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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志文化信息基础平台 

及关键技术研究项目展望 

 
项目课题组 

 

中国地方志是一种珍贵的文献资源，其内容不仅包括各地区的疆域、气候、山川、物产

等地理资料，也涵盖户口、人物、赋税、艺文等人文历史各方面的记载，是地方的百科全书，

一地之全史。地方志详细记载本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发展状况，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文

化，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地方志以记述某一段时间当地的情况为主，是一个特定时期文化

积淀和历史的产物，反映出了特定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烙印；地方志内容极为

广泛，且成系统，从天文地理、名胜古迹、物产资源、民族宗教、方言俗语、金石碑刻到政

治经济、科学文化、典章制度、著名人物、重大事件等，分门别类按照内容的要求选择合理

的记录方式；资料性是地方志所有特征中最基础的一个特征，是方志生命力之所在，所录资

料既要丰富，又要实事求是严加考证，去伪存真，人、时、地、事无差错，达到资料翔实。

地方志同时具备了地域性、时代性、系统性、资料性和科学性，既包含丰富的内容信息，又

适合与现代技术相结合。 

 

一、项目目标 

中国地方志文化信息基础平台及关键技术研究项目旨在以地方志文献资源为核心，通过

文献数字化、知识库、GIS（地理信息系统）、富媒体展示等技术，构建中国地方志文化信息

基础平台。该平台基于 GIS 系统，将地方志目录、图像、文本、关联数据等不同粒度的数据

与地理信息数据相结合，实现时间、空间、文献三个维度，支持智能检索、数据分析和图形

化显示。同时，平台具有高度的容纳性与扩展性，可将各种类型的文献资源、各种格式的数

字资源和各种功能的知识工具有机地整合在一起。 

 

二、项目任务 

中国地方志文化信息基础平台及关键技术研究项目将重点研究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设计中国地方志文化信息基础平台框架，设计资源组织、资源服务、长期保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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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系统，现多粒度数据的检索与显示。按照基础平台框架定制 GIS 系统，实现 GIS 数据与资

源库整合。 

（二）按照基础平台的需求，引用已有的相关标准规范，同时依据地方志文献特性和系

统需求建立地方志数字化标准规范体系，包括 7 个标准规范：文字处理标准规范 2 个，汉字

集外字描述标准规范和汉字集外字处理标准规范；元数据标准规范 2 个，地方志专门元数据

标准规范和地方志卷目数据标引规范；对象数据标准规范 2 个，地方志图像化标准规范和地

方志文本化标准规范；唯一标识符标准规范 1 个，地方志资源唯一标识符标准规范。 

（三）按照基础平台的需求，研究资源库的实现方式，设计地方志目录、索引、图像、

文本等资源库，探讨资源库的构建、更新和展示方式。 

（四）按照基础平台的需求，研究资源共建共享的实现方式，强化基础平台的接口设计，

试验与其他平台的互联互通，实现更大范围的共建共享。 

 

三、项目创新点 

中国地方志文化信息基础平台及关键技术研究项目将在方志学和图书馆学理论的指导

下，结合多种数字化技术，完成地方志资源调查，依据地方志的文献特性和应用需求建立标

准规范，深入研究地方志数字化关键技术，同时构建中国地方志文化信息基础平台。项目创

新点主要在于多学科、多技术的综合研究和应用示范。 

（一）地方志是地方百科全书，内容丰富，形式规整，能够全面反映地方文化，而且地

方志中包括文字、图、表等多种形式，各类内容都具备时间、空间等属性，适合构建专题知

识库。GIS 系统是地理学与信息技术的结合体，通过 GIS 系统可以存储地理数据、属性数据、

几何数据和时间数据，并对各类数据进行有效地组织、分析和显示。将地方志包含的地理信

息与历史文化信息以知识库的形式进行组织，再与 GIS 系统相结合，实现了现代技术对传统

文化的完美诠释。 

（二）通过 GIS 技术，可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方志数据定位到当代地图上，并可对数

据进行分析，分析当地的历史沿革，改变了以往地方志内容不统一，资料无法统一应用的缺

点。如可分析某一族群在不同时代的人口及迁徙路线图，更加形象地展示人口的变化过程。

由于历史的演变，很多地名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对应当代地图的位置也存在很大差异，根

据相关信息描述可得出大致的位置，结合 GIS 分析，可对古代地址的具体位置与现在地名进

行自动匹配，提高数据定位的准确性。地方志数据具有时间和空间的特性，将其进行有效组

织和管理，形成时态地理数据，用属性、空间和时间语义更完整的地理数据模型进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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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能够表达使用语义，也能够实现数据的快速存取，并进行有效存储，节约存储空间。 

（三）基础平台容纳了时间、空间、文献三个维度的知识空间，容纳了目录、索引、图

像、文本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实现了资源的有机结合。基础平台以地方志资源为核心，可以

容纳舆图、拓片、家谱、文集、契约文书等不同类别的资源。伴随着资源的扩充，平台可以

扩充更多的知识维度。 

（四）基础平台采用了数据与工具分离的设计理念，既保证数据的稳定性和可复用性，

又为新的知识工具引入提供了接口。随着平台的不断发展完善，将允许用户定制数据和工具，

或对用户开放工具接口。 

（五）基础平台支持多种检索方式，可以检索不同粒度的数据，并允许用户定制检索范

围和检索结果显示方式。通过升级检索工具可以提高查全率和查准率，提高检索的智能化水

平。 

（六）基础平台的设计充分考虑了资源共享的需求，强化平台的接口设计，实现与其他

平台的互联互通，支持多种类型的共建共享模式。 

（七）面向移动终端的地方志可视化展示技术，提出一种面向移动终端的地方志数据动

态化、交互化与可视化方法。该方法针对移动终端的屏幕特点与触屏特性，把标签浏览、动

态展示、触屏交互和传统搜索结合起来，显著改善移动终端环境下地方志可视化展示的用户

体验。 

（八）三维一体知识融合可视化展示技术。突破单一媒体资源的知识可视化模式，提出

一种整合式的多维数据可视化解决方案，实现地方志文本、图形、音频、视频等格式数据的

有机融合，以及文本知识地图和 GIS 地图的知识融合，大大提高了地方志可视化展示信息的

立体性和全面性。 

 

四、技术路线 

中国地方志文化信息基础平台及关键技术研究项目将利用多种信息技术，设计地方志资

源统一揭示与服务的总体解决方案，构建一个模块化、可扩展、可互操作的中国地方志文化

信息基础平台，实现对不同年代、不同内容方志的统一揭示，对用户实现透明服务，建成多

维度、高效率的地方志服务平台，平台总体框架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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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中国地方志文化信息基础平台总体框架 

通过地方志资源数字化加工、组织数据流转，形成地方志资源数字化整体生产流程；根

据地方志多种表现形式及各种不同内容属性，构建专题知识库，汇集各种不同类型数据，并

利用搜索引擎对各类型数据进行快速检索，从而实现对地方志资源的统一揭示和服务；通过

与 GIS 系统进行数据交换，将地理数据、属性数据、几何数据和时间数据进行有效地存储、

组织、分析和显示，实现对地方志资源多维度的深度揭示；考虑资源共建共享的需求，强化

平台的接口设计，建立与其它系统的数据交换及接口调用，实现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民国

时期文献保护计划、中国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海外古籍回归等平台的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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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进展 

    中国地方志文化信息基础平台及关键技术研究项目将由国家图书馆牵头，申报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项目，已确定的项目参与单位有国家图书馆现代技术研究所、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华中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图捷讯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等。目

前已完成项目预研、项目申报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