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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结构 

系统基于微软 .NET Framework 平台，支持 Windows 64 位操作系统，并针对 Windows 7 环境进行了

专门优化； 

支持 MS SQL Server、Oracle、MySQL、SQLite 等数据库底层； 

采用 C/S(客户/服务器)与 B/S(浏览器/服务器)混合模式。 

dp2Kernel 数据库内核构造了一种“逻辑数据库”的环境； 

dp2Library 图书馆应用服务器实现了图书馆业务的功能； 

Z39.50 服务器实现了联合编目和 Z39.50 协议的检索获取功能； 

dp2OPAC 公共查询服务器建立了一种以读者为中心的“我的图书馆”环境。 

 

 

 

 

 

 

 

 

 

 

 

 

 

 

 

 

 

 

 

dp2Manager 内核管理、dp2RMS 资源加工和 dp2Batch 批处理是数据库内核的前端模块，分别提供

了维护管理数据库的配置文件、加工管理数字资源对象和元数据、批处理导入导出数据记录的功能。 

dp2Circulation 内务/出纳前端是图书馆应用服务器的前端模块，提供了图书馆内部业务管理和读者

服务工作的全部功能界面，是图书馆工作人员日常的工作环境。 

dp2Catalog 编目前端是一个多协议的编目工具软件，这是一个 Z39.50 前端软件，也是 dp2 图书馆

集成系统的可选编目前端。特别地，它是可免费下载使用的。 

  

Z39.50
服务器

数据库服务器(MS SQL Server、Oracle、MySQL、SQLite等)

dp2Kernel数据库内核

dp2Manager
内核管理

dp2RMS
资源加工

Web浏览器

dp2OPAC
公共查询服务器

dp2Catalog编目

dp2Batch
批处理

dp2Circulation
内务/出纳

dp2Library图书馆应用服务器

图例

客户端 服务器端 数字平台产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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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源管理 

数据库内核提供了逻辑数据库这一设施，其中的 XML 数据记录可拥有多个二进制对象资源。这为

整个 dp2 系统独特的数字对象管理方法提供了支撑环境。 

数码照片、电子文档等非书类型的数字资源，可以专设目录数据库，通过独立的元数据描述，同时

上传数字资源对象到服务器令其从属于元数据记录即可。 

与书刊相关的数字资源，比如书刊全文、封面图片、随书光盘等，可直接利用书刊已有的 MARC

元数据描述这些数字资源对象，既有助于多种资源类型的集中访问与获取，又节省了数字资源的元

数据描述与管理成本。 

数字资源对象可采用 MARC 的 856 字段或数字平台公司定义的对象关联元素等方式描述。 

 

 

 

OPAC 环境中，可配置数字资源对象的下载锚点或直接显示与播放图片、流媒体等数字资源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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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读后感、书评，是揭示相关资料价

值、引导阅读的重要手段； 

Web 2.0的一个重要概念与体现，

就是“读者参与内容创建”； 

OPAC系统中提供了书评、荐购交

互功能； 

读者，这个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其

成员更多、也更具知识的深度与广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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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购 

读者荐购和书评是一个整合的体系。图书馆将征询目录通过 OPAC 系统实时发布，面向广大读者

征询订购意见，以及时了解阅读需求和资料价值，从而合理调整馆藏建设方向与资金投放比例。 

 

 

同时还允许读者在图书馆征询目录外，直接提交其推荐

图书的基本信息作为征询目录的补充供大家发表荐购意

见。 

采购工作人员，可以很方便地在业务前端中查看读者的

荐购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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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通知 

读者所借图书超期或所预约图书到馆，系统都会自动发送消息提醒读者。 

有站内消息、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和聊天室等多渠道、多类型的消息通知形式。 

 

 

OPAC系统还提供了聊天室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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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浏览及 RSS订阅功能 

 

 

 

 

 

 

 

 

 

 

OPAC界面采用 Ajax与缓存技术， 保证了多并发、

大数据量的网络查询效率。 

数据浏览功能可应用于分类导航、新书通报等环节。

浏览的结果支持读者 RSS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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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语种的 OPAC界面 

针对国际化需求，OPAC支持多语种界面切换。 

预置简体中文和英文两种界面语言，可根据用户需求快速 

扩展定制其他语种。 

 

下图为英文时的 OPAC界面 

 

下图为中文时的 OPAC界面 

  



 

8 

 

读者管理 

读者数据的创建、修改、查询以及读者租金、押金的管理与收取实现独立授权。 

支持从二代身份证导入读者信息，包括姓名、地址、身份证号及照片等，并且信息字段可加以选择。 

读者照片也支持从摄像头、剪贴板导入。读者证照片也是采用系统统一的对象资源管理方式。 

读者身份识别凭证支持二代身份证、条码证或其它 IC卡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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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的流通操作提示 

红、黄、绿三种提示框，分别用不同颜色醒目表达三种流通操作状态：操作成功、操作失败，以及

操作成功但有后续处理事务。 

 

 

 

当前读者信息丰富，包括其借阅信息、借阅历史信息、预约信息、违约信息等。 

可隐藏的操作历史面板，记录当前出纳窗口史操作流水信息。 

可隐藏的书目信息和册信息，能更详细显示当前借还种册信息。 

可打印借书、还书及违约金等流通出纳凭条作为完清凭据或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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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编目环境 

dp2Circulation前端的种册窗，提供了一个跟 dp2Catalog前端一样的专业MARC编目环境。 

MARC编目环境中，专注于书刊的“种”信息的描述，将馆藏信息、采购验收信息、期信息等从

书目记录中分离出来另行处理。编目流程更清爽、数据没有冗余。 

标配支持 UNIMARC/USMARC 格式，并可扩展支持其它MARC格式。 

MARC字段及子字段可灵活增删、字段可一键排序、可自定义数据加工模板。 

提供定长模板、值列表等辅助录入手段。 

根据 USMARC(MARC21)记录中的资料类型代码字符，006/007/008定长模板中的预设值及定义

也会联动变化。 

 

以下是 USMARC记录中“Books”类型资料的 008字段定长模板效果： 

 

 

以下是 USMARC记录中“Music”类型资料的 008字段定长模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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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创建汉字拼音时，系统可智能感知多音字的正确读音，编目员无须过多干预，从而提高编目效

率。 

 

系统预置多套自动创建数据功能，这些功能采用 C#脚本语言即时编译生成，可由二次开发灵活扩

展。 

通过 Ctrl+A组合键即可调出创建数据对话框。 

该对话框可由前端用户决定其状态是悬浮窗口上还是停靠在固定面板。 

 

以下是停靠在固定面板上的创建数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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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编目应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编目中心采用 dp2Kernel+dp2Library+dp2ZServer，搭建了全国社会科学

院联合编目系统环境。  

该服务器现有书目数据 200多万种，面向全社会提供全记录免费下载，已持续稳定、高效运行多

年。 

系统支持 Z39.50 协议和联合编目协议。 

支持 Unicode/MARC-8/ANSI等各类字符集，具备 Z39.50协议字符集协商能力。 

可以根据馆藏代码指定 905馆藏字段的修改权限。 

 

每位编目员都该拥有的 dp2Catalog 

dp2Catalog是一款优秀的编目前端软件，数字平台将它提供给全社会免费下载使用。 

dp2Catalog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编目中心指定客户端。 

包含一个跟 dp2Circlation前端完全一样的MARC编目环境和编目功能，并针对书商、编目中心

纯书目制作应用作了相应优化。 

支持 Z39.50、dp2Library 和 DTLP等协议，可以同时作为 Z39.50服务器、dp2图书馆集成系统

和 dt1000/dt1500系统编目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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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2Catalog的Z39.50检索窗和Z39.50批检索窗能享用 Internet上丰富的Z39.59服务器资源，

有助于编目员从更多渠道获得书目记录。 

支持 Unicode/MARC-8/ANSI等各类字符集，具备 Z39.50协议字符集协商能力。 

支持逻辑与(AND)、或(OR)、非(NOT)组配检索。 

支持多服务器、多数据库群检功能——采用多线程同时向多个服务器或多个数据库发起检索请求。 

 

 

 

 

支持批检索功能——将预先准备好的一批检索词，批量向一个或多个服务器中的一个或多个数据

库发起检索并返回“命中唯一的MARC记录文件”、“命中多条的MARC记录文件”以及“未命中

的检索词文件”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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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展示了 Z39.50批检索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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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缝的订购、验收流程 

批修改书目功能，便于采购人员快速设定或取消书目征询状态。 

采购时即可实现去向预分配(预典藏)。 

验收结束时即可引导登记册信息，无缝切入典藏环节。 

辅以批修改册信息功能，可以快速分配馆藏地点、册类型等馆藏信息，提高了典藏效率与准确性。 

能满足同种书刊预订估算价格、到馆结算价格和册价格这三种比较复杂的价格管理需求。 

完善的订单、验收单、催询单、典藏移交单及财产帐的统计打印输出功能。 

 

“目标”、“源”和“外源”书目数据库角色分配，有效解决了同种图书不同批次、不同人员的分次

验收查重合并需求，有效满足了验收时用详编书目记录替代简编的订购书目记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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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结束时，即可引导登记册条码，完成初步典藏工作。 

 

 

为期刊找个家 

期刊图形界面将记到和装订功能融合为一个完整的界面。  

期刊的册管理流程和图书的册是完全一致的。 

期刊有别于图书的管理特征在于期刊需要管理好“期”信息，包括期刊的记到(验收)和装订。 

独创的图形格子元素，让“订购信息”、“期信息”、和“册信息”找到各自的归宿，又逻辑集成。 

记到窗中，可以根据订购信息，自动创建出对应的期信息及预测册格子，供记到时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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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订窗中，可框选、复选合订成员册进行合订，形成一个合订册。缺刊、破损等可以直观图示。 

自动产生合订册的总价及出版时间与期范围等。已合订册允许拆散复原为原单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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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系统扩展性与安全性 

 

 

 

 

 

我们视每一个图书馆客户都是独

特的，所以允许客户自定义系统，

包括任意扩展数据库、任意设置检

索点、灵活配置多种数据显示格式

等。 

开放的系统接口，可以轻易与第三

方系统实现一卡通、单点登录或数

据调用。 

 

 

 

 

 

除了直接采用成熟的商用

数据库底层自带的数据安

全保护手段外，系统还有一

套独立的数据操作日志机

制，并可根据这些日志记录，

追查数据的历史变动情况，

实现数据回滚与灾难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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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汉语著者号码 

数字平台公司产品线中普遍采用WebService作为通讯接口，同时，数字平台公司的“通用汉语

著者号码”取号WebService在 Internet上向公众免费开放。 

 

浏览器前端获取通用汉语著者号码           专用前端获取通用汉语著者号码 

 

 

dp2图书馆集成系统的内务和编目前端，调用了这个WebService来实现汉语著者号码的功能。

任何第三方软件也可调用数字平台这个WebService来轻松实现汉语著者号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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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实例安装 

dp2 图书馆集成系统服务器端的数据库内核(dp2Kernel)、图书馆应用服务器(dp2Library)和公共

查询服务器(dp2OPAC)，均可以在同一台服务器硬件上安装多个实例。Z39.50服务器(dp2ZServer)

虽然目前仅支持单实例安装，但允许配置多个 TCP/IP 监听端口(缺省为 210)，因此也可以实现同

一台服务器硬件配置多个独立的 Z39.50服务器。 

 

各个服务器模块的实例之间的数据关系是完全独立的，从逻辑上来说等同于在不同硬件上独立安装

的效果。同一类型服务器模块的多个实例之间完全隔离。共享的仅仅是同一套可执行文件资源。 

 

不同类型服务器模块的实例之间，既可以纵向完全独享分离的一套实例，构成完整的功能环境；也

可以由上层的多个实例共享下层的少量实例，构成共享的功能环境。组合方式非常灵活，能满足从

单个图书馆到大型服务中心的不同规模的需求。 

 

多实例安装为大型服务中心的硬件软件集群提供了一种高效率的配置模式。服务中心可以因此节省

硬件资源，减少能源消耗。还可以节省底层数据库支撑环境的许可费用成本。 

dp2Kernel数据库内核Windows Service

……

dp2Library图书馆应用服务器Windows Service

……

dp2OPAC 公共查询 IIS Module

……

图书馆应用1

实例1：
http://server/dp2kernel/instance1

实例1：
http://server/dp2library/instance1

图书馆应用2

实例2：
http://server/dp2kernel/instance2

实例2：
http://server/dp2library/instance2

实例2：
http://server2/dp2OPAC

实例1：
http://server1/dp2OP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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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馆模式 

总分馆模式是 dp2图书馆集成系统继独立模式、多实例模式之后的又一里程碑式的系统模式发展

阶段。 

总分馆模式，通过建立分馆的概念模型，在允许分馆进行较为独立的读者和馆藏资料管理的前提下，

提供了统一共享的书目数据库，适合完全独立的多个图书馆形成联盟开展业务，共享服务器硬件、

软件资源，共享系统管理资源，共享编目资源，共享采购资源，以获得一个高效可靠的业务自动化

支撑服务平台。 

总分馆模式在一个集中的、统一的系统服务器端，实现数据存贮与业务逻辑处理，服务器端环境可

视为“总馆”。系统前端，通过局域网、互联网或 VPN专网接入，访问服务器端，从而实现业务

操作，前端环境可视为“分馆”。 

分馆局域网

总馆局域网

互联网

工作人员专用前端
或读者浏览器前端

为实现数据隔离，
可不直接接入互联网

数据库内核服务器
图书馆应用服务器(可选)

OPAC服务器(可选)

OPAC服务器

图书馆应用服务器

工作人员专用前端
或读者浏览器前端

路由器

路由器

工作人员专用前端
或读者浏览器前端

工作人员专用前端
或读者浏览器前端

工作人员专用前端
或读者浏览器前端

 

总分馆模式，从软件角度看其实就是一套系统。因共用一套服务器端软硬件和管理维护环境，也同

“服务器多实例模式”一样，降低了多个图书馆信息基础设施的总体建设成本。 

总分馆模式，因业务流程的整合、数据的集中存贮和信息的统一发布，可带来独立图书馆不具备的

信息整合效益和管理维护效率。 

这一模式除了满足了集中与整合需求外，也没忽视操作权限、馆藏归属及排架体系、读者管理及流

通权限等的独立管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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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模式下通过“图书馆代码”区分不同分馆， “合”与“分”并重、能“合”也能“分”： 

既可独立采购，也可集中采购； 

既可限定借还馆藏范围，也可通借通还； 

既可保留私有编目库，也可联合编目； 

既可限定只能观察分馆的馆藏信息，也可设定为允许观察联合馆藏信息。 

 

总分馆模式，由于将多个图书馆业务集中到一个服务器环境中处理，具有多并发、大数据量的特性。

dp2图书馆集成系统凭借以下策略，为总分馆模式顺利实施提供了技术保障： 

服务器端分布式结构体系。既可将三类服务器软件安装在同一台服务器端硬件环境中，为所有前端

提供服务；也可将“数据库内核”和“图书馆应用服务器”(侧重于工作人员所用)、“OPAC服务

器”(侧重于读者所用)分布安装于多台服务器硬件环境中，通过多网卡有选择地接入局域网和互联

网。这样就实现了负载分流，并充分保证了后台数据安全； 

善用 C/S和 B/S两种模式。从理论上来说，若追求完全采用 B/S模式，势必将所有业务与数据处

理逻辑全加在服务器端，服务器端的压力很大，而前端机器的运算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dp2图

书馆集成系统为工作人员提供专用前端系统，这是 C/S模式，借助前端硬件软件条件，实现部分

系统逻辑处理，从而减轻了服务器端负荷。而对于读者服务，主要通过Web浏览器前端提供服务，

这是 B/S模式，侧重其通用性与易用性； 

缓存技术。保证了大并发、大数据量处理时系统及时响应； 

离线操作模式。网络故障时客户端可独立进行应急业务处理； 

种册分离的数据结构。既方便了书目数据的共享，又通过各分馆馆藏信息的独立存储，在流通操作

的时候能充分节省数据访问量，确保关键操作的响应速度。 



 

23 

 

书库编辑器 

 

 

系统管理员利用“书库编辑器”，可以为图书馆所有馆藏地点，包括书库、阅览室、大厅等进行 3D

建模，为OPAC系统的册定位功能提供数据支撑。 

这是一个独立的 3D创建工具，操作异常简便，用户从预先提供的书架等物品模型列表中选择，通

过鼠标拖放或属性对话框设置，即可完成馆藏布局信息的创建工作，不需要复杂的 3D软件操作知

识。结构信息存储在一种专用的 XML矢量文件中，可以用于创建位图和描述文件，导入 dp2OPAC

的特定目录后即可完成定位功能的设定。 

在 OPAC界面上，读者点击馆藏资料索取号锚点，即可显示出逼真的 3D书库图像，其上有图钉

显示出资料的精确架位，从而引导读者在庞大的馆藏体系中快速找到所需的馆藏资料。图像边沿位

置通过一个文字面板显示书库或阅览室的馆藏范围、行走路线、开放时间等基本信息。 

这一馆藏资料定位功能，是向利用地理信息和虚拟现实手段展现图书馆信息方向进发的前奏功能。

数字平台后面会陆续推出读者在 3D空间内浏览馆藏、工作人员利用 3D图像辅助整架管理等功能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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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即服务 

图书馆业务系统是一种复杂的系统，不但涉及到硬件软件的基本维护管理，还涉及到更高层次的业

务组织课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特别是技术的进步和思维方式的变革，现在越来越多的图书馆能从经济高效、

节约资源的角度，认识到业务外包对图书馆的巨大价值。这是一个新的阶段——软件即服务。 

比如，编目、册加工外包，回溯建库等，都是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几种典型业务外包类型。这需要

提供服务的机构，不但有硬件和专业软件的良好设施，还要有能驾驭图书馆业务的人才结构，方能

高质量地完成由图书馆外包出来的业务工作。 

数字平台公司已和相关合作伙伴联合建立起图书馆中心，利用 dp2图书馆集成系统，为一批图书

馆提供整体的图书馆业务外包服务。这标志着数字平台从一个专业软件提供商转变为服务提供商。

dp2图书馆集成系统，和多年的专业经验，是数字平台的核心价值。在软件即服务的时代，数字

平台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产品哲学 

“dp2图书馆集成系统”贯彻着一种均衡的哲学。 

这种为软件的方式， 关注周边的事物和环境，关注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力图把环境和人实现平

衡，不以顾此失彼来追求某个单独的目标。 

从采用Windows下最具活力的.NET Framework环境， 在应用最新技术的同时照顾几个不同操

作系统版本之间的兼容性，这是一种时间和历史角度的平衡性考量。 

在.NET环境下依然保持 GUI专有控件的技术超前性，将活泼生动和简单易用的Web界面用于读

者服务模块，而将功能丰富完整的Windows传统 GUI界面用于工作人员专用界面，避免了单一

的 C/S模式和 B/S模式的不足。这是一种功用性与简便性之间的均衡。 

在一次开发的固态程序和二次开发的脚本模块之间取得一种平衡， 不因产品易用而流于技术上的

低级简陋，依然向高级用户提供了深入的脚本开发功能。 

产品界面贯彻一种新世纪的简约之风，简约不是简陋，它内里包含了极丰富完整的流程和功能性，

“简”只是一种内敛的风格，用尽可能少的元素达成丰富的功能性，它不是心血来潮的偶然发挥，

而是老到的“设计”。 

简约就是平衡。 

最平衡之处就是“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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