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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业科技文献信息资源平台建设研究》来源于黑龙江省科技攻关课题《黑龙江省科技基础条件
平台数据库建设及其资源共享策略研究》。
本研究结合中国国情和黑龙江省实际情况，根据黑龙江省农业科技发展的需要，以全面提高黑龙江省
农业科技文献资源保障能力为目的，联合省内各主要科研、图书文献机构，主动接轨国内其他省份及
国家级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实现协同信息加工、互联网实时信息采集发布、文献数字化加工、数据标
引分类和检查流水作业、资源即时管理、资源即时发布、一站式信息服务、多种信息资源检索、联合
参考咨询、决策支持、用户培训、电子商务、统一检索、用户权限管理、分布式数据存储、容灾备份
、安全防护等多项功能，推动黑龙江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满足黑龙江省农业科技创新及农业经
济建设对科技文献的需求。
　　1.明确黑龙江省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存在的问题　　在查阅大量相关资料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实
地调研、网络调研及查阅统计数据等方式，对我国及黑龙江省农业科技文献信息资源的发展概况进行
了深入研究，明确了黑龙江省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中存在问题。
研究表明，黑龙江省的文献资源主要集中在哈尔滨市各主要文献收藏机构，而且大部分已经实现了现
代化管理；但在全国联机编目系统中，却只有下载权限，没有上传权限，对系统的数据质量没有控制
能力；数据库资源中，中文电子文献保障情况较好，英文期刊文献比例较大，但资源都比较集中于某
个或少数几家高校情报机构，用户咨询情况并不乐观，主要集中于FAQ咨询及电子邮件咨询，互动咨
询比较少，共享环境比较差。
　　2.确定信息服务能力的影响指标并进行指标排序　　构建了完善的信息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对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进行了排序，确定传统文献信息资源、电子文献信息资源及资源的共建共享是
最为重要的三项指标，把好质量关对于信息服务有着比较大的影响，原文传递及代检代查的费用及未
有馆藏图书的获取对综合信息服务能力的影响最大。
　　3.进行农业科技文献平台的理论框架研究　　本书采用吸收现有理论，并结合平台特点进行研究
的办法，给出了黑龙江省农业科技文献平台的定义，并构建了包括信息资源层、支持层、加工层、服
务层、用户层及管理层的理论框架，勾画了详细的系统层次框图与网络结构图，研究确定了系统设计
原则和运行机制。
　　4.农业科技文献平台主要内容研究　　以战略开发的角度明确了平台建设的主要研究内容，并分
别对各部分内容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规划。
　　文献资源建设中，提出采用集中购买的方式，按照保持现有存量不变、进行增量调整的原则进行
，并提出建设11种文献资源类型。
　　数据库资源建设中，提出采用适合黑龙江省现阶段发展的专题特色库组织机制和运作模式，项目
实施采用集中组织管理、建库标准相对统一、参建单位分散建库、专家监督指导的方式。
　　网络资源建设中，建议从浏览选择、评估选择和用户推荐三个方面进行资源选择，并按三种方式
进行资源组织：分类组织、主题组织及元数据组织。
　　进行了相关标准与规范的研究，构建了平台建设应遵循的标准与规范，提出国际标准本地化的原
则及与国家文献信息系统标准规范接轨的原则，确定建设农业科技文献资源异构整合检索规范、农业
科技文献资源联合参考咨询访问服务规范、农业科技文献资源加工规范、农业科技文献资源元数据规
范、农业科技文献资源数字对象规范、农业科技文献数据库著录规则，使得平台在可持续发展及可扩
展性上均有了可能，具有生命力与延展性。
　　综合信息服务中，提供包括综合信息服务、决策支持服务、一站式服务、个性化服务、信息咨询
等信息服务。
　　用户培训中，建立专业培训机构、培养高素质的培训队伍、建立良好的联络渠道、开展远程教育
培训、设置多种培训内容。
　　5.农业科技文献平台构建实证研究　　本书对黑龙江省农业科技文献平台进行了实证研究，构建
了基于·NET的整体框架，为系统配置了硬件及网络、系统软件、应用软件平台和数据资源，实行领
导小组下设参建单位、项目建设办公室和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办法，并采用项目管理的方法对工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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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为实现平台功能详细设计了5个子系统，即资源加工子系统、资源管理子系统、资源发布子系统、信
息检索子系统及用户服务子系统，包括实现的功能、框图设计及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等问题，较为完
整地设计了系统的各部分，保障了系统功能的实现。
在系统安全保障中，强调在制度、硬件、软件、业务等多个层面采取具体的安全策略，根据系统安全
需求分析和系统安全建设的目标要求，作者认为，网络安全应贯穿于整个OSI的7层模型，而针对网络
实际运行的TCP／IP协议，网络安全应贯穿于信息系统的4个层次。
本书即从物理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安全管理四个方面针对信息系统的4个层次给出详细的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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