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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Internet 提供了大量垂手可得的資源，但也令

使用者難以找尋所需資料．目前在 Internet 上

雖然有各式各樣的資源搜尋工具，但它們都無

法提供使用者一致的分類空間，並會迼成網路

的沉重負荷．數位圖書館是將數位資料分類處

理，並提供各種工具，以利資訊交流與搜尋的

環境與架構．在這個架構下，資訊可以快速而

有效的流通，進而加速技術的發展與產業的升

級，可說是國家資訊基礎建設的關鍵技術．

本計劃為『支援助理型軟體之電子圖書

館』三年計劃之第三年計劃， 其目標在設計

並實作一個數位圖書館的架構，以支援助理型

軟體，成為資訊擷取助理的骨幹，使其能透過

一致的界面，擷取各類的網路資源．在上一年

度中， 根據這個構想， 我們完成了一個虛擬

圖書館， 其不僅為我們計劃提供了雛型架

構， 更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搜尋引擎．

而未來我們整個電子圖書館的架構是以

多個分散式的代理者為主，整合智慧型助理及

外界的資料庫，構成一完整的環境．代理者由

查詢管理員、書目資料伺服器、內容註冊處及

路由器等四大模組組成，是我們研究的重點．

使用者可透過智慧型助理，以圖形使用者界面

與互動模式和代理者溝通，以獲得所需之資

訊．作者或圖書館員則可透過書目資料伺服器

輸入高品質的書目資料，或將資料直接輸入其

專屬的資料庫系統中．無論對使用者或作者而

言，都只見到單一的界面與一的資訊分類，無

須考量資料所在的位置，及不同的查詢方式和

通訊協定．我們認為此架構將具有易於使用、

可擴充、高效能等性質．

有關資訊擷取助理部份請見整合型計劃

『助理型軟體系統之研製與應用』．

二、英文摘要

Internet has lots of resources， which makes

users hard to find the desired information.

There are many resource discovery tools trying

to solve this problem. Most of them do not

support cataloging of information and can put

heavy burden on the network. Digital Library is

an architecture and environment that provides

various tools to facilitate searching and

exchanging of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can be

exchanged fast and efficiently in this

environment，  such that techniques can be

evolved and industry can be promoted. Digital

Library is also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This project is trying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a framework of digital library,

which provide an uniform interface for

information retrieval agents as their backend to

access various kinds of Internet resources. The

framework will consist of many distributed

brokers ，  intelligent agents and external

databases. The broker itself includes four major

modules ：  query manager ，  bibliography

records server， content registry and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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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r. It is our major research area. Users can

obtain the desired information by

communicating interactively with brokers

through intelligent  intelligent agents and

graphic user interfaces. Authors and librarians

can publish high quality bibliography data to a

broker， or just insert bibliography data to their

private databases. In this architecture， users

and publishers can access various kinds of

resources in an uniform information space and

by an unique interface without knowing the

locations， the query languages and the access

protocols of the desired data. We believe the

architecture would have the properties of

usability， scalability and efficiency.

Please see “The Implemen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gent Software Systems”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information

retrieval agents.

三、計畫緣由與目的

本計劃為『支援肋理型軟體之電子圖

書館』三年計劃之第三年計劃.  電子圖

書館的構想來自近年來 Internet 蓬勃的發

展. 爾來 Internet 不論在使用人數或資料

數量上都以驚人的速度成長， 其應用領

域也從學術擴展到商業及日常生活之中.

這樣的資訊革命將以徹底改變我們未來

的生活形態， 使得電腦， 通訊與消費性

電子產品(Computer， Communication &

Consumer electronics， 3C)結合在一起，

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在這個全數位

化的環境裡， 傳統的商業行為和生活型

態將受到嚴厲的挑戰. 消費者將從網路

上擷取到所需的資訊， 改變目前大眾傳

播主導商業行為的現象. 這樣的小眾傳

播， 將促成個人化商品的出現， 使得小

廠商無需投注大量廣告經告經費也能和

大廠商競爭. 我們可以預見許多小型甚

至個人企業的興起， 郵購商品的拓展，

以及傳統中間商的沒落.

台灣缺乏自然資源， 經濟發展有賴

進出口貿易， 因此中小企業的彈性和活

力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力. 但在資訊工業

蓬勃發展的今日， 如何掌握資訊技術，

善用網路資源， 開發新技術與產品， 便

成為我們將來繼續生存發展的關鍵. 我

們首先的工作就是將資料數位化， 並提

供良好的架構與搜尋工具， 使資訊能快

速的流通， 進一步轉換為有用的佑識，

以加快新產品開發的速度， 提供消費者

更好的服務， 藉以創造新的商機.

數位圖書館是將數位資料分類處

理， 並提供各種界面一致的搜尋工具，

以利資訊交流的環境與架構. 它同時也

是 國 家 資 訊 基 礎 建 設 (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NII)的關鍵技

術. 因此近年來 國內外相關的研究便蓬

勃發展， 各大軟體公司更積極投入， 以

期在網路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

目前 Internet 上已有許多的搜尋工

具， 如己商業化的 archie，  yahoo，

infoseek， 以及其它學術研究的成果， 如

WAIS，  lycos，  harvest，  WWWW，

WebCrawler 等等. 然而這些工具都有其

設計上的限制與缺點， 我們可以歸納如

下：

1. 缺乏分類：我們所要搜尋的資料通常

具有一定的相關性， 這也是傳統圖

書館分類的依據. 透過這樣的分類，

使用者可以很容易的找到未佑但相

關的資訊. 目前的搜尋工具大多針對

ftp 或 WWW 伺服器的文件做關鍵字

索引， 並未提供高品質的書目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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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因此在資訊的過濾及相關訊的

找尋上無法達到傳統圖書館的水準.

2. 無法提供全面的資料：目前的工具大

多採取定時詢問 WWW 伺服器的方

式來建立一集中式的索引， 如此一

來便無法趕上 Internet 資料的成長速

度， 造成各種工具只能見到部分的

網路資訊.

3. 缺乏擴充性：任何集中式的工具都無

法容納不斷增加的資料量和使用者.

而 Internet 呈現幾何倍數成長的使用

者和資料量， 將迫使所有的系統採

用分散處理的技術.

4. 增加網路的負擔： 利用定期詢間的

方式來建立集中式索引的工具， 會

造成網路不必要的負荷， 因為索引

比文件本身小得多， 且定期詢問會

造成重覆處理已處理過的文件. 若有

多種同性質的工具同時存在， 將使

問題更加嚴重.

5. 無法與其它的資料庫系統相溝通：

Internet 的資源並不是只有 ftp 和

WWW 而已. 它還包括了圖書館的書

目資料庫， 各種商業線上資料庫，

政府部門資料庫及各種科學資料庫

等. 理想的電子圖書館應能整合各類

的資料庫, 以發揮最大的效益.

6. 缺乏智慧：無法根據使用者的文化背

景和習慣做適當的調整, 以符合使用

者的需求.

由於這些問題的存在以及解決這些問

題的迫切性, 國外有許多研究計劃正在進行.

其中最重要的有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自

1994起資助UC Berkeley, Stanford University,

U. of Illinois, U. of Michigan, UCSB 與 CMU

等學校的數位圖書館先導性計劃, 英國大英

圖書館自 1993 年起之先導性存取計劃, 以

及美國國會圖書館自 1990 年起之電子圖書

館計劃.

本子計劃所在之整合型計劃『助理型軟

體系統之研製與應用』, 主要是在發展數個

助理型軟體系統. 其中最重要的是建構一個

具有智慧型助理功能的電子圖書館, 以便使

用者能找到真正需要的資料, 正確的使用資

料, 進一步將資料變成有用的知識. 因此本

計劃較上述各研究中的電子圖書館計劃有

更強大的能力, 也因此需要探討更多的理論

與系統架構.

四、計畫實行步驟

本計劃為『支援肋理型軟體之電子書館』三

年計劃之第三年計劃．計劃中的電子圖書館

即下文所稱數位圖書館， 我們認為其應具

備下列幾點特質， 發揮所謂數位的功能，

方能稱為一個好的數位圖書館：

1. 易於使用. 這是所有成功系統的必要條

件. 在資訊搜尋的領域裡， 這意味著它

可允許使用者以互助的模式和系統溝

通， 並將資訊所在的位置及擷取通訊協

定隱藏起來， 讓使用者以其熟悉的分類

方式來尋找所需的資訊. 同時它也要能

依據使用者的習慣和文化背景， 做適當

的調整.

2. 可擴充. 這個架構必須能理不斷增加的

使用者人數及資料量， 並能隨時加入所

需的計算能力， 同時能因應不同組織的

管理與安全要求.

3. 高效能. 此架構必須能快速反應使用者

的查詢， 並降低對網路頻寬的需求， 不

因使用者人數及資料量的增加而使反應

變慢， 或造成網路的擁塞.

4. 能整合其它資料庫系統. 此架構應具有

足夠的彈性以整合各種資料庫系統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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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協定和資料格式， 以因應快速變遷的

網路環境.

針對這些需求， 我們將以圖一的架構

來完成.

Information
   Agent

Author or
  Librarian

External
Bibliography
   Server

Other
Broker

Bibliography
   Manager

Router

Query
Manager

Content
Registry

Broker

圖一   數位圖書館系統架構圖

圖一的架構是以代理者(Broker)為主， 其內包

含了查詢管理員(Query Manager)， 書目資料

伺服器 (Bibliography Server)， 內容註冊處

(Content Registry)及路由器(Router)等四大模

組. 代理者可以彼此交流， 並和外界的書目資

料庫(External Bibliography)共同構成一個電子

圖書館系統. 使用者可透過智慧型資訊擷取助

理， 以圖形使用者界面與互動的模式和數位

圖書館溝通. 文件的作者或圖書館員則可透過

書目資料伺服器輸入高品質的書目資料， 或

將資料直接輸入其專屬的資料庫系統中. 無論

對使用者或作者而言， 均只見到單一的界

面， 無須考量資料所在的位置， 及不同的查

詢方式和通訊協定. 代理者各模組的功能和其

間流程敘述如下：

1. 查詢管理員： 查詢管理員負責處理智慧

型助理所送來的查詢命令， 將該命令和

內容註冊處相比較， 以找出可能會有所

需資料的書目資料伺服器， 然後將查詢

命令依該伺服器所接受的協定做適當的

轉換， 再交由該伺服器處理. 然後所得

的結果， 轉換成一致的格式， 再傳回

給智慧型助理.

2. 書目資料伺服器： 書目資料伺服器管理

作者所輸入的書目資料. 它必須能同時

服務多個使用者， 並能以分散式處理的

方式管理大量資料. 同時它必須能處理

不同的書目資料格式， 如 MARC，

TEI， URC 等等.

3. 內容註冊處： 此模組管理外界書目資料

庫的宣告資料 . 這些宣告包括擷取協

定， 如 Z39.50， CGI 和 ODBC; 所含

內容之分類， 如主題， 地區和時間等;

以及欄位名稱的對照關係等. 當查詢管

理員收到查詢命令時， 必須先參考此模

組以找出相關的伺服器， 再依其存取協

定做適當的處理.

4. 路由器： 路由器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將內

容註錄複製到所有的代理者. 雖然我們

只複製了伺服器的內容宣告， 並未複製

其資料， 但仍需有良好的複製架構， 以

確保系統的可擴充性， 並進一步降底網

路的負荷. 同時此複製架構必須能彈性

增減代理者， 並處理網路臨時或永久性

的斷線， 以確保系統的運作及一致性．

為了實現上述的架構設計， 我們在 Unix 環

境下研究並實作下列的工作：

1. 內容註冊處之格式訂定及擷取協定之實

作. 主題宣告部份採用美國國會圖書館

分類法， 擷取協定將實作 CGI 及

Z39.50.

2. 路由器架構與傳輸協定之研究. 此部份

以軟體模擬的方式來驗證其效能與可行

性.

3. 查詢命令之訂定， 與如何找尋相關伺服

器之研究.

4. 書 目 資 料 伺服 器 之製 作 . 可 輸 入

MARC，URC 格式之資料， 並能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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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多個使用者

五、本計畫成果:

    建構一完整的數位圖書館架構. 在此架

構下, 數位資訊可以有效的流通, 以促進學術

的發展, 進一步帶動產業升級. 未來它也可以

做為商業廣告的媒介, 增進我國介業的競爭

能力. 此外參與本計畫的人員, 除了對各種擷

取協定及書目格式有深入的瞭解外, 對資訊

擷取, 分散式系統, 網路架構, 系統實作與整

合等相關知識, 將有全盤完整的掌握.

我們第三年完成之工作如下:

1. 實作路由器模組，並確保系統的擴充性，

可彈性增減代理者，以處理網路臨時或永

久性的斷線

2. 整合代理人各模組，並完成功能測試

3. 與智慧型助理及外界資料庫之整合

4. 數位資料庫及實驗平台之擴充, 與系統效

能之調整

5. 數位圖書館架構之推展及相關應用之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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