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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地方志数字化关键技术研究与演示平台设计” 

项目述略 

肖禹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中国地方志数字化关键技术研究与演示平台设计”

（2015BAK07B00）由文化部文化科技司组织，国家图书馆承担，项目期为 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本项目旨在进一步归纳地方志文献特性，建立地方志数

字化标准规范体系，研究地方志数字化关键技术和可视化技术，设计地方志资源

服务演示平台，为地方志大规模数字化和全国性地方志资源服务平台构建提供技

术支撑。 

1.项目概述 

1.1 项目意义 

    地方志是记载一地情况的区域史书。地方志的历史非常久远，其起源可追溯

至先秦时期的典籍《周官》，以后历代都有发展。特别是明清时期，地方志之书

大量涌现。经过上千年的发展演变，地方志形成了其独特的类型：反映全国性的

地方志称“一统志”，如《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省级的称“通志”，

如《河南通志》等；州、府、县、乡、镇也各有州志、府志、县志、乡志和里镇

志；此外还有卫志、关志、盐井志、土司志等。除此之外，还有山志、水志、湖

志、塘志、河渠志以及书院志、古迹志、寺观志、游览志、路桥志等。明清时期

地方志的编撰逐渐由政府主导，成为各级官府的重要职责。建国以来，党和政府

非常重视新方志的编纂、旧方志的整理、出版、地方志数据库建设等，并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各级政府为统筹地方志工作，都成立了专门的地方志编纂办公室。

2006 年国务院还颁布了《地方志条例》。该条例指出了地方志编撰的重要意义，

明确地方志编撰主体、时限要求、经费保障等等，对于下一步做好地方志工作提

供了保障。 

2014 年 4 月 19 日，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指出：“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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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史、育人、资政，做好编修工作十分重要”，要求各级编撰人员“以更加饱满

的热情、以求真存实的作风进一步做好地方志编纂、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为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刘延东副总理在与部分会

议代表座谈时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精神，进

一步推动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历

史借鉴和智力支持，强调要着眼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

的大局，将地方志工作视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同时，刘延东副总

理在谈话中特别强调，“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要发挥优势，创新服务手段和方式，

拓宽服务渠道，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利用地方志、传播地方志。地方志资源开

发利用是一篇大文章，比如教育系统应当鼓励全国青少年阅读地方志，有些地方

志内容应纳入当地中小学教材或课外读物，把当地历史上有特色的东西挖掘出来，

让每一个出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不能忘记祖宗、忘记历史。” 

2014 年 2 月 25 日至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中指出：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

产……搞历史博物展览，为的是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要在展览的同

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

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2014 年 3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指出：“中国人民在实现

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

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

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

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据不完全统计，汉文古籍超过 20 万种，地方志约占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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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资源库和知识库，并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和可视化技术使

“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1.2 课题设置 

项目分解为 3 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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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1：地方志资源调查数字化加工规范研究（2015BAK07B01），由国家

图书馆负责，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传媒大学共同承担； 

课题 2：地方志数字化与知识抽取技术研究（2015BAK07B02），由汉王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国家图书馆共同承担； 

课题 3：地方志可视化技术研究与演示平台实现（2015BAK07B03），由华

中师范大学负责，北京图捷讯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和武汉华大国家数字化学习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共同承担。 

2.研究方案 

2.1 课题 1 

本课题主要目标是通过点面结合的调查方式，研究清康熙时期纂修方志的存

藏情况和文献特性，重点考察山西介休历代方志的纂修与存藏情况；利用国家图

书馆数字方志项目与本课题相关的地方志图像 44000 筒子页，再依据课题需要补

充 6000 筒子页清康熙时期纂修方志、介休县志等资料，作为本课题的数据基础；

依据项目需求建立 8 个数字化加工规范和 4 个相关软件；在调查的基础上，遵循

数字化加工规范，开发语料和本体加工软件，研制地方志语料库和时间本体库、

地点本体库；为了演示平台和应用示范的需要，基于方志文献特性研究的成果，

选择方志中专题内容进行文化创意，完成4个可视化脚本创意设计。如图1所示。 

 

图 1  课题 1 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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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现存清康熙时期纂修方志的存藏状况、编纂体例和内容特性，鉴定地方

志版本，厘清增修、补修、续修、重修等关系，研究地方志记录的基本内容、主

要形式和文字描述方式，同时注重个案研究，分析地方志内容与纂修时间、地域、

文化等方面的内在联系。 

依据地方志文献特性和项目需求建立5类 8个地方志数字化加工规范，包括：

文字处理规范 2 个：汉字集外字描述规范和文字认同描述规范；元数据规范 2

个：地方志专门元数据规范和地方志卷目数据标引规范；对象数据规范 2 个：地

方志图像数据规范和地方志文本数据规范；语料数据规范 1 个：地方志语料数据

规范；知识库数据规范 1 个：古今地名数据规范。地方志专门元数据规范用于整

体描述地方志图像数据和文本数据，内容包括书目信息、数字化参数、版权信息、

用户使用提示等。 

依据地方志图像数据规范，开发自动拼图软件，将半叶（筒子页）、双半叶、

部分叶等多种类型的地方志图像，依据版心、鱼尾、纸张纹理等特征，自动拼接

成筒子页，同时具备手动拼接等辅助功能。依据地方志语料数据规范，开发语料

数据标引软件，自动过滤文本数据中的版式标记或符号，可以将指定的版式标记

或符号按规则转换成语义连续标记，支持自动或半自动语料块切分和语境标注。

依据集外字描述规范，开发集外字描述软件，依据集外字位置描述自动截取集外

字图像，支持集外字人工拆分、IDS 描述、IDS 动态显示等，同时支持 IDS 检索

和文字部件辅助拆分。依据地名数据规范，开发地名数据规范加工软件，输入、

编辑、查询、显示古今地名规范数据，支持地名的自动或半自动匹配。 

依据语料数据规范，以地方志文本数据为基础，完成单字索引、语料块切分

和语境标注，语料库数据量不少于 2 千万字。依据项目需求，研制时间本体库，

时间起于汉高祖元年（前 206），自汉平帝元始元年（前 1）起加入公历，自唐高

祖武德五年（622）起加入回历，南朝宋后废帝元徽四年公历（476）前并注明罗

马历；研制地名本体库，包含古今地名（行政区划地名）不少于 1 万个，满足课

题 2 和课题 3 的数据需求。 

基于地方志文献特性和项目演示的需求，以山西介休方志为数据基础，加入

周边地区部分有特色的方志，提炼地方文化的亮点，进行文化创意，组织与之相

关的各类数字资源，形成某一主题的数据集合，完成 4 个地方志可视化脚本，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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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山西介休与介子推、山西介休与方言、山西洪洞与大槐树、山西太谷与秧歌。 

2.2 课题 2 

本课题以地方志数字化技术和知识抽取技术研究为核心，由三部分组成：地

方志文献数字化技术研究与实现、地方志数据抽取技术研究与实现和方志文本数

据、知识库数据等示范数据建设。 

地方志的原始文本大多是古籍类的资料，年代比较久远，纸张比较薄、透光

性较强、比较脆、颜色发黄、字迹偏淡；版式上有横排文字、竖排大字、单（多）

行竖排小字、表格、图像等多种类型；文字字符集大，变形多，各种刻本字迹风

格各不相同。本课题涉及的文字识别部分限定在版刻方志资料，手写地方志资料

的文字识别不在本课题的研究范围内。基于以上特点，地方志数字化的过程包括

图像处理、版式切分、文字识别、文字校对、集外字处理、数据标引等一系列过

程。可以把这些技术大略划分为 OCR 识别、集外字处理技术和数据标引技术三

部分。 

OCR 识别是将纸质文件扫描生成图像，采用适合古籍版式的自动版面分析

技术和文字切分技术，对图像进行自动分割；对于分割得到的文字图像，采用大

字符集汉字 OCR 方法，进行文字识别。为了保证识别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集成

多种识别方法，实现分层分类识别。如图 2 所示。 

 

图 2  OCR 系统模块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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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外字处理技术是在对地方志文本进行数字化转换的过程中，对于出现的集

外字，拟采取基于 IDS（Ideographic Description Characters，表意文字描述序列）

的集外字描述方法。本课题中将开发相应工具，实现 IDS 描述及集外字检索技

术。 

数据标引技术是围绕地方志文本规范标准，结合方志资料特征，采用自动版

式分析技术和语义理解技术进行数据标引，包括文字标引，符号标引、版式标引、

语义标引等。 

地方志知识抽取技术是以地方志语料库为基础进行数据抽取，得到时间、地

点、人物、事件等地方志元数据关系网络，抽取感兴趣的内容，分析其特点、关

系，从而发现隐藏在多本地方志之间的规则与事实。地方志数据抽取的工作包括

知识本体的标志、抽取规则的设置、分析器的建立、元数据标准建立元数据聚类

以及元数据关系网络的生成。在地方志数据抽取技术研究中，需要利用地方志专

家知识、语义理解技术、统计技术、数据库技术、聚类技术、图书文献数字化标

准制定及其它信息学科技术。半自动本体构建流程如图 3 所示。 

 
图 3  半自动本体构建的流程图 

 

方志文本数据、知识数据的建设，在对本次选定的地方志文献全文数字化后，

标志并抽取时间本体、人物本体等能够反映当时人物风情的相关知识元，建设方

志知识数据。还需要根据业务需求，标注各知识元之间的关系，为后续知识元网

络的建立和相关数据挖掘作好数据准备。 

数据过滤 

专家样本标注 

特征选取 

学习样本 

知识抽取任务 

人工校正 

领域语料 

本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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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课题 3 

本课题是以中国地方志可视化关键技术及演示平台研究为导向，研制地方志

可视化演示平台，包括地方志数据多媒体展示技术、地方志地理信息可视化、地

方志知识可视化、多源知识融合可视化等技术，在此基础上形成地方志数据相关

技术的解决方案。 

地方志资源具有多种类型，资源呈现富媒体的特点，不同平台对各自所能展

示的资源具有不同的要求，针对智能手机（PDA 终端）、PC 等不同平台如果抽

取出相应的资源与信息是地方志数据跨平台可视化展示技术研究的第一个技术

点。本课题拟采用富媒体文本解析技术、多媒体解析技术、语义挖掘技术等信息

抽取方法将富媒体资源中的信息进行分离，抽取成不同粒度的信息单元。对地方

志数据跨平台可视化展示技术的研究，拟基于 epub3 标准，采用 Html5，java script

等技术，首先根据地方志专家的需求和内容设计，对地方志中的数字化文本、图

片、音频、视频与动画等多种类型的知识媒体进行信息同步与图文混排，然后利

用脚本语言针对地方志数据媒体的交互需求编写动态交互脚本，最后，将实现的

地方志可视化内容形成 epub3 格式的媒体类型，并发布到移动终端上，研发出基

于移动终端的地方志可视化案例，满足跨平台用户对动态化、立体化地方志数据

可视化浏览的需求。 

本课题拟通过一种统一的“类别—属性—词条—属性内容”层次框架，构建

统一的分类体系，抽取类别属性建立“类别—属性”模板，并最终提取属性内容。

解决多源语义知识库融合中存在的知识不一致问题，为建立大规模计算机“可读”

的语义知识库资源提供可行性解决方法。针对多源语义知识库中“类别—属性”

模板的构建问题，本课题拟采用基于多过滤器驱动和分散度统计类别属性的方法

和基于语义关联挖掘类别属性的方法把类别属性抽取问题转换到模糊集中的求

解上下近似问题进行求解，采用代数计算的方法来实现知识融合中的推理。本课

题针对知识可视化中的两个关键环节进行重点研究，首先采用语义模型抽取出地

方志资源中描述信息的主题词，在此基础上结合文本挖掘的相关技术，挖掘出主

题词之间的关联关系并构建知识地图。同时调用 GIS 地理信息的输出接口，在

统一框架下，基于文本索引、时间索引和空间索引导航方式，实现地方志的文本、

时间、空间信息的有机融合，并对地方志空间信息进行三维建模与呈现，如图 4



文津流觞第 52 期 

 

  46

所示。 

 

图 4  多源知识融合效果图 

基于 GIS 的地方志信息系统，以 API 接口的方式对外提供地图服务的基本功能，

主要包括：地图切片生成，根据地方志显示的特点，生成地方志基础电子地图切

片数据；地图查看，提供地图查看时的基础功能，包括平移、缩放功能、地图比

例尺、全屏显示等；标注，使用地图 API 可以在地图上绘制点并录入说明等信

息；折线，使用地图 API 可以在地图上绘制折线并计算距离；绘制区域，使用

地图 API 可以在地图上绘制多边形并测算总面积；地图上叠加点、线、面（几

何图形），在地图上描画点、线、几何图形；计算两点间距离，计算地球上两点

的球面距离；计算多点间距离，计算地球上多点之间的折线距离；判断位置关系，

判断点与几何图形的位置关系；计算面积，计算几何图形的面积；地名搜索功能，

以 API 接口的方式对外提供地名搜索的服务。 

地方志数据演示平台的系统架构，如图 5 所示，包含数据层、服务层和应用

层，其中数据层实现地方志演示数据及知识的集成与存储，服务层基于 Web 

Service 技术，开发地方志知识体系、地方志资源管理和多维检索等服务组件，

集成地方志可视化业务系统和 GIS 地方志信息业务系统，面向地方志专业人员、

管理人员和普通民众对地方志的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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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地方志数据演示平台架构图 

 

3.预期成果 

开展清康熙时期纂修地方志及山西介休历代方志的资源调查，归纳地方志文

献特性并结合相关史料，编制专题目录。依据地方志文献特性，研制 8 个地方志

数字化加工规范，包括：地方志专门元数据规范、地方志卷目数据标引规范、汉

字集外字描述规范、文字认同描述规范、地方志图像数据规范、地方志文本数据

规范、地方志语料数据规范和古今地名数据规范等，并规范，开发自动拼图软件、

语料数据标引软件、集外字描述软件和地名数据规范加工软件。 

依据项目需求完成 5 万叶地方志样例数据，包含目录、索引、图像和文本数

据，并在此基础上完成语料数据库 1 套，语料总量超过 2 千万字。研建时间本体

数据库 1 套，时间起于汉高祖元年（前 206），自汉平帝元始元年（前 1）起加入

公历，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起加入回历，南朝宋后废帝元徽四年公历（47

6）前并注明罗马历。研建地名本体数据库 1 套，包含古今地名 1 万个。 

研究地方志数字化相关技术，研发地方志数字化工具软件 1 套，满足地方志

数字化过程中的图像处理、版式分析、OCR 文字识别、文字校对、集外字处理、

IDS 描述、数据标引等功能，支持生产流水线管理和数据包流转管理。其中，古

籍汉字识别软件支持超大字符集汉字识别，支持的字符集为 GB18030—2005 规

定的字符集；对于版刻古籍汉字，识别率达到 80%以上。 

研究地方志文本知识挖掘技术，研发地方志文本知识抽取系统，支持对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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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文本的专家分析、概念抽取、基础本体知识创建、特定内容抽取等。提交

1 套知识库，包括人物知识 1000 条，地点知识 10000 条，事件知识 1000 条。 

研究地方志可视化技术，构建 1 套地方志可视化演示平台，包括地方志数据

前端展示系统、地方志 WEBGIS API 及展示系统。支持多维度地方志文本、图

片、视频和元数据的导入和管理；支持一套地方志 WEBGIS API，能够以 API

接口方式进行基础地图服务；支持一套地方志位置编辑工具，能够采集地方志数

据位置数据，并与方志数据库进行关联；支持多操作系统，包括 Windows7 及以

上版本、IOS 6.0 及以上版本、Android3.2 及以上版本；支持多浏览器，包括 Wi

ndows Internet Exporer8.0 及以上版本、Google Chrome10.0 及以上版本、Firefo

x4.0 及以上版本；满足地方志数据的可视化展示及地图浏览、地图缩放、地名查

询、信息标注、距离量算等地方志 WEBGIS 服务。 

完成地方志可视化脚本 4 个，包括山西介休与介子推、山西介休与方言、山

西洪洞与大槐树、山西太谷与秧歌等。 

申请发明专利 12 项；获得软件著作权 8 项；公开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22 篇、

出版专著 6 部；滚动培养研究生 15 人。 

 


