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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程与困惑

1.1 自建资源管理平台的建设历程

2002年自主开发SRM系统（Special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内容：书后光盘资源库、重庆市专家学者数据库、
三峡专题数据库、著名高校发展研究数据库、素质教育基地等。



2003年，部署DIPS系统
部署资源库：汽车特色数据库、生物医药特色数据库、抗战专题文献数
据库、重庆大学博硕论文数据库



2004年，自主开发完成中国西部轻合金信息网，包括材
料文献数据库、材料产品库、材料标准库、材料企业机
构库、材料专家库、材料新闻库等。



1.2 自建资源管理平台的困惑
（1）元数据的标准与规范

 为了后续的数据交换、数据共享、平台切换、统一检
索、资源发现，必须遵循元数据标准，另外，所有数
据必须规范化

（2）资源管理平台的开发模式问题

 自主研发：可持续性不好，人员变动怎么样？

 纯商业平台：开放性存在问题，个性化升级？

 有没有更好的模式？

（3）用户角度来看，太多的平台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每增加一类特色资源，都需要一个管理平台吗？

平台太多，怎么办？如何考虑读者的感受



2、调研与建设

2.1 调查研究

（1）调研范围：

 国内在用的特色库平台

 业界通用知识管理平台

 土豆、豆丁等多媒体商
业网站

（2）调研报告：

 报告名称：《知识管理
平台和图书馆特色资源
库调研报告》

 3万多字



资源管理平台设计的基本要求
符合国际元数据标准：采用都柏林核心元数据集，保

证数据库平台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日后的系统升级、
数据迁移、数据交换均具有重要意义，提升特色资源
的共享度。

WEB2.0理念：以用户为核心，增强用户体验。
多媒体支持：不仅仅支持各类文档数据，同样要支持

多媒体，满足图书馆建设音频、视频特色数据库的需
求。

开放性：具有良好的开放性，便于图书馆根据自身需
求进行二次开发或者定制开发，达到满足广大图书馆
的使用需求。

全新的资源展示：结合最近的信息技术，以图文并茂、
多媒体等对图书馆特色数据库资源直接展示，提高特
色库的利用率。



基础工作：元数据研究

 特色数据库的基础。初步拟定12种，重庆大学图
书馆业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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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平台建设——需求设计

 需求设计纲要；

 需求设计规格说明书。7.5万字。

 平台开发模式：合作开发

 分工：图书馆负责架构设计、需求分析；软件公司负
责代码

魏群义博士
张洁-情报学
沈敏-计算机



RISS2

Resource &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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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S2 的系统架构

3 in 1

RISS2
资源建设与服务平台

资源建设
管理系统

检索服务
个人中心

数字制作
加工系统



RISS2的特色需求

在线阅读

采用在线阅读技术无需
下载安装任何阅读器;
多媒体文件支持在线视
频及视频点播.

特色需求

用户中心

开放、自主、交互
上传、发布资源

收藏 、评论、咨询
RSS订阅 、信息推送

多语种

简体。繁体。
英文。藏文。



平台的主要功能与特色

 全文在线浏览

 检索分面

 丰富结果展示

 个人中心

 多媒体支持

 元数据管理器

 自行创建特色库



 全文在线浏览

•自动SWF格式转换

•无需下载，即可浏览

•限制文献传播



 检索分面（多角度文献定位）

分面：学科、年代、资源类型、资源库



 丰富结果展示

详细模式、列表模式、表格模式



 个人中心

个性化服务平台：融合web2.0理念



 多媒体支持

支持音频、视频、图片



 元数据管理器

DC元数据标准



 自行创建特色库



重大文库建设。。。管理中心



重大文库建设。。。新增作业



重大文库建设。。。资源录入



重大文库创建。。。已录入的资源



重大文库创建。。。数据审核



重大文库建设。。。作业校验



3、思路与实践

3.1 重庆大学自建资源建设思路

① 建设范畴

② 资源类型

③ 平台与元数据

④ 资源建设方式



①建设范畴

文献类型的广泛性，突出机构产出与自我特色

• 学术成果（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专
著、专利、研究报告、科技成果）

• 学术交流（报告、PPT、录像、录音）

• 学生作品（参赛作品、设计作品、影视作品）

• 机构公文（OA公文、重要规划）

• 学校新闻（重要新闻、网络报道）

• 其他内容（校园论坛、学校图片等）

目前国内机构偏重第一类资源，后四类资源目前涉及较少



②资源类型

资源类型多媒体化

• 文档（PDF、PPT、WORD、CAJ等）

• 图片

• 视频

• 音频

后三类资源目前涉及较少



③ 平台与元数据

平台多云化，元数据标准化

• 允许平台多元化，满足特定文献类型
的展示需求，前提是遵循统一的元数
据标准

• 元数据：都柏林元数据集

• 标准化是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 标准化是开展资源交换、自动收缴的
需要

• 标准化是加入机构知识库联盟的需要



④资源建设方式

自动采集与自行提交相结合，多部门联动

•自动采集：对于获取较为便利的文献，采集
自动采集方式，可以支持用户认领；

•自行提交：对于研究报告、会议PPT等资源，
可以采用自行提交方式

•多部门联动：仅依靠图书馆难以完成自建资
源的建设，必须自上而下，得到其他部门的
支持和配合



3.2 重庆大学自建资源建设实践

 重大文库（重庆大学机构知识库平台）

 重庆大学特色资源库

 重大影像特色库

平台均源自RISS2平台
遵循统一元数据标准



重大文库（重庆大学机构知识库平台）

 名称的由来：

 2007年7月，《关于筹建“重庆大学文库”的通知》，
重大校[2007] 327号。

由图书馆牵头，宣传部、离退休处、校友总会办公室等
单位共同参与。





重大文库计划包含的资源内容

 期刊论文库

 重庆大学学位论文库（硕士、博士）

 民主湖论坛精华帖

 重大新闻库

 重大公文库（筹建中）



期刊论文库

 回溯数据采用批量方式建设

 新数据建设方式：计划与学校科技处、社科处合作，
让师生自己提交，由图书馆审核

 成果认定：科技处、社科处有专门的提交系统，只是
差全文而已

科
研
信
息
管
理
系
统



重庆大学学位论文库（硕士、博士）

 数据收集方式：学位论文提交系统，强制提交（离校

的必须环节），研究生自行提交，图书馆负责论文的

审核

 下一步：计划将数据自动推送到“重大文库”，无需

论文导入与导出

 数据量：13276篇学位论文



民主湖论坛精华帖

 民主湖论坛是重庆大学的官方论坛

 精华帖（5744条）: 论坛的精髓，重大学子的网络原创内容

 数据建设方式：将论坛的精华帖转成PDF，导入重大文库



重大新闻库

 内容来源：重庆大学新闻网，数据量：41349 条记录

 部门合作：与校宣传部合作

 数据建设方式：将新闻转为PDF，导入机构知识库



重庆大学特色资源库

 重大图书馆特藏

 CADAL库

 三峡数字图书馆

 民国校报校刊库

 素质教育资源库

 学术专题数据库

 抗战文献库



特藏库（与校史馆合作）



抗战文献库



重大影像特色库

图片记录学校发展轨迹



4、感受与思考

（1）平台搭建不难，数据建设不易

平台搭建难度不大，可持续的数据建设不太容易，需要
持续的人力、经费投入

（2）数据管理，专职的数据管理员？

随着数据规模的增大，数据管理难度也随之增大，需要
专门的数据管理人员吗？

（3）目前重视资源建设，忽视推广和宣传

较少有人关注自建资源的使用情况，如何有效推广和宣
传？如何增强资源的知晓度？

融合进OPAC，融合进资源发现系统

机构知识库联盟



 （4）版权问题

资源访问权限问题：平台开放，不代表资源全开放，必

须重视知识产权，逐级开放策略

（5）校内部门合作与协作

观念问题，有些部门不理解机构知识库建设的意识，争

取学校经费，解决资源获取难题

计划建设学校公文数据库，学生影视作品数据库，毕业

设计作品数据库



感谢聆听
欢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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