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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项目背景 

项目中的数字内容都是比较珍贵的收藏价值、研究价值比较高的古籍图

书，为了更好的展示古籍图书的内容，发挥图书最大价值，我们采用高质量扫

描识别，形成可以在线检索、在线阅读的数字内容，根据资源类型和应用模式

形成古籍主题数据产品，为机构提供科研学习服务。 

1.2. 项目目标 

(1) 建立古籍图书管理系统，根据制定的标准对古籍资源进行批量入库； 

(2) 按照古籍图书的分类形成不同版本的估计专题产品； 

(3) 提供古籍图书的在线检索，双文对照阅读服务； 

(4) 提供资源及用户使用的统计分析； 

2. 总体设计 

2.1. 先进性  

采用先进、成熟、实用的技术，既要实现出版平台的功能，又要确保在未

来几年内其技术仍能满足应用发展的需求 。 

2.2. 安全性  

保证出版平台和数据的高安全性，使整个系统在受到有意、无意的非法侵

入时，被破坏的可能达到最小程度。 制定出合理的安全策略，以有效保障系统

安全。系统安全设计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包括：  

(1) 禁止非法用户进入系统。非法用户是指那些没有通过认证的用户，他们没

有合法的用户ID和密码，要进入系统必须通过非法手段。系统在安全设计

时要重点防范这些非法用户的入侵；  

(2) 未授权用户不能越权使用系统和资源。未授权用户是指不具有对数据或资

源进行某项操作的用户；  

(3) 数据加密机制，对于产品化的数据在网络传输和镜像分离时都是进行严格

512位加密机制进行加密，并采用不同镜像服务器的唯一MARC地址作为加密



秘钥，保证产品数据的安全。 

(4) 系统要保证全天候不间断运行，各种服务不能停止。非灾难原因，系统要

保证7*24小时不间断运行，各种系统服务不能停止或服务质量不能下降。

对于出现的灾难，系统具有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应灾难处理能力，及时恢复

运行；  

(5) 保证业务连续性，利于今后的扩展，避免重复建设。  

2.3. 性能要求 

(1) 响应性能：应具备快速的系统响应能力，响应速度在用户心理所能忍受的

范围内；响应速度不致影响业务工作、造成业务工作的低效率。 

(2) 可扩展性：在设计上必须具有适应业务变化的能力，当系统新增业务功能

或现有业务功能改变时，应尽可能的保证业务变化造成的影响局部化，新

增功能时不应需要改造原软件系统。 

(3) 易用性：所有的业务功能界面风格和操作流程一致，应具有良好的中文操

作界面、详细的帮助信息，系统参数的维护与管理通过操作界面完成。  

(4) 可靠性：应保证在正常情况下和极端情况下业务逻辑的正确性，并能保证

系统可靠连续7×24小时的无故障运行。 

(5) 准确性：保证系统数据处理的准确性，提供核查、审计手段。 

(6) 开放性：系统应采用主流的、开放的技术，以保证系统对各种数据业务的

服务，以及与相关系统的互连能力。 

(7) 实时性：实时完成大容量数据处理，对业务提供并发处理支持。 

2.4. 设计原则 

（1）资源与应用分离。本项目的资源要能与应用进行分离。 

（2）项目可以按自身设计的标准进行存储数据资源。 

（3）内容资源通过分类进行关联，以提供更人性化的服务。 

（5）结合目前市场的情况，项目数据库产品形态可以自由制作。 



2.5. 技术指标 

选型关键性能指标主要针对其数据简单查询和复杂查询的响应时间: 

事务类型 最大响应时间 百分比 响应时间的定义 

数据简单查询 2 秒 95％ 从用户按下“Enter”键开始，到显示下一个页

面的第一个汉字之间的时间间隔 

数据复杂查询 5 秒 95％ 从用户按下“Enter”键开始，到显示下一个页

面的第一个汉字之间的时间间隔 

系统在稳定性和数据管理能力等方面需求如下： 

事务类型 性能要求 描述 

稳定性 能够 7×24 小时连续稳定

工作，并具备故障无缝迁移

能力。 

7×24 小时指系统具有长期稳定运行的性

能，故障无缝迁移能力反映了软件在底层

系统现故障时的可靠性。 

数据管理能力 能够有效存储与快速索引

海量网络数据，数据量达到

TB 级。 

系统具有超大的数据管理能力 

中文文本切词速度 全切分达到 1MB/S，最大匹

配达到 5MB/S 

高切词速度是保障中文内容分析实时性的

必要前提。 

中文文本切词准确率 达到 95%以上。 高切词准确率是保障中文内容分析准确性

的必要前提。 

全文检索速度 达到 500GB/S 以上的数量

级。 

全文检索速度定义为：系统每秒钟扫描的

全文数据的速度。 

 

2.6. 技术路线 

方案采用分层的 J2EE 架构设计，保证系统扩展性和运行效率，数据库支持

跨平台。 



3. 功能设计 

3.1. 网络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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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模块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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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功能模块 

3.3.1. 古籍数字内容管理 

3.3.1.1. 古籍资源管理 

3.3.1.1.1. 古籍分类管理 

建立古籍的内容的分类结构，用来对古籍内容的分类进行管理。提供古籍分

类结构的增加、修改、删除、关联、导入、导出等维护管理功能。 

3.3.1.1.2. 古籍内容入库 

系统采用磁盘监控的方式对不同的数据资源进行自动入库，建立不同的入库

资源的模型，存放到指定的磁盘目录下，系统会自动扫描监控目录，根据模型标

准进行资源的匹配入库。 

3.3.1.1.3. 古籍内容维护 

支持对所有入库的古籍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可以对于入库的资源可以根据资

源分类按不同的条件进行内容的检索，对检索出来的资源在权限允许的范围内可

以进行资源分类的重组、内容的分类标引、或资源内容的删除等操作。 

3.3.1.2. 应用机构管理 

3.3.1.2.1. 机构客户管理 

机构客户管理主要是对客户的基础信息管理进行管理，机构客户分为远程客

户和镜像客户，远程客户可以设置客户的访问期限，并关联机构资源权限对远程

客户可以访问的资源进行权限设置。为了更加方便对机构用户的管理，增加了机

构客户相关附件上传功能，例如合同扫描件等。 

3.3.1.2.2. 机构资源权限 

对远程应用的机构客户，可以根据服务费用或选择的资源内容进行资源使用

的权限分配，资源权限的分配可以按主分类、子分类、具体资源本身进行操作，

方便资源权限的灵活设置。 

3.3.1.2.3. 机构 IP 管理 

对于机构用户可以设置他们的 IP 使用范围，根据访问的 IP 地址来确定用户



来源，根据用户来源进行资源使用权限的分类，管理用户可以设置不同的 IP 段，

也可以对机构用户的 IP 段进行删除或修改。 

3.3.1.2.4. 机构外网用户 

对不在机构 IP 范围内容的用户，可以采用外网用户的方式来登录系统，登

录后系统会自动归类到对应的机构，拥有和机构用户相同的操作权限，管理用户

可以对外网用户进行添加、删除和修改的操作。 

3.3.1.2.5. 注册用户管理 

注册用户主要是指自由注册的使用用户，注册用户登录后可以收藏阅读的估

计内容，系统也会自动记录每次阅读的内容，采用注册用户登录个人中心可以看

到自己收藏的和阅读的古籍内容。 

3.3.1.2.6. 机构区域管理 

按照中国省市级划分形成树状区域机构，在建立机构用户时直接和区域机构

数进行绑定，方便后期根据区域机构数对用户进行统计分析，管理员可以自由维

护区域机构树，对区域结构树的节点进行添加、删除和修改操作。 

3.3.1.3. 应用系统管理 

3.3.1.3.1. 角色管理 

对系统后台管理员划分不同的角色类型，可以分为超级用户、机构管理用户

等，机构管理用户可以直接关联到对应的机构，在登录时候自动按机构权限进行

资源和功能的展示 

3.3.1.3.2. 用户管理 

后台系统的管理人员，超级用户可以添加不同角色下的用户信息，并为他们

分配不同的权限。 

3.3.1.3.3. 权限管理 

对用户角色进行权限设置，可以控制不同角色的用户拥有不同的操作权限和

操作界面。 



3.3.1.3.4. 参数管理 

为了增加系统的灵活性，根据系统和业务的特点抽象出一些功能的模型形

成配置项或数据字典，要对系统进行修改时候用户可以直接通过参数进行调整，

方便系统后期的维护。 

3.3.1.3.5. 热词管理 

对前台用户输入的检索关键字进行管理，对不与健康的检索热词可以进行

删除，修改等操作。 

3.3.1.3.6. 日志管理 

日志要能记录每位用户在平台的登录、检索、浏览、等的使用情况，实现对

用户操作日志的检索、统计功能，日志同时记录用户操作的成功和失败，要保证

日志不可篡改，以及数据的完备性和安全性。 

3.3.2. 古籍资源应用管理服务 

3.3.2.1. 古籍资源服务管理 

3.3.2.1.1. 应用栏目管理 

对前台应用中不同的展示栏目进行动态配置，可以动态的添加门户中的栏

目，对栏目的内容进行静态或动态的发布，是门户页面展示起来更加灵活方便。 

3.3.2.1.2. 发布信息管理 

数字资源应用服务不但有资源应用还包含信息服务，为了为用户提供更好的

服务，系统集成了新闻内容发布模块，可以制定不同新闻栏目，发布对应的新闻

内容，为前应用服务提供强大的发布功能。 

3.3.2.1.3. 资源发布管理 

资源发布是对系统采集整合的全媒体数字内容进行在线发布，根据资源分类

和资源形态的不同，可以创建不同的资源栏目，同系统中选择适合栏目的资源内

容进行动态发布，也可以根据资源的使用量、资源的入库时间、资源的喜爱程度

进行资源内容的自动发布。 



3.3.2.1.4. 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分为超级用户统计和机构用户统计，系统根据用户角色自动判断用

户拥有的统计权限，超级用户可以统计所有机构用户的使用数据，机构用户只能

统计机构内容的使用数据信息。统计分为五种类型： 

 点击量统计： 

在一定的条件内容，按机构、作者、分类对所有使用的数据进行统计，形成

列表和决策图，并能导出 Excel、PDF、JPG 格式的文件下载； 

 阅读量统计： 

在一定的条件内容，按机构、作者、分类对所有阅读的数据进行统计，形成

列表和决策图，并能导出 Excel、PDF、JPG 格式的文件下载； 

 收藏量统计 

在一定的条件内容，按机构、作者、分类对所有使用的数据进行统计，形成

列表和决策图，并能导出 Excel、PDF、JPG 格式的文件下载； 

 关键词统计 

在一定的条件内容，按机构、按词频对所有检索的关键字的数据进行统计，

形成列表和决策图，并能导出 Excel、PDF、JPG 格式的文件下载； 

3.3.2.2. 古籍资源应用服务 

3.3.2.2.1. 信息服务 

根据后台的特色服务，展示不同的信息栏目内容，提供信息栏目的在线阅读。 

3.3.2.2.2. 全文检索 

3.3.2.2.2.1. 快速检索 

提供类似 Google 等快速检索模式，用户直接输入关键内容，系统对关键内

容进行智能分词然后采用全文索引机制进行相关内容的匹配，以列表的方式进行

结果内容的展示。 

3.3.2.2.2.2. 高级检索 

根据后台配置可以自定义检索字段，采用与或非的多重逻辑条件对不同的属



性字段进行综合全文检索检索。检索方式是采用对属性内容进行智能分词然后采

用全文索引机制进行相关内容的匹配，以列表的方式进行结果内容的展示。 

3.3.2.2.2.3. 二次检索 

对检索的结果列表进行二次过滤，在检索列表中重新按制定的条件进行过滤，

以便更加精确的定位所需要的资源内容。 

3.3.2.2.2.4. 列表排序 

对检索出来的列表内容可以按不同的字段进行排序，排序的选择字段可以有

后台进行灵活配置，根据具体资源具体对象进行配置。 

3.3.2.2.3. 在线阅读 

通过导航或检索功能进入图书列表页面，在列表页面直接点击对应的图书就

可以打开图书进行在线阅读了，图书的阅读分为两种模式，在图书阅读页面左侧

为图书的板式页面，右面为图书的流式阅读页面，翻页时左右内容自动关联，并

且在右侧的流式页面中可以进行笔记添加操作。 

3.3.2.2.4. 内容跟踪 

通过检索或导航阅读的每一篇文档都可以映射到对应的出处，来源的图书、

图书的分类等信息。 

3.3.2.2.5. 内容收藏 

对阅读的图书内容进行收藏，收藏后阅读的图书会进入个人中心，以后可以

在个人中心对收藏的图书内容进行阅读。 

3.3.2.2.6. 热词记录 

对读者用户检索的关键字以及关键字的词频进行管理，对于在前台高频显示

的关键词进行审核，也可以对不健康的关键词进行删除和修改等操作。 

3.3.2.2.7. 个人中心 

进入用户可以收藏检索的数字内容，对阅读的图书、听看的音视频进行标签，

建立自己的收藏或上传分类，把本地的资源上传到个人中心，方便以后的应用与

管理，上传个人资源在经过审核后可以作为系统资源为其他用户提供服务，让固

定的数字资源随着用户应用而丰富起来。 



1.1.1.1.1. 个人信息修改 

对个人的账户密码、安全信息、个人头像、基础信息等进行修改。 

1.1.1.1.2. 内容分类管理 

对个人中心的各类资源进行分类管理，内容分类采用树状结构不限层级，可

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资源分类的无限制创建，对创建的分类可以修改、删除等

操作。 

1.1.1.1.3. 个人收藏管理 

对自己收藏的数字资源进行管理，可以按不同的条件对收藏的资源进行查询、

标引、删除、查看等操作。 

1.1.1.1.4. 笔记标签管理 

在阅读过程中，用户可以对流失阅读中的内容添加笔记，在个人中对添加的

笔记进行修改，关联查看等操作。 

1.1.1.1.5. 阅读历史管理 

个人中自动记录登录用户阅读过的网络资源，可以通过阅读历史快速的跳转

到上次阅读的位置，也可以对个人中心的阅读历史内容进行删除操作。 

4. 软硬件要求 

编号 类型 型号及版本 

0 服务器 CPU：2.0GHz，16 核及以上；内存：32GB；硬盘：4TB 及以上；

网卡：1000MB 及以上；独立 IP 

1 操作系统 Windows 2008 Server 及以上 

2 数据库 MySql 6.5 



3 JDK 1.6 

4 Tomcat 6.5 

5. 开发周期 

 开发周期 2.5 个月，约为 55 工作日； 

主要开发远程服务模式，包括古籍内容管理、古籍资源应用管理服务； 

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5工作日，需要确定与平面设计 

(1)确定需求细节 

(2)确定美工设计页面 

(3)确定具体开发计划 

第二阶段：5工作日，数据库设计与功能架构设计 

(1)进行系统数据设计 

(2)进行功能模块设计 

(3)进行系统架构设计 

第三阶段：30 工作日，功能模块开发 

(1)进行功能模块开发 

(2)进行开发模块预演 

(3)进行开发模块测试 

第四阶段：10 工作日，功能模块开发 

(1)进行实际问题反馈修改 

(2)进行数据批量入库整合 

(3)进行用户测试 

第五阶段：5工作日，部署试运行 

(1)进行项目部署 

(2)进行项目试运行 

(3)进行项目正式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