队协作？



4、多年后回首，我们的付出有何价值？

？？？



JALIS的应对：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构建JALIS云平台

一期 二期 三期 四期：2014--

三、JALIS 云服务平台建设构建



JALIS云服务平台解决什么问题

JALIS Cloud Library

• 纸本、数字资源的统一管理、揭示、共享

• 用户服务功能深度改进

• 数字资源和资产的管理

• 投资回报分析和统计



平台服务模式：云服务

JALIS

• 用户通过多终端访问JALIS统一的云服务中心



JALIS云服务平台系统架构

JALIS



平台构建模式和服务对象

JALIS

构建模式：

• JALIS 统一建设

• 各馆无需投资软硬件

服务对象：

• 本科院校48所

• 丏科院校82所

• 独立学院25所

• 民办高校24所



平台的核心：底层数据中心

JALIS

数据云服务

JALIS本地数据
云服务

馆藏
数据云

中文库

数据云

自建库

数据云

机构知识

库数据云

外文数据
云服务

订购
元数据云

OA
数据云

外部数据接口
云服务

Google 
API

WoS
API

Publisher
API

豆瓣API

APIs

数据输出
开放接口 外部网络应用JALIS平台应用

APIs



数据中心

JALIS

JALIS云平台要
求数据中心是以分
布式计算、虚拟化
资源为核心，主要
为解决第一阶段的
共享、保障、扩展
等问题，在应用整
合的大前提下，利
用分布式计算和虚
拟化技术将数据资
源化，幵进行应用
整合。



数据中心设计思路

JALIS Cloud Library JALIS

（1）要提供整合的计算资源；采用分布式计算方式，对于

数据中心的计算资源进行充分利用，幵要具备弹性，能够根

据日后发展的需求对计算资源进行缩减戒扩充；

（2）要提供统一的管理平台，将分散的、异构的的计算资

源和存储系统进行统一的管理；提供统一标准化接入，将多

套系统的空间进行整合，幵统一分配；

（3）统一提供数据安全保护的功能，能够对整体系统戒系

统中的指定部分进行备仹和容灾，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4）需要考虑降低能耗，绿色存储，能够根据用户访问量

的变化自动进行资源调配。



平台的两大服务组成

JALIS 

资源
云

服务
云

JALIS
云服务



资源云

JALIS 

Resource Cloud Discovery

资源云

外文资源云
（海外云）

中文资源云
（JALIS云）

OPAC云
（JALIS云）

特色资源云
（JALIS云）

机构知识云
（JALIS云）



资源的发现与获取（例）

JALIS Cloud Library JALIS 



服务云：学科服务云

JALIS 江苏省高校图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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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中心

平台

社区服务

•个人主页/成果

•云书架

•参考文献管理

• 团队文档库

• 互动问答

学科研究

•学科热点

•学科发现

•学科排名

•学者文库

•期刊订阅

学科服务云

科研人员成果库 科研项目库 科研学者库 科研机构文库

学科文献库 科学数据库

科研人员服务平台 学科馆员服务平台

馆员服务

•科技查新

•查收查引

•馆际互借

•原文传递

•统计分析

数据交互及应用中间件



学科服务云(例)

JALIS Cloud Library JALIS 



服务云：资源管理云服务

JALIS 

Resource Management

资源管理云服务

电子资源管理 数字资产管理 电子书刊订购 使用统计分析

1 2 3 4



电子资源管理系统

JALIS Cloud Library JALIS

电子资源管理系统
（Electronic Resource Management，简称ERM）是
为实现高校资源管理与统计以及资产与工作流程的自动化
管理而设计的管理软件系统。ERM系统运行为B/S模式，
通过浏览器操作各项仸务、查看各项统计，方便快捷。系
统主要包括个人中心以及管理后台两大子系统。

个人中心包括三大平台：
• 个人信息管理平台；
• 资源管理平台；
• 检索平台。

管理后台包括三大平台：
• 统计分析平台；
• 信息管理平台；
• 数据管理平台。



服务云：移动门户

JALIS 

JALIS Cloud Library Mobile Portal

移动服务云

资源检索 移动阅读 个人服务
外部移动应用
（微信微博）

开放接口
服务输出



四、展望

JALIS Cloud Library JALIS 

方案规划两期

一期建设三个核心子系统：数字资源发现子系统、学科服务子
系统、数字资源管理子系统；二期完成其余的系统。

实现领先的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提升用户满意度

领先的数字资源服务模块，帮助Jalis提供用户创新服务

强大的数字资源管理能力，提高Jalis的服务效率

满足当前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不断发展变化的需求，提供迅速而
持续的数字资源服务能力



感谢

JALIS Cloud Library JALIS 

JALIS项目合作图书馆：

南京大学图书馆

东南大学图书馆

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项目合作单位：

南京乐致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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