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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一个通用数字资源管理系统（简称 DRMS），着重介绍了该系统的核心设计，并简要介绍了系

统构成。DRMS 系统以 Virginia 大学和 Cornell 大学联合开发的开放源代码系统 Fedora 为底层资源管理系统，

并对 Fedora 数字对象进行重新设计，然后引进虚拟馆藏的理念，构造了虚拟馆藏，使得可以基于特定类型的

资源提供特定类型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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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目前海量数字资源的特点诸如多种媒体类型、编码格式、存储格式、分布式存放等特点给数字资

源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如何有效管理这些类型各异、物理位置不同的资源，并能兼容未来可能

出现的新类型的资源是我们进行数字图书馆建设项目组织和规划时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 

二、 通用数字资源管理系统的目标 

结合清华大学图书馆近年来建设数字图书馆项目（建筑数字图书馆，数学数字图书馆）的经验，

为了适应即将开展的中国科技史其它各类学科（机械、水利等）资源的数字化存储和管理的需求，

清华大学数字图书馆研究所计划建立一个通用的数字图书馆系统，这个系统应具有以下特性： 

1. 通用性：支持各种类型和格式不同、元数据格式不同、网络位置不同，提供服务不同的

数字资源； 

2. 可扩展性：动态支持基于新的媒体类型和元数据格式的资源的新的服务，支持二次开发； 

3. 可互操作性；通过XML文件和OAI协议与其他系统进行信息交换和共享。 

三、 通用数字资源管理系统的主要设计 

1. 资源的基本组织方式——数字对象的设计 

DRMS 采用了数字对象的概念。Virginia 大学和 Cornell 大学联合开发的开放源代码系统

Fedora 实现了 William Y.Arms 提出的 DOA 框架。但是，数字对象框架只关注了数字对象的管理，

没有进一步为基于数字对象提供资源服务提供支持。为此，DRMS 以 Fedora 作为底层的资源管理

系统，对 Fedora 数字对象进行重新设计，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完整的数字资源管理系统。DRMS

系统的数字对象模型，如图 1。 

它支持多种复杂对象的表达，还支持一个复杂对象中多种媒体类型的任意组合，支持通过对

象自包含的发布机制调用操作绑定来产生动态或可计算的内容。模型中提供了对象间的关系声

明，以描述一个复杂对象中与之相关的对象。 

2. DRMS系统虚拟馆藏的设计 

为了基于不同的资源提供不同的服务，DRMS引入虚拟馆藏的概念，并进行了扩展。DRMS中的

虚拟馆藏是一组数字对象的聚合体，这组数字对象聚集到一起之后还可以提供某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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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MS 的虚拟馆藏包含以下属性；馆藏元数据定义、馆藏索引定义、馆藏检索定义。 

 

 

图 1 . 数字对象模型 

四、 DRMS 系统构成 

DRMS 系统主要由 7 个模块组成，不同角色的用户看到的模块数目也不同。 

1. 权限管理 

由个人信息、用户管理、组管理和资源权限四个模块组成。 

2. 馆藏配置 

这是集中体现该系统具有可扩展性的模块。用户可以根据使用需要，定义虚拟馆藏的各个   

属性字段。 

3. 资源访问 

资源访问提供对资源的检索和馆藏服务。 

4. 资源标注系统 

采用了国际上较为流行的 METS 标准来封装数字资源，界面动态生成。 

5. 媒体管理系统 

根据视频资源的特点对之进行管理，分为查询、编目、分类维护、事件维护、对象维护。 

6. 互操作服务 

采用了具有简单性、灵活性和平台无关性的 OAI 协议作为互操作服务的协议。 

7. 个性化服务 

个性化服务允许用户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等来个性化过虑检索结果。 

五、 结语 

DRMS 系统目前已经完成了设计和各主体模块的实现，并且装入了建筑、数学学科的各类资源（书

目、论文、期刊、电子书、视频），正在试应用。下一步，我们将逐渐根据具体应用的需要，继

续完善各主要模块的功能，以期在此基础上陆续开展中国科技史其它相关学科的数字图书馆建

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