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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图书馆对于传统图书馆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理念，也是一种全新的实践，国内外可供参考的文献
并不很多，特别是结合中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实际经验加以深入阐述的文献很少。
本书的编写以国内外数字图书馆研究和建设的最新成果为基础，以相关信息技术为主线，力求突出理
论的严谨性、技术的先进性、方法的系统性。
全书内容体现了数字图书馆理论、技术、应用三大组成部分，力求全面揭示数字图书馆的整体构架及
核心要素。
本书尽量做到立足当前，面向未来，资料翔实，深入浅出，可读性较强。
数字图书馆具有无限发展的空间，其理论与实践都在不断更新、完善，希望本书在促进数字图书馆基
础知识和普及和数字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方面能够充当引玉之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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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建文，男，生于1965年，湖南安化县人。
1989年大学毕业。
1994年至今在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图书馆馆员，计算机软件工程师。
多年来，结合本职工作致力于图书信息数字化研究、网络数据库系统的开发与设计、教育信息资源网
的设计与研究。
1999年，海天出版社出版其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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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2.信息存储技术建立在信息集成基础上的数字图书馆系统实质上是存在于Intemet上的巨型数
据库群，信息的存储、信息的检索、信息的分析都要利用数据库技术。
3.数字化方式图书数字化一般有三种方式：扫描方式、文本方式以及全息技术。
文本方式是最常见的数字化方法。
采用计算机进行文字处理越来越普遍，出版行业也面临数字化改造，因此这种方法是新的文本文件产
生的主要形式。
扫描方式则是最常见的、能够快速将大量印刷型资料数字化的技术，是目前国内数字图书馆建设的主
要数字化内容来源。
其具体做法是采用光学扫描仪、数字相机等将现有的纸质文献经模数转换成位图。
模数转换是指将模拟信息转换成数字信息，以便计算机处理的过程。
转换的质量取决于扫描设定的采样密度，即通常所说的分辨率。
要保证图书数字化的零错误率并考虑成本规模等指标，扫描是切实可行的方式。
但大多数业内人士对此表示了怀疑，他们认为扫描成像后用图像的格式保存，与传统的图书比虽然前
进了一大步，但是无法进行文字检索分类和摘要，更谈不上深加工和处理，会降低资源的利用效率。
对有些图书，比如那种很古老的文物，不能拿扫描仪，只能用照相机，用非常高级的数字照相机把它
照进去。
而且这个工作量非常大。
那么多东西都照进去，其成本之高也可想而知。
采用传统的录入排版方式也有不少弊病：一是只有文本信息，不能保留原来图书印刷的全部，如公式
、图表、图形方面的信息；二是生产成本高；三是错误率高，因此很难形成规模化的生产能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指出，在目前的图书数字化技术中，最先进的应是全息数字化技术，用这种技
术制作的数字图书拥有图书的全部信息，效果最好。
相比之下图像扫描方式只有图像信息，连最重要的文字信息都没有，而文本方式虽然有文字信息，但
没有图形图像、字体号、版式、公式图表等信息，也很不完整。
在国内，像《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所用的书生全息技术就是非常好的，不但创下了非常好的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时，也没有在网上发现清华学术期刊的资料被破解、被盗版的现象。
但是，目前中国数字图书馆已经数字化的18万本图书，都是采用图像扫描技术制作的。
鉴于此，很多业内人士呼吁，在国家数字图书馆建设工程中，应该采取招标的方式，以保证所采用技
术的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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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字化图书与数字图书馆应用研究》：21世纪的数字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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