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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图像资源长期保存实践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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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意义］了解国外图像资源长期保存实践的进展情况，借鉴先进的保存经验。［方法 /过程］调

研国外图像资源长期保存的主要项目，从国家分布、项目介绍、规范标准 /指南、技术工具与方法 4 个方面进行

具体阐述。［结果 /结论］国外图像资源长期保存存在研究数量不多、国家分布单一、项目所属机构以非盈利性

为主、依赖国家或基金组织支持的特点，揭示其在数字化技术、资源细分、元数据关联等方面的不足。在此基础

上，初步探讨我国图像资源长期保存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的现状，并从建立政策与管理机制、提高保存意

识、制定并完善技术体系与技术标准 3 个方面给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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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图像资源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先人们

主要依靠纸本实现对社会生活的记录，生成了大量的

纸本图像，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唯一性和历史性方面。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新产品( 如数码相机、智能手

机等) 的出现，以及人们在线访问资源的需求不断增

加，原生数字图像也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成为大数据时代的重要产物之一。

同时，图像资源也是图书馆等馆藏机构资源建设

的重要内容。按照其存在形式，可分为传统纸本和数

字图像资源两类。传统纸本图像资源以物理实体形式

存在，常见的有纸质美术作品、印刷品、照片、摄影作

品、纸质书籍中的插图、底板和胶片等。数字图像资源

则以数字化的形式存在，可通过计算机识别、显示和处

理［1］，常见的有电子图书中的插图、计算机绘图软件产

生的数字图像、通过扫描设备获得的图像、数码摄影设

备生成的静态图像等。纸本与数字图像资源之间可以

相互转化，纸本可以通过扫描、拍照和计算机处理等方

式转化成数字图像，而部分数字图像也可以通过印刷

设备转化为纸本。

因此，“图像资源长期保存”，即以图像资源作为

保存对象的长期保存活动———已逐渐成为国内外许多

馆藏机构重点关注的领域，一些致力于图像保存的工

作应运而生，在图像资源保存的最佳实践、指南、政策、

保存工具、方法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笔者通过在国内主要搜索引擎以及 CNKI 上进行

检索，几乎没有找到国内与图像资源长期保存相关的

项目或文章，认为我国图像资源保存的相关研究工作

仍处于起步阶段。而国外在该领域已经进行了许多有

意义的研究和探索，本文梳理了国外图像资源保存的

主要项目，从项目国家分布、项目介绍、规范标准 /指

南、技术工具与方法方面进行分类和介绍，基本上涵盖

了国外图像资源长期保存实践研究进展。

2 国外主要项目介绍

近年来，世界各地的馆藏和图像机构陆续开展了

一系列图像资源长期保存项目，如国际敦煌项目、静态

图像工作组、图像永久性研究协会、中东图像保存协会

以及个人数字存档专题等，都对图像资源保存开展相

应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见表 1。

2． 1 项目概况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目前国外专门进行图像资源

长期保存的项目数量并不多，国家分布也相对单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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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图像资源长期保存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国家 机构 类别
产出

规范 /标准 指南 技术工具 资源 服务

国际敦煌项目［2］ 英国 大英图书馆 图像资源数字化 / / / √ /

国际互操作框架［3］ 英国 国际互操作框架 保存共享平台 / √ √ / /

保存图片和微缩资料项目［4］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 纸本图像资源 / / / √ /

中东图像保存协会［5］ 美国 中东图像保存协会 纸本图像资源 / √ / √ /

AＲTstor［6］ 美国 ITHAKA 原生数字图像 / √ √ √ /

静态图像工作组［7］ 美国 联邦机构数字化倡议 图像资源数字化 √ √ / √ /

美国记忆项目［8］ 美国 国会图书馆 图像资源数字化 √ √ / √ /

图像永久性研究协会［9］ 美国 图像永久性研究协会 纸本图像资源 √ √ √ √ √

个人数字存档专题［10］ 美国 国会图书馆 原生数字图像 / √ / / /

图像存档工作组［11］ 美国 个人团体 原生数字图像 / / / √ √

哈佛大学数字知识库服务［12］ 美国 哈佛大学图书馆 保存共享平台 / / / √ /

文化遗产成像［13］ 美国 文化遗产成像 图像资源数字化 / / √ / /

注: 表中√表示项目拥有该项产出，/表示项目没有该项产出。项目分类以每个项目的核心工作和成果作为分类依据，但项目覆盖范围并

不局限于单一类别

属机构性质多为非盈利性的机构，这表明图像资源长

期保存正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

由表 1 可见，开展图像资源保存的国家和地区主

要集中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的项目主要有静

态图像工作组、图像永久性研究协会、AＲTstor 等。英

国的项目为国际敦煌项目和国际互操作框架项目。澳

大利亚的图像保存项目主要是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的

保存图片和微缩资料项目。可见，美国的研究机构对

图像数字保存领域的关注较多，一方面与美国注重文

化保护的意识相对较高，国家资金投入较大有关; 另一

方面与美国在科技领域的先进性有关。

2． 2 项目类型划分及项目简介

按其工作内容来划分，可将国外图像资源长期保

存项目分为纸本图像资源保存项目、图像资源数字化

项目、原生数字图像资源保存项目和图像资源保存共

享平台项目 4 类。而每个项目所属类别并不局限于单

一类别，本文的分类以每个项目的核心工作和成果作

为分类依据，项目所属类别如表 1 所示。其中，图像资

源数字化和原生数字图像的保存逐渐成为最受关注的

图像保存领域，主要原因为: 一方面，为了使原有的纸

本资源，如画作文化遗产能够长期保存下来，并为后人

可用，对大量的纸本图像资源进行数字化势在必行; 而

另一方面，在数字时代，人们每天都在使用智能设备产

生和访问原生数字图像，因此这类图像的保存是社会

和时代发展的需要。如何让传统纸本和原生数字图像

永久保存，是当前面临的重大挑战，涉及物理保存、存

储空间、存储格式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

2． 2． 1 纸本图像资源保存 纸本图像资源是馆藏机

构重要的物理资源之一，占据了图书馆馆藏的很大一

部分，根据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统计，有超过 300 万的

图像记录，占据了其书架空间的 7%。国外涉及纸本

图像保存的项目主要有保存图片和微缩资料项目、中

东图像保存协会和图像永久性研究协会。

( 1) 保存图片和微缩资料项目是由澳大利亚国家

档案馆开展的图像保存项目，主要工作是进行纸本图

像基本维护方法的开发，包括包装、除皱、修复破损、干

洗方法等。

( 2 ) 中东图像保存协会的保存对象为中东地区

( 定义为地中海东部的国家、北非和波斯湾地区) 的广

泛图像，包括 19 世纪的蛋白相纸印品和玻璃板底片、

20 世纪的黑白和彩色纸本、塑料底片和透明反转片以

及在胶卷和磁介质上的动态影像。并在此基础上提供

培训服务，以增强各地馆藏人员的图像资源保存能力。

( 3) 图像永久性研究协会( Image Permanence Insti-

tute，IPI) 的保存对象主要为数字印品，它制定了数码

印刷照片保存指南、彩色照片存储指南，并开发了数字

图像关联技术。此外，还为广大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

馆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实践工具和保存技术。

2． 2． 2 图像资源数字化 图像资源数字化是将非数

字形式的图像( 如纸本图像、壁画等) 转化为数字形式

存在的、计算机可识别的数字图像资源的过程，以防止

图像原有纸版本无法保存时图像内容和信息的遗失，

以及由于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控因素造成的纸本图

像资源的丢失或损毁。该类项目保存对象中很大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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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人类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如壁画、绘本、艺术作

品等，这类图像资源往往会随时间而不断销蚀，因此，

图像资源数字化是目前图像保存领域的重点。国外的

主要项目有国际敦煌项目、静态图像工作组、文化遗产

成像和美国记忆项目等。
( 1) 国际敦煌项目(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IDP) 由大英图书馆发起，众多国际敦煌文献收藏机构

共同参加的一个敦煌文献保存和数字化项目，中国也

参与了该项目。该项目以实现敦煌文献中图像的数字

化和共建共享为目标，包括图片、绢画、版画等，项目进

行过程中建立了 IDP 数据库，同时形成了图像数字化

和管理标准文件。
( 2) 静态图像工作组由美国联邦数字化管理倡导

会建立，旨在为可复制为静态图像的历史和文化资料，

如文本内容、地图、图像和底片开发通用的数字化标准

和指南，目前的成果包括数字化文化遗产材料技术指

南: 创建光栅图像主文件、数字化术语表、可用性文件

格式指南、主文件格式比较、数字化工作流程、图像描

述元数据标准、图像质量相关准则等。
( 3) 文化遗产成像是 2002 年成立的一个项目，其

宗旨是为保存世界文化遗产，创造新的数码工具，探索

有关的最佳实践，并基于此开发了 ＲTI 计算机摄影方

法、AＲ 算法渲染等工具。
( 4) 美国记忆项目是国会图书馆建设数字馆藏的

一部分，其目的是建立数字化、在线保存和获取以及历

史资料数字化的最佳实践和指南。其中，图像资源是

其研究的重要内容，并形成了关于图像数字化及保存

标准规范。
2． 2． 3 原生数字图像资源保存 原生数字图像资源

以数字形式存在，因此不存在随着时间销蚀的现象，但

原生数字图像资源的保存面临存储空间有限、存储格

式兼容性、再生性等问题。目前，国外针对原生数字图

像资源并没有形成统一的保存保准与规范。国外的主

要项目有: 个人数字存档专题、图像存档工作组和 AＲ-
Tstor。

( 1) 个人数字存档专题项目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发

起，旨在帮助人们保存个人数码图像。虽然它针对数

字图像存档载体、副本方面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但并

没有形成数字图像存档的标准文件。
( 2) 图像存档工作组是由美国天主教大学图书与

情报专业的 3 名研究生组建的小型团队。其目标人群

主要是老年人，存储对象为图片。相较于其他保存项

目，该项目不仅注重数字图片的物理保存，它更注重保

存数字图片背后的人物、事件以及故事。为此，建立了

一个“伙伴网站”，参与工作组的任何人不仅可以打印

工作组材料，而且还可以在将来引用这些在线资源。

用户在活动结束后还可以使用网站上的大量资源。
( 3 ) AＲTstor 是 非 盈 利 组 织 ITHAKA 的 一 部 分，

ITHAKA 旨在帮助学术社区使用数字技术保存学术记

录，并使用可持续性的方法促进研究和教学。AＲTstor

是一个致力于为全球高校、博物馆、图书馆提供数字馆

藏解决方案的非盈利性图像数字图书馆，目的是通过

举办一系列与静态数字图像保存有关的活动，促进数

字图片和媒体在研究和教学中的使用。
2． 2． 4 保存共享平台 保存共享平台是指提供图像

保存服务的平台、机构或知识库等，主要有哈佛大学数

字知识库服务、国际图像互操作保存框架。
( 1 ) 哈佛大学数字知识库服务 ( Digital Ｒeference

Service，DＲS) ，提供对哈佛全部原生数字内容的保存

服务，静态图像就是其重点保存的内容之一，它明确了

支持 保 存 的 图 像 格 式，包 括: TIIF、JPEG 2000、JPEG
JFIF、GIF、JPEG 等。

( 2) 国际图像互操作框架( ( International Image In-
teroperability Framework，IIIF) : 是由多个图书馆、档案

馆、博物馆、软件公司以及其他组织机构共同成立的一

个国际组织。IIIF 是图像资源保存共享平台的代表，

旨在确保全球图像存储的互操作性和可获取性，对以

图像为载体的书籍、地图、卷轴、手稿、乐谱、档案资料

等在线资源进行统一展示和使用，并开发图像资源共

享技术，如 image viewer、web client。目前 IIIF 开发了

一系列的工具，主要分为 Image Viewing Clients 和 Im-
age Servers 两类，每一类下面又有多种工具，根据 IIIF

网站的最新的工具名单，其中 Image Viewing Clients 工

具 有 Diva． js、IIPMooViewer、Mirador、OpenSeadragon、
Leaflet-IIIF、Universal Viewer; Image Servers 工具包括

ContentDM、Djatoka、FSI Server、IIPImage Server、Loris、
digilib。

3 国外主要标准规范/指南、技术工具与

方法

3． 1 主要标准规范 /指南

根据对国外图像资源保存项目的调研得知，其主

要研究成果之一是生成了图像保存的标准规范与指

南，如美国记忆项目的《关于文本和图像数据数字化转

换的技术规范》、静态图像工作组开发的《数字化文化

遗产材料技术指南》等，并在实践中得以应用。标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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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指南名称及链接见表 2。同样，按照其工作内容分

类，将这些规范或标准大致分为 3 类，即纸本图像资源

保存标准规范、纸本图像资源数字化标准规范和原生

数字图像资源保存标准规范。
3． 1． 1 纸本图像资源保存标准规范 /指南 纸本图像

资源的保存针对的是传统图像资源，主要的标准规范

是 IPI 的《数码照片保存指南》《彩色照片存储指南》
《照片的显示和保存框架指南》《数码成像用于保存图

像馆藏: 基础技术标准》等。此外虽然澳大利亚国家档

案馆保存图片和微缩资料项目一直致力于传统纸本的

维护，但并没有形成标准的规范或指南。
3． 1． 2 纸本图像资源数字化保存标准规范 /指南 与

纸本图像资源保存类似，纸本图像资源数字化也是针

对传统图像资源，但保存形式不同，纸本图像资源数字

化是将传统资源转化为计算机可识别的形式，便于长

期保存。图像资源数字化方法较多，主要方式有数码

相机拍摄和扫描仪扫描等。扫描又分为直接扫描和间

接扫描。直接扫描形成的数字图像效果较好。但如果

图像资源的尺寸较大，直接扫描无法实现其数字化时，

则需要采用间接扫描技术，即使用传统摄影技术制作

成胶片复印件，再通过扫描胶片获得数字化图像。数

码相机直接对实物拍摄是最简便的图像数字化方式。

国外相关的标准有《摄影、显微照相及各种论文形式产

生的数字图像的评价建议》《关于文本和图像数据数

字化转换的技术规范》《馆藏数字格式可持续性规划》
《图像数字化和管理标准文件》和《数字化文化遗产材

料技术指南》。
3． 1． 3 原生数字图像资源保存标准规范 /指南 原生

数字图像资源即生来就以数字格式存在的图像资源。

我们平常使用手机、数码相机拍摄得到的图片或者使

用电脑绘图软件制作出的图像等都属于原生数字图像

资源。当前数字图像资源保存的标准规范并不多，典

型的有个人数字存档专题项目制定的《保存个人数字

照片指南》。
表 2 国外图像资源保存主要标准规范 /指南

规范 /指南名称 所属项目 链接

数码印刷照片的保存指南 IPI http: / /www． dp3project． org /webfm_send /739

彩色照片存储指南 IPI https: / /www． imagepermanenceinstitute． org /webfm_send /517

微缩胶片存储指南 IPI https: / /www． imagepermanenceinstitute． org /webfm_send /299

摄影、显微照相及各种论文形式产生的数字图像的评价

建议

IPI https: / /memory． loc． gov /ammem /ipirpt． html

照片的显示和保存框架指南 IPI https: / /www． imagepermanenceinstitute． org /webfm_send /312

数码成像用于保存图像馆藏: 基础技术标准 IPI https: / /www． imagepermanenceinstitute． org /webfm_send /650

关于文本和图像数据数字化转换的技术规范 美国记忆项目 https: / /memory． loc． gov /ammem /about / techStandards． pdf

馆藏数字格式可持续性规划 国会图书馆 https: / /www． loc． gov /preservation /digital / formats / index． html

保存个人数字照片指南 个人数字存档专题 http: / /www． digitalpreservation． gov /personalarchiving /photos． html

数字化文化遗产材料技术指南 静态图像工作组 http: / /www． digitizationguidelines． gov /guidelines /FADGI% 20Federal% 20%
20Agencies%20Digital%20Guidelines%20Initiative-2016%20Final_rev1． pdf

数字成像框架 静态图像工作组 http: / /www． digitizationguidelines． gov /guidelines /DIFfinal． pdf

TIFF 图像元数据 静态图像工作组 http: / /www． digitizationguidelines． gov /guidelines /digitize-tiff． html

在数字静态图像中嵌入最小化描述元数据指南 静态图像工作组 http: / /www． digitizationguidelines． gov /guidelines /digitize -core _ embedded _
metadata． html

3． 2 图像保存技术工具与方法

对于单纯的纸本图像维护来说，保存的基本方法

包括重新包装、除皱、修复破损、干洗、日常维护等。而

对于需要数字化保存的传统图像和原生数字图像来

说，则需要一些具体的工具和技术方法来支持其保存

过程，包括拍摄工具( 如数码相机) 、检验工具、扫描工

具( 如扫描仪) 、浏览工具等。相关项目在推出多种规

范外，还开发了一系列用于图像资源保存的方法和工

具，如文化遗产成像项目开发的计算机摄影技术 ＲTI，

相对于传统的扫描仪器和数码设备来说，在拍摄时对

实体的颜色和表面形状具有更强的捕捉能力，能够更

好地反映实体本身的属性; IPI 开发的图像活性检验工

具，用来检验保存图像的材料，如纸、板、油墨等，以确

定某种材料是否会对图像造成伤害; IIIF 和文化遗产

成像开发的图像查看工具等。笔者对这些工具进行了

汇总( 见表 3) 。

4 发展现状评析

4． 1 发展概况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外图像资源保存项目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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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图像保存工具及简介

方法 /工具名 开发机构 用途

图像活性检验 IPI 检验保存图像的材料，以确定某种材料是否会对图像造成伤害。许多不同类型的材料都可以通过该标准来检

测和评估，如纸、板、塑料、粘合剂、笔、贴纸、标签、油漆和油墨

ＲTI 文化遗产成像 一种计算机摄影方法，它通过捕获物件的表面形状和颜色，可使物件的交互性从任意方向重新启动。ＲTI 还

可以使物件的表面形状和颜色属性增强。ＲTI 的增强功能揭示了物理物件中那些不能被实证检验披露的表

面信息

算法渲染 文化遗产图像 把数学“过滤器”应用到一个系列的数字图片中。运用算法渲染的结果是用一种新的有用的方法揭示物品的

特性，即生成新的数字图像

数字存档日工具包 美国国会图书馆 帮助地方机构提供个人数字存档相关信息的链接。该资源工具包同时提供了一些资源来支持地方上的“个

人数字存档日”活动，以便机构与用户直接面对面交流

零点计算器 图像永久研究协会 用于探索并评估不同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对保存的影响，从而让研究人员能够快速地明确影响保存的主要

因素

数字图像关联技术 图像永久研究协会 简称 DIC，DIC 的适用范围非常广，可以测量很大和很小的变形

DICE 静态图像工作组 一致性检验工具，被应用于特定的检验目标时，可以提供给用户精确的、可重复性的成像变量分析，从而形成

FADGI 星级排名

图像查看器 ＲTIViewer IIIF 文化遗产成像 Diva． js、IIPMooViewer、Mirador、OpenSeadragon、Leaflet-IIIF、Universal Viewer，这些工具软件中，只有 Leaflet-IIIF
是非开源工具，其余均为开源工具

图像服务器 IIIF ContentDM、Djatoka、FSI Server、IIPImage Server、Loris、digilib、Diva． js

EMET Artstor 是 Artstor 创建的一个开放获取工具，用于提取图片中的元数据。当大量图片被加载到 EMET 中时，图像的元

数据就会被提取，并保存为． csv 格式的文件，从而为图像的保存提供元数据描述信息

要特点是数量不多、国家分布比较单一，项目所在机构

或组织性质以非盈利性为主，依赖国家或基金组织的

支持。其中，美国的馆藏机构对图像资源长期保存关

注度更高一些。

从其内容和对象来看，可以将国外的图像资源保

存重点概况为两个方面: 一是传统图像资源的保存，既

包括对其原始印本的保存，一般是通过物理方法，控制

图像资源所处环境的温度、湿度等来进行保存，或是对

其进行修缮包装，也包括将传统图像资源数字化的保

存; 二是对原生数字图像资源的保存。

从保存标准、平台工具、指南建议、保存服务的层

面上看，笔者认为:①保存标准是开展一切图像保存活

动的基础，但目前国外专门针对这方面的项目并不多，

其中 IPI 和静态图像工作组给予的关注最多。②技术

工具是建立在保存标准之上的图像资源保存实现手

段，国外各项目也都在极力开发用于图像资源长期保

存的软件和工具，包括图像的检验工具、图像查看器、

服务器、温度湿度计算工具等。③指南建议是促进保

存标准和工具被广泛使用、传播保存活动的有力助手，

当前国外的图像保存项目向个人或机构提供对个人照

片、摄影资源的保存意见和培训，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的

个人数字存档专题就提供了个人数码照片的存档指

南，而中东图像保存协会则是通过一系列的培训来实

现保存指南的传播。此外，一些研究机构和项目的重

点并不是将保存标准、工具和指南传播给个人和机构，

而是用于自身馆藏的建设，如联邦机构数字化静态图

像工作组开发的《数字化文化遗产材料技术指南》、IPI

出版的保存和存储指南。④不论是制定标准规范和指

南，还是开发平台技术，都是在为规模化的图像存档做

准备，这就需要提供图像资源存档服务的机构或项目

存在，但目前专门提供图像存档服务的项目并不多，如

哈佛图书馆的知识库服务提供对部分图像的存档服

务。

综上所述，国外图像资源长期保存相关研究的发

展符合科学研究的一般步骤和流程，即标准制定———

技术工具———指南建议———规模化实践的过程。国外

图像保存领域首先制定了相应的标准规范，并在此基

础上开发了用于保存的一系列技术和工具，形成了有

助于标准规范和技术工具广泛、简易使用的指南建议，

最后在这些的基础上，再进行大规模的图像保存服务

实践。
4． 2 问题和不足

就笔者所调研的项目而言，当前国外图像资源长

期保存领域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 1) 传统图像资源数字化面临许多技术问题，需

要在工作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逐步加以解决。如使用

数码相机直接对实物拍摄的数字化方式，数字图像的

质量会受到相机、光线和色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等。
( 2) 当前的研究项目偏重于图像数字化指南、加工

流程的开发，并没有对图像资源的类型进行细分，也没

有特别针对不同类型的图像资源进行摄入的研究，即没

有依据不同资源的特色制定完整的数字化保存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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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图像资源的保存未与元数据、唯一标识符等

创建联系，虽然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保存个人数字照片

指南中建议个人存档时给予需要存档的图像以描述性

的信息，但并没有形成规范的描述格式和元数据框架，

笔者认为图像资源应该像其他文献资源一样，在保存

的同时，建立自身的元数据描述框架，或者在已有元数

据框架的基础上，建立联系。
( 4) 对于原生的数字图像资源来说，当前存在的

不足主要是图像保存工具的兼容性方面，很多工具只

能处理一种或几种格式的图像，应积极扩展工具的兼

容性。

5 总结与启示

基于国外在图像资源长期保存方面的研究，对比

我国目前的情况，从中不难看出，我国图像资源保存的

相关研究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图像资源作为

社会生活和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相关机构

应该从国外相关研究中吸取经验，获得启示，逐步开展

和部署相关的研究和实践工作:

5． 1 从国家层面上建立政策与管理机制

纵观国外有关项目，国家宏观政策和财政支持是

开展图像资源长期保存的有力支撑，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因此，在我国实施图像资源保存的过程中，政府可

以通过财政预算、制定政策等形式进行宏观调控。同

时，政府也可以通过协调各部门和地区的关系，设立专

门的机构对图像资源保存工作进行专项管理。
5． 2 提高保存意识

国内对珍稀图像、图像文化遗产资源的保存意识

不够强烈，就国内目前的情况来看，长期保存的意识本

身就很淡薄，相关领域的学者也较少，具体到图像长期

保存领域，则更是少之又少。而对于国外来说，我国还

不存在专门提供图像资源保存服务的机构、平台等，也

表明了我国在该方面意识的淡薄。因此要改变这种现

状，当务之急是提高人们的保存意识，而在这方面，国

内的馆藏机构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应积极加强图像

资源管理和保存人才的培养，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保存

意识。
5． 3 制定并完善技术体系与技术标准

国内在图像数字化和原生数字图像保存技术方面

的落后也是造成国内图像保存领域落后于国外的原因

之一，目前，国内图像资源数字化技术仍然停留在传统

的扫描、数码设备拍摄阶段，原生数字图像保存也停留

在建立副本、扩大存储空间等方面，并没有像国外一样

形成特定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因此国内的图像保存

机构或资源保存机构应加强制定和完善图像资源长期

保存技术体系和技术标准，依据国内外不同图像资源

的保存方法、技术等最佳实践，形成不同的保存方案和

技术体系，为推广图像资源保存提供便利。

总之，图像资源的长期保存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

势和要求，随着研究的不断发展与推进，图像资源的数

字保存也将朝着更标准、更完善的趋势发展，包括传统

图像数字化的技术和方法更加先进，而不是依赖于数

码设备和传统的扫描技术; 保存标准更标准化、国际

化; 实现与图像资源描述的元数据嵌套，建立唯一标识

符等; 建立全球统一的图像资源保存网络，减少建立副

本的繁琐，当一个地方的某图像资源受到损害时，不会

影响其他地方的该图像资源的存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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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机构知识库学术研讨会通知

暨优秀论文征文、优秀实践案例征集、培训班通知

2017 中国机构知识库学术研讨会及培训班将于 2017 年 11 月 20 － 24 日( 20 日报到，21 － 22 日研讨会，23 － 24
日培训班)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农业图书馆举办。本届会议主题为“开放科学政策、服务与基础设施”，旨在宣传

推广机构知识库在开放科学进程中所取得的发展成果，交流共享全国机构知识库的创新发展。
2017 中国机构知识库学术研讨会设置会前征文、征集优秀案例和会后培训环节，诚邀各界同仁赐稿及参会。
会议有关事项如下:

一、会议举办单位

主办方: 中国机构知识库推进工作组( CIＲG) 、中国高校机构知识库联盟( CHAIＲ)

承办方: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知识技术研发中心、国家农业图书馆

协办方: 中国图书馆学会高校图书馆分会、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期刊编辑研

究会、《图书情报工作》《大学图书馆学报》《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Journal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二、会议时间和地点

1、地点: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报告厅

地址: 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

2、学术研讨会报到日期和时间

( 1) 2017 年 11 月 20 日全天:

A 中国农科院研究生院招待所一楼大厅

B 中监宾馆一楼大厅

( 2) 2017 年 11 月 21 日 08: 00 － 09: 00
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国家农业图书馆一楼大厅

3、培训班报到日期和时间

同上，如未参加学术研讨会的学员，请直接在培训班当日报到。
详见会议网站: http: / /2017chinair． csp． escience． cn /dct /pa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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