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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当前进展和最佳实践 

2007年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国际会议(iPRES2007)综述 

吴振新 刘建华 张 玫 赵 琦 向 菁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北京 100080)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80) 

【摘要】 系统而全面地回顾iPRES2007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国际会议，从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战略计划与 

基础设施、相关管理问题、技术研究与实践 、认证与评估、教育与培训 5个方面介绍研究和实践的进展情况，深 

入分析并总结已有的经验和教训，并就面临的问题和下一步发展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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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iPRES2007 digital preserv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omprehensively，intro— 

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policies，strategies，planning and infrastructures of digital preservation，related nlanagenlent is— 

SUeS，technology researches and practices，certification and assessnlent，etc．It also analyzes and sunnnarizes experi— 

ences and lessons existing in practice，discusses problems that we have and brings forward the important concerns for 

the next phase of digital pre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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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2007年 10月 11—12日，数字资源长期保存领域的 

主流国际性系列会议一 iPRES(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eservation of Digital Objects)再次来到北京，由国家科技 

图书文献中心主办，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承办，联 

合其他单位组成会议组委会⋯，为国内外近 200名专家 

和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盛大的交流和学习平台。 

近年来，数字资源长期保存领域经历了从基础理论 

研究到个体实验再到最佳实践的发展过程，iPRES的研 

讨内容不断拓展和深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机构和学者 

的关注。2004年的首次国际对话，主要商讨了数字资源 

长期保存的基本问题，在对长期保存的内涵和外延达成 
一 定共识的基础上开始了长期保存的实验和国际合作。 

此后，各个实验项 目在不同的处理过程中遭遇了相应的 

阶段性问题，这些问题在 2005、2006年会议中得到了关 

注，如工作流、元数据 、知识技术、认证、知识库、保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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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项目管理等。这些阶段性的研讨促进了实践思路的13 

益明晰化，研究体系的不断系统化和具体化 。 

2007年的会议围绕“数字资源长期保存：项 目进展 

和最佳实践”，结合具体项 目和实践经验，分别从数字长 

期保存的战略计划与基础设施、相关管理问题、技术研究 

与实践、认证与评估、教育与培训 5个方面进行了介绍， 

并就面临的问题和下一步发展进行了交流。 

1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战略计划与基础设施 

目前开展的大量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实践，大多属于 

机构或组织内部的独立活动，然而这容易导致长期保存 

投入与管理的资源配置效率不佳。参与本届 iPRES会议 

的代表在本国或本机构长期保存的具体实践基础上，提 

出了在合作的基础上进行长期保存的规划，内容主要包 

括保存网络的建立、职责分配及政策制定等。 

1．1 建立保存网络 

数字长期保存是一项费用高、耗时长、多层面、跨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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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工程，现有的实验系统基本都采用各自为政、自行建 

设的发展策略，因此资源重复建设，机构负担较重的问题 

凸现。鉴于此，部分机构开始考虑构建更大范围的长期 

保存网络，即一个由多个异地分布的长期保存系统紧耦 

合而成的虚拟组织 ，以促进实践中的资源共享、职责与费 

用分摊以及交流等。目前，国家范围的保存网络已逐渐 

兴起，如美 国的 NDIIPP 、德国的 nestor。。 、加拿大的 

Multicultural Canada 及我国拟建的国外科技文献数字 

保存网络 等；组织问的跨国保存网络也在不断发展，如 

Planets 、InterPARES 及筹建 中的 DARIAH “ 等；此 

外，少数国家范围的保存网络如荷兰的e—Depotl12]，也开 

始向跨国保存网络发展。这种网络型的组织结构与单个 

保存系统问存在着较大差异，由此引发的对相关的法律、 

经费、管理、技术等问题的探讨将进一步拓展长期保存领 

域的研究内容。 

1．2 构建责任体系 

构建一个保存网络，其成员在研究领域、工作部门、 

机构性质等方面必然存在差异，如何合理分配成员职责 

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会极大地影响到今后的认证实施 

和长期保存的有序发展。此次会上，美国NDIIPP、荷兰 e 

— Depot、DARIAH及我国国外科技文献数字保存网络等 

项目的代表均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 

专家们认为，构建保存网络时，首先需要对参加机构 

的资格进行审查，确立审核标准、审核主体是一个重要问 

题；当保存网络形成后，中心组织与成员组织的权责就成 

为考虑的核心。由于中心组织将负责网络的总体管理与 

协调，因此“中心组织由谁来担任，具备什么权限”等就成 

为关键问题；而对其他成员组织之间进行保存资源种类 、 

运行费用等的分配，设计“灾害发生时的行动措施”等也 

将对整个网络的有效运行产生重要影响。 

1．3 制定相关政策 

作为长期保存的有力保障，制定合理完善的长期保 

存政策非常重要。从已经或正在制定的政策来看，其主 

要内容都围绕以下几点展开： 

(1)在机构范围内赋予长期保存活动一定的地位 ，使之 

成为组织日常工作中的一部分； 

(2)确定长期保存的目标； 

(3)明确相关人员或组织的职责； 

(4)制定长期保存的规范流程； 

(5)规定所需遵守的技术标准或最佳实践； 

(6)建立对实施效果评估的机制； 

(7)制定长期保存延续性计划等。 

· 2 · 

2 数字长期保存中的相关管理问题 

长期保存活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合理有 

效的管理来保障它正常、正确地实施。尤其在构建保存 

网络更增添了它的复杂性和难度，因此，荷兰的 e—Dep． 

ot、德国的nestor 、大英图书馆的 Planets 14]以及我国国 

外科技文献数字保存网络 等项 目都针对长期保存系 

统中的资源层、系统实施层和应用层的有效管理提出了 

自己的见解。 

2．1 资源层的管理 

长期保存领域中涉及的资源包括需要被保存的数字 

对象、保存实施过程中的资金 、技术、系统和参与的人员、 

机构等。 

数字对象作为保存的主体，继续得到多方关注。鉴 

于数字对象存在形式、依附载体以及拥有者的多样性特 

点，如何根据各自的特长 、需求、服务对象特点以及经费 

等因素确定需要保存的数字对象和阶段性的保存 目标， 

如何从多种渠道，如科学界、图书馆、档案馆、出版商、商 

业机构、Google／Yahoo等这类机构处获得数字对象，是至 

关重要的环节。 

在资金管理方面，资金的来源和成本预算都是管理 

的主要内容。稳定而长期的资金是长期保存活动持续发 

展的基础，目前各项目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或政府机构 

专项投资、图书馆业务经费分配 、出版商赞助、用户赞助 

等。围绕着资金的管理与有效应用，大英图书馆“数字保 

存周期成本计算”(LIFE：Costing the Digital Preservation 

Lifecycle)项目针对保存生命周期，分别从数字对象、技术 

开发等方面开展成本预算研究，基于关键保存活动和关 

键影响因素提出了计算公式。DPE的 DRAMBORA(Dig- 

ital Repository Audit Method Based on Risk Assessment)也 

提出了如何利用机构自审计的方法来对资金预算进行风 

险管理。 

2．2 系统层的管理 

本次会议上，工作流再度成为系统层管理所关注的 

重点，但研究范围已经从工作流设计和工作流 自动化进 

一 步发展成为工作流管理。定义清晰、权责明确的工作 

流管理对降低成本、及时发现错误、保障长期保存系统的 

正常运转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工作流管理贯穿了数字对 

象的保存生命周期。Uwe Roseman 叫提出：DOI的注册也 

应该纳入工作流的管理中，借助 DOI实现对原始数据集 

合的长期保存。在工作流管理运行过程中，相关的标准 

规范是各模块内部和模块问友好交互 的基础，无论是 

OAIS模型还是 Planets，无论是元数据标准还是 O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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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H协议，都对系统实施的效率影响深远。 

尤其让人注目的是本次会议上关于工作流的研究已 

经超出了保存仓储系统工作流的研究，延伸到保存研究 

的其它方面，如：维也纳科技大学的Stephan Strodl 提出 

了保存计划的工作流模型，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长期保存团队提出了贯穿整个长期保存活动的可信赖工 

作流管理框架。 

2．3 权益管理 

长期保存系统的实践中，系统与服务的可信度和使 

用过程中的权益管理，关系到整个保存体系的安全和可 

信赖度。权益一直是使用管理中的关键问题，如何确定 

用户的权限等级并提供相应的服务，是保证权益的一个 

方面，而数字对象的生产者或创造者则又是权益的另一 

个关键点。本次会议上对此虽未作深人探讨，但在讨论 

中众多会者不约而同地涉及了这个话题。 

3 技术研究与实践 

长期保存技术一直是长期保存研究领域的重点。本 

次会议中，荷兰的 e—Depot、DARIAH及我国国外科技文 

献数字保存网络 等项 目分别与参会者分享了各自在 

机构仓储领域、长期保存存档系统、多种保存对象类型等 

方面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 

3．1 机构仓储领域 

机构仓储作为研究机构对自主知识资产统一组织、 

管理的系统，是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重要基础组成部分。 

本次会议中，欧洲的 DRIVER 19]项 目吸引了不少与会者 

的目光。该项目致力于构建一个泛欧洲的、交互、可信任 

的长期知识库网络架构，经过第一阶段的实践，已建成了 

一 个由5个国家知识库提供者组成的常设网络。而为了 

适应欧洲知识库网络，项 目还形成了一套构建本地知识 

库的指导方针，并实现了对欧洲51个机构知识库数据的 

再利用。 

国内科研领域也在机构仓储的建设方面作出了大量 

努力。由国家科学图书馆兰州分馆 叫牵头的中国科学 

院机构仓储建设已初步完成了试点建设工作，预计将建 

成覆盖全院近百个研究所的机构仓储网络，同时也在积 

极探求与欧洲机构仓储网络 的合作。清华大学 图书 

馆 u也在本次会议上在介绍了利用开源的 DSpace系统 

构建的本校学生优秀作品数据库。 

3．2 存档 系统 

存档系统作为长期保存的基础组成部分，在各国保 

存活动中得以充分发展。作为拟建的 NSTL数字信息资 

源长期保存网络的一部分，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采用 Fedora作为底层存储系统，构建了电子期刊长期保 

存系统(CAS E—Journal Archiving System)，选择一定规模 

的电子期刊资源作为试验资源，通过数据预处理、保存管 

理、数据访问服务 3个主要系统功能，初步实现了数字对 

象的长期保存功能。该系统在 OAIS模型的基础上，遵循 

开放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具有开放性和可扩展性，能够对 

多种类型的数字对象进行保存管理及有效的生命周期 

管理。 

SDSC的Chronopolis项 目 作为一个基于网格的概 

念性长期保存框架，与前者有明显的差别。Chronopolis 

的数据网格由地理上分散的 3个站点组成，每个站点根 

据资源的不同扮演不同的角色，数据完整性和安全性的 

检查分别由各自连接的主要分段格处理，处理完成后数 

据资源将独立地推送人每一个存档系统，即每份数据资 

源存在 3个独立管理的复本，同时增加的说明层为数据 

管理和数据完整性检验提供了额外的安全保证，系统、数 

据等之间的异构性由 SRB及 iROD进行处理。这种存储 

框架在环境的扩展性 、安全性等方面体现了较好的效果。 

3．3 非文献类型资源的保存研究 

随着长期保存研究的发展，非文献类型资源的保存 

进人了许多机构的研究范围。 

德国国家科技图书馆 TIB正致力于建立一套基于 

DOI的科学数据保存体系，启动了原始科学数据的出版 

和引用项 目以实现科学原始数据的访问。该项 目借助 

TIB是国际 DOI机构成员的优势，代理注册非商业化的 

科学原始数据 DOI，并通过代理中心对数据进行引用与 

查询。而 DARIAH则专注于支持访问所有欧洲的数字化 

人文和文化遗产信息，并实现这些信息长期保存的框架 

研究。除此之外，上海图书馆 已经实现了馆藏文化遗 

产的长期保存，系统采用 METS作存档格式 ，进行数字资 

源的XML元数据描述和DOI标引，实现了数据资源的平 

台独立性，用户可以通过服务器访问以TIFF和 PDF格式 

保存在磁带、光盘等介质里的数字资源。 

3．4 保存技术策略 

受保存内容、保存能力和保存技术 3者的影响，保存 

的技术策略呈现多样化特征。本届会上，荷兰国家图书 

馆(KB) 分别从文件格式的选择方法和仿真实践两 

个方面交流了经验。KB受数字保存文献的可持续标准 

启示，将各个标准按特征分解，赋予各特征不同的权重， 

量化指标进行文件格式的选择，这为仿真或迁移技术的 

实施奠定了基础。另外，KB今年首次展示了他们小组通 

过构建持久、模块化的虚拟机实现仿真的研究成果，尽管 

其在效率、数据抽取与插人等方面还存在缺陷，但已然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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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kopal 项目组介绍了基于koLibRI这一开源软件的 

文件格式迁移保存策略。koLibRI的迁移管理部分设置 

事件监听器获取需要迁移的信息，根据存档系统将迁移 

需求转化为适当的查询式，系统返回标准对象格式，文档 

分析完成后实现转换工作。这种迁移管理的实现为 ko— 

LibRI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 

此外，MIXED 项 目组在进行基于迁移的保存技术 

策略研究中，制定了利用 XML作为迁移中间格式进行保 

存的方案，意图通过系列标准和开源软件开发出相关的 

系统。 

4 认 证 

随着长期保存系统的不断发展，人们愈来愈关注系 

统及服务可信度的认证。iPRES在 2006年 首次将该问题 

纳入讨论范围，今年会议上与认证相关的研究范围逐步 

从理论研究走向实践 ，其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4．1 认证指标的构建 

有关认证指标的早期研究多从开发一套具备普适性 

的指标体系人手，忽略长期保存系统的个体差异，而当认 

证准备进入应用阶段时，本地环境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 

重要因素。德国nestor 在一系列国际标准及相关讨论 

的基础上，构造了一套适用于德国长期保存系统的认证 

指标体系，现已经进入测试阶段。此外，nestor还与 RLG 

及 OCLC的相关工作组合作，努力构造一套适用于大多 

数长期保存系统的认证指标并争取成为 ISO标准。 

在我国的保存研究中，全国范围内的长期保存网络 

正在筹建中，与之配套的认证机制研究也在同步进行。 

它拟在 RLG／NARA制定的《可信赖仓储的审计及认证： 

指标与列表》(Trustworthy Repositories Audit&Certifica— 

tion：Criteria and Checklist，TRAC) 的基础上 ，对相关 

指标加以修正及扩展 。由于保存网络的认证不仅针 

对单个系统，还包括对整个网络的认证，因此，还对认证 

执行过程涉及的认证对象、执行主体、认证时间间隔及透 

明度问题等进行了探讨。 

4．2 内部自行审计 

长期保存系统在接受外部认证前，往往需要根据认 

证指标事先自审。针对这种情况，DCC与 DPE下属的工 

作组针对 TRAC与nestor的认证指标，开发出一套“基于 

风险管理的数字仓储审计方法”(Digital Repository Audit 

Method Based On Risk Assessment，DRAMBORA) ，把长 

期保存活动中的不确定因素转化为具体的风险，并加以 

有效地评估、测量、管理及预防，帮助长期保存系统更好 

． d ． 

地了解其任务、目标、相关活动及资源等，全面把握 自身 

的优劣势，最终为外部认证作好准备。目前，DRAMBORA 

还提供了风险在线注册机制，以促进各保存系统更好地 

交流。 

5 教育与培训 

随着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实践的广泛开展，越来越多 

的研究和工作人员参与到长期保存活动之中，相应的教 

育与培训随之兴起。此次会上，DigCCurr 、DPE(Digit． 

al Preservation Europe) ” 及 nestor的代表 分别介绍了 

他们在长期保存领域开展教育培训的概况。 

5．1 开展形式 

各项目普遍采用了举办专家讲座的方式介绍长期保 

存领域最新理论、技术研究前沿，除此之外 ，各项 目均发 

展了其他的特色方法。DigCCurr作为一项培养数字资源 

保存领域研究人才的研究生教育项 目，设计得较完善，学 

生课程、专业研讨会、实习3大部分将基础教育、深度研 

究和就业紧密相连，在广度、深度及实践上均有较好的体 

现。而 nestor则充分利用春冬季学校、手册、联合培养课 

程、E—learning等形式，开发了信息服务平台(德语)、主 

题交流平台(德语)，极大地扩大_『学习机会。与前两者 

相比，DPE的培训较为短暂，但 DPE为参会者配套培训 

练习题，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有利于提高培训质量。 

5．2 主要 内容 

作为一个教育项 目，DigCCurr在扩展数字资源生命 

周期、建立核心知识体系等5项规则的指导下建立了课 

程的六维模型，如原则与标准、专业或组织环境等，每门 

课程专注模型的某一方面或涵盖更多方面，循序渐进实 

现教育目标。而 DPE与nestor则更多针对实践工作提供 

培训，主要涵盖数字资源保存的基础知识、工作流、元数 

据 、OAI模型及所涉及的管理、法律问题等。另外，nestor 

还结合 自身项 目，组织专家编写((nestor手册——数字资 

源保存的百科全书》 (第 1版)，内容涉及 OAI模型、可 

信赖仓储、长期保存标准及策略等，及时跟踪前沿发展动 

态，保持动态更新。 

5．3 相关计划 

教育与培训是一项长期的工作，DigCCurr计划今后 

对相关行业的企业招聘作深度调研，为学生提供就业指 

导。DPE则计划通过多次培训，提高培训质量，吸引社会 

对长期保存的关注。而 nestor不仅立足于当前，还准备 

冲破现有网页资源主要为德语的限制，将更多内容以英 

语呈现。同时，nestor还跟与其有合作关系的欧洲 10所 

大学在联合进行长期保存教育的课程组织、选择标准、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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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培养学位的模式等方面达成共识 ，并计划与美国相关 

机构合作，力图在基础教育中取得成绩。 

6 结 语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 已经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和知 

识，我国的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研究也在在战略计划、工作 

流管理、技术实施和认证等方面都取得了初步进展。但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也面临很多问题，如： 

(1)形成机构内或国家内的长期保存系统时，如何制定 

阶段性目标?在构建保存网络时，如何建立责任体系? 

(2)长期保存经费来源、成本预算 、系统模型与标准选 

择 、权益管理等如何有效解决? 

(3)随着数字对象存储复杂性的增加，如何长期保证数 

据的精确可读性 (技术 的可读性和人的可读性)?如何最小 

程度地削弱技术过时的影响? 

(4)为了降低成本，减少重复开发，选用已有软件或开源 

软件进行继续开发是一种资源优化的选择，但如何有效规避 

软件自身存在的硬伤对系统的健壮性和效率等造成的影响? 

(5)如何针对特定数据(科学数据、文化遗产资源)的保 

存制定有效 、统一的标准? 

(6)数据安全如何保障?如何进一步在保存的基础上利 

用数据开发服务?系统的可信赖度和提供的服务、内容如何 

鉴定? 

(7)教育与培训由谁组织?如何实施?受教育和培训对 

象如何确定? 

此外，在大会主旨报告专家 Seamus Ross 对研究前 

景焦点的描述中，如数据恢复、互操作、自动化、组织环 

境 、存储和实验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多盲点需要研究 ，长期 

保存依旧需要长期深入的研究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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