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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丝绸文化”特色数据库的研究和建设 

王倩           胡朝明 

【摘 要】“浙江丝绸文化特色数据库”是浙江省高校数字图书馆 （ＺＡＤＬ）第二批特色资源数据库子项目之

一，研究建设时间为两年。文章主要介绍 “浙江丝绸文化特色库”的选题背景和建设方案。 

【关键词】丝绸文化；特色数据库；特色馆藏；数字图书馆 

２００８年５月，浙江省高校数字图书馆 （ＺＡＤＬ）项目建设全面启动。ＺＡＤＬ项目的总体目标是，构建面向全省高

等院校的数字化文献信息保障服务体系，形成具有国内先进水平、功能齐全、资源丰富、覆盖面广的浙江省高校数字化图书馆。

特色资源数据库项目是 ＺＡＤＬ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００９年３月，浙江省教育厅、财政厅批复了首批１５个立项项目。

２０１０年４月，浙江省教育厅、财政厅又批复了第二批１８个立项项目。“浙江丝绸文化特色数据库”是 ＺＡＤＬ第二批特

色资源项目的 Ａ类立项资助项目，由浙江理工大学承建，中国丝绸博物馆、《丝绸》杂志社、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作为合

作建库单位也承担了大量工作。 

１ 浙江丝绸文化特色数据库的选题背景 

丝绸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的伟大贡献，几千年来一直为世界人民所热爱。在世界人民眼里，丝绸是

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丝绸之路”与 “万里长城”并驾齐名。 “丝绸文化”是祖国传统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

一种以 “丝绸”为载体的特定传统文化。悠久深厚、意蕴丰富的浙江丝绸文化因其特定的内涵，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是

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美丽富饶的杭嘉湖平原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桑蚕生产基

地，悠久的桑蚕养殖历史也培育了浓厚的桑蚕养殖人文文化。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种桑、养蚕基地逐渐西移到贵州、四川

等西部地区。生产规模的缩减，也使桑蚕丝绸文化面临灭绝的危险，２０１０年嘉兴市已经启动了蚕桑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申遗工作。因此，研究和探讨浙江丝绸文化，对区域性特色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收集和整理民间收藏等灰色文献具有重要的

历史和现实意义，同时也可以丰富地方特色文献建设，为地方经济和文化建设服务。 

２ 浙江丝绸文化特色数据库的建设方案 

２．１ 资源的收集 

２．１．１ 特色馆藏资源的整合 

浙江理工大学的前身可以追溯到１８９７年杭州太守 “林启”创办的蚕学馆，植桑、养蚕、纺丝历来就是传统办学专业。

１００多年的办学传统积累了浓厚的文化底蕴，也成就了图书馆丰富的丝绸学科特色馆藏资源。自１９８５年起，图书馆开始

编辑出版 《丝绸文献目录集》，该刊在八五期间曾获中国图书馆学会二次文献成果奖。自２００５年起，图书馆就尝试将部分

外文原版期 刊 进 行 数 字 化 加 工，供 校 内 师 生 教 学 科 研 之 用，受 到 一 致 认 可 和 好 评。在“浙江丝绸

文化”特色数据库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把馆藏的相关纸质图书和纸质期刊与电子图书和电子期刊查重，对于没有电子版的，如

一些内部资料，进行数字化加工，然后按照文献类型分别标引入库。 

２．１．２ 合作建库单位资源的整合 



 

 2 

中国丝绸博物馆、《丝绸》杂志社和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是我们的合作建库单位。中国丝绸博物馆，是第一座全国性的

丝绸专业博物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丝绸博物馆。馆内收藏了大量的古代丝绸真品和丝绸学科相关的历史文献，为 “浙江丝绸

文化”特色库的建设提供了充分的文献资源保障；《丝绸》杂志社，前身是浙江丝绸科学研究院，创立于１９５６年，是我国最

早的丝绸研究所，拥有丰富的丝绸文献和人才储备，为特色库的建设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同时杂志社的专家也为特色库的

建设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积累了大量的茧丝绸文献资料。既有古蚕书又有近现代蚕书，另外还

收藏了与蚕桑专业相关的工具书，如 《广群芳谱》等。 

２．１．３ 民间收藏和业界名人的个人收藏 

蚕桑生产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悠久的蚕桑生产史也培育了浓厚的蚕桑文化。“丝绸”在古代是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象征，

因此，在很多业界名人手中，都有相关的历史资料和实物收藏。在杭嘉湖一带，也有一些民间机构收藏了一些相关的宝贵资源，

这些资源一般是从未整理开发过的灰色文献，对于研究浙江丝绸文化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在特色库建设中，我们

通过走访老专家、民间收藏家，整理出了一部分珍贵的历史文献。另外，通过走访老专家，我们也得到了很多文献的线索，为

特色库建设拓展了思路。 

２．１．４ 网络信息资源的整合 

网络信息资源浩如烟海，对于需要查找文献的人来说经常感到无从下手，因此 “浙江丝绸文化”特色数据库充分利用信息

挖掘技术对网络信息资源进行整合，结合丝绸学科特色和读者需求，以 ＤＣ 元数据对网络信息资源进行描述。 

２．２ 系统平台的选择 

系统平台选择时要考虑以下两种特性：一是简洁、方便。特色资源库构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用户的信息情报资料需求。

现代网络环境下，用户的信息需求呈现出多元化、动态化、集成化、高效化、广泛化等特征。为了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用户信

息需求，特色资源库的构建就必须从用户信息需求特点入手，以方便用户信息检索为目标，使检索界面简洁、大方，能够满足

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用户需求。二是安全、稳定。特色资源库系统中存储了大量的信息资源，因此，系统必须拥有可细致到

单个内容的权限管理模块，保证系统用户只能访问限定的资源，从而确保数据的安全；同时系统需要采用可靠的服务器硬件设

备以保证系统的稳定性，保证用户能够正常使用［１］。经多方论证，ＺＡＤＬ特色资源数据库统一采用杭州麦达公司的系统平

台，在同一平台上支持基于 ＤＣ 的多个子集的元数据规范和著录规则，数据采集部分的实现是按 ＯＡＩ－ＰＨＭ 协议的内

容进行的。 

２．３ 资源的加工和标引入库 

元数据模板是 “新建某类资源时，可以系统预设的元数据体系，供标引人员方便地进行资源描述”［２］。元数据模板的设

计是元数据标引的基础工作，模板设计是否科学、实用、美观，直接决定着资源描述的便捷、深入和全面，也影响着用户检索

的满意度。纸质资源经过扫描、翻拍等数字化加工手段，在资源标引入库之前，首先要在特色库平台上根据不同文献的类型建

好模板，模板的建立要充分考虑资源的标引和元数据存储。遵照 ＤＣ 标准，各个字段均有对应的字段设置，所形成的模板应

该方便选取字段。 

２．４ 技术路线 

“浙江丝绸文化特色”数据库收集整理浙江理工大学图书馆馆藏、教师个人收藏、合作单位馆藏和民间散落的有关浙江丝

绸文化的纸质资源、电子资源和网络资源，经过扫描、图像处理、文字识别等数字化处理手段，标引到特色资源数据库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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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同时，从网络数据库文献和网络免费文献中直接提取相关数字资源，重新标引后入库。加工完成后的题录和文摘数据存入

数据库 （ＭＳＳＱＬ或 ＯＲＡＣＬＥ），图片等数字化资源按符合长期保存要求的格式异地备份，发布的格式全文采用 ＰＤ

Ｆ格式、图片采用 ＴＩＦ格式、音频采用 ＭＰ３格式、视频采用 ＦＬＶ格式按目录直接存入物理硬盘，如图１。 

 

另外，特色资源数据库还为其他平台提供开放接口，如统一检索、系统集成等，如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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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语 

目前，我国高校的特色数据库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很多地方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和完善。我们将充分吸取国内外高校

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宝贵经验，努力把 “浙江丝绸文化”特色数据库打造成具有馆藏文化特色、服务地方经济和文化的文献信息

基地。 

注释： 

① 王波 ．高校特色资源库构建模式研究 ．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０９ （９）：４７－５０ 

② 沈芸芸 ．基本元数据与 ＭＡＲＣ映射指南 ．ｈｔｔｐ：??ｃｄｌｓ．ｎｓｔｌ．ｇｏｖ．ｃｎ?ｍｔ?ｂｌｏｇｓ?２

ｎｄ?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ｄｏｃｓ?ＣＤＬＳ－Ｓ０５－００７．ｐｄｆ，２０１０－０６－２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