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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研究的学科数字信息群，是指数字信息环境中的以信息学科文献类型划分的多种数字信息对象集
合。
这里的学科文献类型是指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等信息学科的文献信息表现形式，数字信息对象
即数字化的图书、报刊、论文、资料和档案等的描述性信息资源。
    学科数字信息群与网络信息资源相比较，既有相同或相似的一些特点，又有明显的差异。
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更新频繁。
数量巨大表现为网络上各种信息资源集为一体，并共享使用；内容丰富表现为信息资源覆盖各个学科
或学科的各个领域，来源广泛；形式多样表现为信息资源既有原始论文或电子报刊等一次文献，又有
题录、摘评等二次、三次文献，还有文本、图形、声音等多种形式；更新频繁表现为网络信息量及发
布点迅速增长，有用或无用的信息新陈代谢加快。
学科数字信息群又是特定的网络信息资源，因此它与通常的网络信息资源相比有以下优势：虽然数量
巨大，信息质量仍可控制，面向学科的数字信息群具有一定的标准和规范，许多信息经过必要的信息
过滤、整理加工、质量控制和管理机制，已经处于有序状态；虽然形式多样，信息仍可有效组织，特
别是学科数字信息群按学科的宋献类型将网络信息资源进行划分，通过文献信息资源与网络信息资源
的有机结合丰富了信息资源的体系，从而为数字信息群知识集成运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作了必要的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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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实行统一管理，要将重点放在研究图书、情报、档案信息系统的有效管理问题上。
对图书、情报、档案信息进行科学的分类和处理，保证这些信息获取、加工、存储、传递等渠道的畅
通。
当前，无论是数字档案馆还是数字图书馆，或是其他信息服务机构，都把能够为用户提供满意的信息
服务作为重要的建设目标之一，并试图为信息服务提供知识检索和知识服务。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新型的数字图书馆、档案馆的数字化、智能化和虚拟化，已使新馆成
为新的信息集散地、信息传播中心和知识宝库。
随着计算机高容量、大密度存储功能的开发，新馆的馆藏资源正在逐步实现数字化并在网上流通，其
结果将改变现有的馆藏结构。
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是知识信息管理的三大学科，它们之间有着几乎相同的认识论、基础理论
和方法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更广泛、更迫切的需要，对图书、情报、档案的利用越来越要求公开化、
社会化。
“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的一种理解是“使图书馆、情报机构和档案馆成为一体”，即图书馆、
情报机构和档案馆联盟、组合，为同样的对象服务。
当前信息技术下的三者“一体化”并非实现一般意义上的简单的融合，而是一种数字化网络环境下的
融合，即所谓虚拟图书馆、虚拟情报所和虚拟档案馆的融合。
虚拟融合，就是利用网络技术将分布于不同地点的数字化图书、情报、档案信息资源，按照“一体化
”的规范和原则，以网络化方式加以互相连接，提供及时利用，实现资源共享。
馆藏数字化信息资源的丰富与多样化，存取异地信息的便利是虚拟馆库建立的立足点，也为信息概念
下的图书、情报、档案脱离其载体进行统一管理提供了便利。
面向学科数字信息群的知识集成，除了将相关馆藏资源数字化工作外，还涉及到馆藏信息资源的形成
、整理、存储、检索、传递、保管、保护、利用、鉴定、统计等全过程，它是一种引入管理和应用数
字化的物理信息对象的方法，实现的功能包括对各种载体数字化，数据的接收、存储和管理，组织对
数据的有效访问和查询，数字化信息的网上发布和传递，系统管理和安全维护等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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